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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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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振兴资源。历史悠久的泰兴银杏农业文

化遗产所具有的历史、审美、科技、生态、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价值,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在其价值挖掘与利用过程中存在政府管理体系分散,难以有效协调挖掘利用工作、原住民缺

少文化自觉,对价值挖掘与保护认识不足、银杏产业链过窄过短,经济价值利用不足等问题。并据此提出构建利益共

同体,建立农业文化遗产统一管理体系、激发原住民文化自觉,提升其主体意识、延伸银杏产业链,探索银杏农业文

化遗产创新性利用的建议。以此创新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路径,多渠道、多形式来实现当地的乡村振兴,形成农业

文化遗产地乡村振兴的示范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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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面临不断衰败的困境，人口流出、人才匮乏、产业发展落后等问题日益凸

显。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先民长期从事生

产劳动、生活活动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振兴资源，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江苏省泰兴市是享誉中

外的银杏之乡，2015 年“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被农业部认定为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全面分

析了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并探讨在价值挖掘与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之策。 

1 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价值 

1.1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 

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 

狭义的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指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是泰兴人民利用银杏物种资源和独

特的管理技术，打造的以银杏为主体的、与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所形成的农业生产系统和农业景观。泰兴银杏栽培系统的核

心区为宣堡镇 7个行政村，总占地 25.14km2，其中银杏围庄林面积 20.2万亩，并拥有 20多个百亩以上古银杏群落。 

广义的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指是泰兴银杏的生产方式和泰兴人民生活方式结合的农事活动统一体。既包括泰兴银杏栽培

系统，也包括满足当地原住民生产生活需求形成的生活系统；既包括泰兴原住民在内的银杏文化以及与银杏相关的衍生知识系

统，也包括银杏生长的环境、管理的过程、银杏加工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民俗文化。从外延上看，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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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银杏物种、银杏产品及相关特产、银杏栽培和加工技术、银杏生产加工工具、古银杏群落景观、银杏文化民俗等。 

本研究所指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即以泰兴银杏栽培系统为核心的广义的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 

1.2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价值研究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基础，为农业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重要依托。农业文化遗产若要实现当代

可持续发展，必须以遗产价值研究为核心。 

1.2.1历史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的共同特征之一便是历史价值。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是当地先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当地历史发展的见

证。银杏树素有公孙树之名，可以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泰兴银杏源远流长，有着 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泰兴拥有我国及

世界范围最大的古银杏群落，据调查有 100年树龄以上古银杏 6000多株，500年树龄以上 34株，千年树龄以上的 12株。据《泰

兴县志》记载，泰兴银杏栽培历史已有 1400多年。 

1.2.2审美价值 

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是一种风情。泰兴银杏叶茂、色美、品高、意远，银杏

盆景、叶片观赏等在当下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银杏随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叶色、叶形不同，每到秋季，其他地

方的秋意总是令人寂寥，而以泰兴市宣堡镇古银杏群落为标志的银杏景观，江浙无双。 

1.2.3生态价值 

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据调查，泰兴有泰兴白果银杏优良品种，

树种资源 62科、115属，190个品种，相关生物多样性 300种。同时，银杏具有极强的氯气吸收能力，在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清洁空气、改善生态的作用。 

1.2.4科技价值 

泰兴银杏栽培技术包括三类：银杏嫁接技术、银杏人工授粉技术与银杏立体套种技术。其中，银杏嫁接技术、银杏人工授

粉技术在国内属于首创，银杏嫁接技术已有 200 年的历史，可以让银杏挂果时间由 30 多年缩短为 5～6 年。泰兴应用嫁接技术

当属全国最早，早在 250多年前就采用嫁接技术繁殖泰兴白果，并通过不断地改良，培育出更为优质的上等品种。 

1.2.5经济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包含直接经济价值与间接经济价值两个方面。在直接经济价值方面，泰兴银杏的木材、种仁、果

叶均有较高的经济价值。银杏木材散发着特殊的香味，质感上乘，可作牌匾、盆景、印章等多式工艺品雕刻，还可制作成不易

发霉、质地柔韧的砧板。银杏的种仁俗称白果，又称泰兴大佛指，富含多种维生素与氨基酸。泰兴市常年白果产量 1 万吨，约

占全国总产量的 1/3,20 世纪 80 年代直接出口日、韩和东南亚，每千克曾高达 100 元。银杏叶可直接入药，缓解心悸怔忡等病

症。1994年和 2001年，泰兴市两次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经济林木先进市。 

此外，可以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为核心，对其精神意象进行提炼与再创造，开发相关文化创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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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间接经济价值方面，泰兴银杏群落美不胜收，是当地不可多得的珍贵旅游资源，倘若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将

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 

1.2.6文化价值 

银杏树拥有着长寿、多子多福等美好寓意。不仅是泰兴市的市树、江苏省的省树，更被许多人推崇为国树，具有浓厚的人

文色彩。泰兴当地形成了与银杏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民间信仰、民间文艺、民间饮食与医药文化。 

泰兴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银杏崇拜现象。泰兴人视银杏树为避灾祈福的神树，广为种植于房前屋后、寺庙、行道等地；

逢每月初一、十五，四方信徒都会前往银杏庙进行祭拜，当地人还会在银杏树下焚香化纸，或是在古银杏上系上写有祈愿的红

布条，以求平安顺遂；过去谈论媒妁之事时，倘若男方家没有栽种银杏树，女方就不同意婚约；还有直接用银杏作为村名（泰

兴市宣堡镇银杏村）……凡此种种，数不胜数。 

也形成了以银杏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如 20世纪 80年代，由温业清、裘国珍创作的神话传说剧本《银杏仙子》，由南京电影

制片厂等联合拍摄，在当地乃至全国都产生不小的影响。 

此外，还形成了以银杏为特征的饮食文化和中医中药文化。泰兴人民发明出了许多地方特色菜肴，如糖醋银杏果、银杏果

排骨汤、椒盐银杏果等。民间还流传着许多银杏药用的偏方，耳鸣、晕眩时可以食用白果缓解头疼；痰多时可以食用生白果止

咳化痰等。 

1.2.7社会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包含宣传教育、文化认同、示范等三个方面。在宣传教育价值方面，银杏森林作为鲜活的教材，

是少年儿童认识自然、体验自然的第二课堂。在文化认同价值方面，其为泰兴市带来了众多殊荣，增强了当地人民的文化自豪

感与认同感。1995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同志赠与泰兴“银杏第一市”的称号。在示范价值方面，可以作为农业文化遗

产发展示范地乃至乡村振兴示范点，提供发展的借鉴之道。 

2 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相关价值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实践过程中充满着艰辛与困难，工作者们无异于摸着石

子过河。纵使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条件优渥，具备多维度、多领域的价值，,在调研中还是发现其价值的挖掘与利用存在问题。 

2.1政府管理体系分散，难以有效协调挖掘利用工作 

由于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遗产，涵盖价值丰富，涉及面十分广泛，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的管理就涉及到众多

部门，如农业、林业、文化、旅游、水利等；同时受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根据农业文化遗产的资产属性进行分割管理，严重

阻碍了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和活化利用。 

调研发现，泰兴市政府于 2014年年中，委托农业委员会负责牵头申报“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此时，农委单一部门较为不足的协调调动能力就已初现端倪，难以有力统筹泰兴市规划局、住房经济局、农工办、发改委、

科技局等相关部门。虽然，泰兴市后期也成立了隶属农委的专门的农业文化遗产管理部门，但是在涉及到具体管理与保护工作

时，尤其是协调林业局、农业局、环保局、旅游局等多部门协作时，这种条块分割、职能分散的管理体系仍然显得能力有限、

力不从心，难以满足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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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原住民缺少文化自觉，对价值挖掘与保护认识不足 

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必须要经过人类的挖掘、保护与利用，才能发挥作用，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 

在调研中发现，作为价值挖掘与保护主体的泰兴当地原住民老龄化现象严重，村落呈现出空心化愈演愈烈的趋势。2019 年

暑假第一次调研时，还能见到部分返乡的年轻人、儿童，但是当开学后进行第二次调研时大部分家庭只有老人还留守于家中。

年轻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寻找更为体面的工作，导致了大量银杏树无人打理，白果腐烂一地无人采收；银杏相关种植知识与技

术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局面；专业化、规模化、组织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普及。如此一来，遗产地的发展愈发滞后，

难以满足村民的物质消费、精神文化需求，失去了留住原住民的能力，陷入空心化的恶性循环。 

同时，目前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承与利用工作主要以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为主导。而理应发挥主要力

量的原住民参与程度较低，保护意识较为薄弱，热情也不足，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深度和广度离预期还相距甚远，能

够起到的示范带动效应尚且有限，尤以青年一辈甚。 

如若不敲响警钟，任这种现象继续发展下去，当最后一批掌握、使用栽培技术的原住民离开后，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该

走向何方？ 

2.3银杏产业链过窄过短，经济价值利用不足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传承与利用效果并不理想。 

2.3.1银杏农业生产利润低下，直接经济价值低 

在调研中发现，宣堡镇随处可见遍地腐烂的白果，村民经过也置之不理，习惯了这番常态。经过访谈才得知，一是因为近

年来银杏农业生产利润低下，达历史低谷，许多村民抱怨“种白果不如长瓜果蔬菜”。上个世纪，泰兴白果每千克高达 100元，

为村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而近几年，泰兴白果售价每千克仅三四元钱，不景气时甚至才不到一元钱，农户的利润极低甚

至是倒贴。在外的杏农如果请人帮工收果、脱皮清洗的话，所得到的收益不足以抵消成本，甚至要赔上几百元钱。二是留守的

老人因身体原因没有体力与精力进行采收。三是因为白果有微毒，年轻人没有掌握采摘、清洗的技能，稍有不慎沾上汁水容易

引起皮肤过敏等现象。因此，许多村民懒得管理银杏，任其自生自灭。泰兴政府在白果价格较高时，没有着眼于全局，没有评

估市场风险及时地进行种植业转型。因此在白果价格暴跌时，政府束手无策，银杏农民哀嚎一片、只能被动挨打。 

2.3.2加工产业链过窄过短 

除了初级食用白果，加工产品的市场也不容乐观，附加值偏低，产品吸引力有待提高。虽然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以银

杏为噱头的营养保健品，如银杏茶、银杏精、银杏酒、银杏胶囊等，但这些产品加工水平都较低，产品的技术含量也不高，不

受消费者青睐。景观方面，银杏盆景、银杏雕刻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泰兴全市开发银杏盆景的厂家微乎其微，现有的精

美度不足、观赏性不强，雕刻技艺传承后继乏人。 

2.3.3未能充分应用旅游资源，间接经济价值低 

旅游方面，农业与旅游业结合是当下非常热门的新业态，农村休闲游、农业体验游、农家乐为不少农村实现了乡村振兴。

但是泰兴仅有的较具规模的银杏景区——泰兴古银杏森林公园目前仅具有遗产保护功能，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分别于 2019年

3 月、7 月停更，景区规划尚未落实、相关的基础设施薄弱，加之交通不便、住宿难求，对游客的吸引力不足。虽然是 3A 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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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但是还未创收。 

3 提升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利用的途径 

针对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为泰兴乃至各地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利用提供思路，实现农业

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3.1构建利益共同体，建立农业文化遗产统一管理体系 

构建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利益共同体，建立农业文化遗产统一管理体系，化解各部门各自为政、利益冲突的矛盾，整合信息

资源，形成管理合力。有利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承与利用，进而推动农业文明的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持续优化，

助力乡村振兴。 

应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归一化的经验，在国家层面上构建农业文化遗产统一管理体系。探索构建由文旅部和农业农村部

共同牵头，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利益共同体，明确各方职能与职责，完善协调机制。同时，泰兴

市政府还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管理工作在具体实施中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使各部门明确职责，防止互相推诿现象

的产生。 

3.2激发原住民文化自觉，提升其主体意识 

原住民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承与利用中获益，在乡村振兴中致富，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标志。原住民是泰兴银杏农业文

化遗产的创造者，也是效益的实际享有者，更是价值传承的主角，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时，应该

充分引导原住民树立主人翁意识，并利用广播频道、电视节目、微信推文等做好宣传与推广工作，提高原住民对于农业文化遗

产价值传承与利用的认知与能力。 

3.3延伸银杏产业链，探索银杏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利用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封存式保存，而是动态的、活化的保护与发展，可以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首先，进行市场需求调研，基于此进行泰兴银杏产业结构调整。在市场鼎盛时期，泰兴银杏无序地井喷式发展是造成市场

供需逆转的根本原因，也为后续价格跳水、市场萎靡埋下了伏笔。在供给侧方面进行改革，使泰兴银杏产品的供给量符合市场

需求。 

其次，延伸泰兴银杏产业链，拓宽产品价值链。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时代已经到来，应加强资金投入，进行银杏新产品研发，

形成地方产业体系，是银杏产业发展的破冰关键。 

同时，合理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开发以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为亮点的旅游线路，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最佳结合。 

最后，维护好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的品牌，制定统一规划、统一品种、统一加工的标准，通过广告促销、推介会、新媒

体平台等打造品牌效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明确以市场为导向，着眼消费者需求变化，促进当地优特农产品提档升级、做大做

强，打造具有地方历史、文化、地理特色的本土品牌。泰兴银杏农业文化遗产获得过许多荣誉，在 1999年昆明世博会被指定为

唯一无公害白果，享有永久冠名权，也制定了地方标准。但为何没能像阳澄湖大闸蟹、东北黑米、盱眙小龙虾一样爆火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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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香也要勤吆喝，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没能形成品牌效应，宣传力度、品牌打造力度不够，使得其未能取得应有的市场地位。 

4 结语 

让农业文化遗产发挥多方面功能和价值，在国内乃至世界赢得真正的认可，而不是空空享有一个“遗产”的美誉，得到一

时的关注，继而又尘封于历史的尘埃中，或消亡，或变质。这是调研中感触最深的地方，也是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三农问

题备受关注的当下，农业文化遗产地若能成功地传承、发挥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推动乡村振兴，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将来的

发展与走向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进而为国内若干个农业文化遗产地提供经验与借鉴，形成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强国之道。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趋同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文化个性逐渐被抹灭。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犹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

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就如同基因编码标识着不同的人类个体一样，农业文化遗产区别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维护着世界文化多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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