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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梯田开发与保护面临的问题

及对策研究

——以云南元江县车垤村为例

李春文
1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德宏 678400)

【摘要】哈尼梯田是哈尼族人民长期生产劳动所形成的“大地雕塑”，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具体体现。本文通过分析哈尼梯田开发与保护所面临的问题，试图从哈尼梯田保护和开发具有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着手，提出适合当地开发与保护的对策，为哈尼梯田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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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垤村哈尼梯田的基本现状

车垤村是云南元江县因远镇一个典型的哈尼族村寨，全村 214 户，共 917 人，村民全部为哈尼族，自

称“豪尼”。全村梯田据统计有 1324 亩。梯田是哈尼族人民利用“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特殊地理形势

同垦共创的一个农耕文明奇观，2013 年已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

车垤村对哈尼梯田的开发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群众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出现了诸如烤烟进梯田、甘

蔗进梯田、民房进梯田等破坏梯田景观的现象。梯田面临着森林植被减少，灌溉水量不足，梯田干涸，坍

塌，保护和开发利用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等问题。

2 哈尼梯田开发和保护面临的问题

近年，元江县相继出台文件和法规，加强对哈尼梯田的保护和管理。但是，当地群众主要进行传统耕

种方式，加上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季节性缺水导致梯田灌溉得不到保障；外出务工青年增多，劳动力减少,

群众更倾向于种植不需要投人过多劳力管理的农作物，导致农民改田为地；农民注重经济效益，梯田产值

经济效益相对较低，更愿意种植旱地农作物，造成恢复梯田难和保护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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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给传统梯田耕作带来巨大冲击

梯田传统的耕作方式比起现代集约型的农业生产，方式较为落后。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耕作周期又

长，让梯田生产步履维艰。

2.2 进城务工人员增多，梯田荒芜现象突出

每年春节后，车垤村许多青壮年农民离开村庄进城打工，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没有足够的劳动力，

导致梯田荒芜，梯田文明正面临消失的危险，梯田保护迫在眉睫。

2.3 群众对梯田保护意识不强

由于梯田经济产值低，所以，群众在梯田的周边开挖滥采、砍伐森林、不科学地施用化肥等现象严重，

有的甚至占用农田建造考屋。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的制止还不够及时有效，梯田保护的工作难度加大，群

众保护开发梯田的积极性不高。

3 哈尼梯田开发和保护的重要性

3.1 充分认识哈尼梯田开发和保护的生态效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良好局面

哈尼族从定居滇南哀牢山开始，利用这里“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地理条件开垦梯田，形成一个周

而复始的“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良性循环的生态体系，是人与自然和谐马存高度结合的良

好体现。

同时，由于森林的水源涵养和梯田的泥沙阻拦和蓄水功能，梯田能够起到水土保持、地下水供给、对

河谷的洪峰调节、水质净化、小气候调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3.2 加强对哈尼梯田开发和保护，充分利用其经济效益为农民增产增收

哈尼梯田除了为哈尼人民提供重要的大米和鱼虾、蔬菜等食物，它还蕴藏着巨大的旅游价值，开发梯

田的经济效益，通过梯田景观旅游、农家乐体验等方式增加收人，从而实现增产增收。

3.3 哈尼梯田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哈尼梯田是哈尼族长期发展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其稻作文明是哈尼文化的核心之一，是作为哈尼族

文化发源、成长的沃土，对保护哈尼族优秀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4 哈尼梯田保护和开发建议及对策

保护哈尼梯田不仅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对哈尼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符合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主旋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4.1 成立梯田保护机构，加大梯田保护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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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挖掘哈尼梯田壮美的自然奇观，把梯田农耕文化和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把生态保护与旅游产

业紧密结合起来，将哈尼梯田保护和开发稳步推向市场，加大梯田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4.2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梯田水利保障体系，健全完善防洪、农田水利、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利信息化和

水利保障等体系建设。加大民生水利建设，实施农村引水巩固提升工程。

4.3 制定梯田保护制度，给予农户财政补贴

由于哈尼梯田传统农耕方式劳动强度大、产值低，建议专设哈尼梯田保护和开发专项财政资金，鼓励

农户耕种梯田、保护梯田，通过调整产业提高梯田产值。

4.4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充分利用哈尼梯田的自然资源条件，积极调整种养业结构，开发梯田特色农产品及相关生态食品，加

快品牌建设，增加综合价值，提高农民种植维护梯田的积极性。同时，大力推广使用新型能源，优化梯田

的资源使用效率，替代对用薪柴的需求，使梯田森林和水系得到长久保护。

4.5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探索梯田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

科学、合理地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做好生态品牌、农耕文化品牌的打造，重点挖掘哈尼文化，丰富梯

田文化旅游的内涵。同时，鼓励当地居民适当开发“农家乐”“小作坊”等乡村旅游项目，生产具有哈尼

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民族特色的文化服务，保护梯田的同时提高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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