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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发展 

陈园园 卢勇
1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2017年 5月,里下河地区的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成功入选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成为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候选,由此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发展逐渐被提上日程。本文概述了高邮湖泊湿地农

业系统的价值,分析并总结了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最后从农业文化遗产的视角对高邮湖

泊湿地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工作提出可操作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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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是江苏中部里下河地区一种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在高邮湖湿地内,世世代代的高邮人,

经年累月、胼手胝足,使一个蛮荒之地、水患之湖,变成了一个集农、林、渔、牧为一体的农业系统。2017年 5月,里下河地区的

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成功入选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候选,因此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

的保护和传承逐渐被提上日程。虽然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的成功入选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并掀起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热

潮,但是学术界对此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学术界对高邮湖的研究还处于历史地理考证及湿地利用方面,未有深入研究其湿地农业

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规划。本文将在学术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提出高

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保护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以便更好保护和传承好湿地农业系统这一独有的农业文化遗产。不当之处,敬请

专家指正批评。 

1 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的价值 

1.1生态价值 

高邮湖有天赋的自然美,放眼望去,湖面上烟波浩渺,天水相连。湖水宽阔,质地良好,有丰富的浅滩湿地,为各种鱼鸟和水生

植物的生长、栖息、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被誉为鱼族的世界、鸟类的天堂、水生植物的博物馆。不仅如此,高邮湖

湿地还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目前已知植物 200多种,其中有水生植物 36科,蕨类植物 4种,单子叶植物 43种,双子叶植物

34 种。野生动物 300 多种,其中鸟类有 40 科 194 种,43 种为留鸟,100 种为候鸟(41 种为夏候鸟,59 种为冬候鸟),51 种为旅鸟。

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对当地传统的农业作物品种以及生物多样性起到重要保护作用。 

1.2科研价值 

湿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全面、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继而,湿地的生态系统和湿地生物的多样性,湿地

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的形成、演化、分布、结构和功能等为生物学、地理学、湿地学等多门学科的科学工作者提出

了丰富多彩的研究课题。就连湿地农业发展与水土资源科学、湿地环境科学、农业水土工程、水利学、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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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学科之间都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高邮湖湿地是里下河地区最具有研究意义的活化石并不为过。 

1.3文化价值 

湿地农业系统化在当地历史悠久,它的流传体现了我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农耕思想理念,对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启示作用。如今高邮湖湿地“稻鸭共作”农业系统是充分利用共生互利、生态位和食物链等生态学原理,以稻作水田为条件,

以种稻为中心,家鸭田间网养的自然与人工相配合,利用水稻和鸭子之间的同生共长关系构建起来的一种立体种养复合生态系统,

是对中国传统农业稻田养鸭的继承与发展。除此之外,高邮地区早先受楚文化的熏陶,后又融入了吴文化的内涵,深厚的文化积累,

衍生出与系统密切相关的乡村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民间文艺及饮食文化等。 

2 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 

在如今农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过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得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面临严重威胁。从理论上说,我

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遗产地农村居民,他们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处的地位、执行的职能、发

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但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与此相对应的保护主体存在“结构性缺失”,即在农业

文化保护工作中发挥主体作用是一些专业性社会组织的学者,政府部门、遗产地农村居民只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遗产保护作用,

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格外艰辛和复杂。就目前来讲,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面临以下问题。 

2.1水体环境遭受污染的威胁 

湖泊湿地是陆地水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给人类提供饮用水源,还对调节气候、旅游业发展、渔业养殖有着重要作

用。20世纪 90年代开始,高邮湖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带动下,乡镇企业迅速增加,使得工业污染不断加剧,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同

时,农民为了追求亩产效益最大化,不再沿袭传统的施有机农家肥的生产方式而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这些残留物也都随

着污水流向湖泊。根据相关监测数据,高邮湖泊湿地主要污染因子为总氮和总磷。 

 

图 1高邮湖各湖区总氮浓度 

各湖区总氮浓度如图 1所示,由图 1可见,除高邮湖东岸和下游出湖区域外,其他湖区总氮浓度均超过Ⅲ类标准。北部湖区和

湖中区总氮浓度分别超标 0.1倍和 0.02倍,为Ⅳ类水质;南部湖区总氮污染严重,总氮浓度超标 1.03倍,为劣Ⅴ类水质;总氮污染

最严重的区域是靠近几条入湖河流的入湖口处,白塔河、利农河和入江水道入湖区域总氮浓度分别超标 7.26倍、1.68倍和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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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均为劣Ⅴ类水质。 

污染的水体,不仅使得湖水局部发黑变臭,大大降低了湖区鱼、虾、蟹类资源的流失,还会对环境卫生、土壤及农作物等方面

造成不良影响。由此可见,水污染已经对高邮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生态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2.2传统生产方式面临流失的危险 

在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生态系统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当地特有“鸭—稻—鱼”的生产方式。所谓“鸭—稻—鱼”生产模式即每

年春天,谷雨季节的前后,农村居民把秧苗插进了稻田,鱼苗也就跟着放了进去,等到鱼苗长到两三指,再把鸭苗放入稻田。稻田为

鱼和鸭的生长提供了生存环境和丰富的饵料,鱼和鸭在觅食的过程中,不仅为稻田清除了虫害和杂草,大大减少了农药和除草剂

的使用,而且鱼和鸭的来回游动搅动了土壤,无形中帮助稻田松了土,鱼和鸭的粪便又是水稻上好的有机肥,保养和育肥了地力。

然而,为追求地区经济的发展,当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朝着“现代化”转变。集约化的经营和规模化的生产使得当地的“鸭—

稻—鱼”生产模式受到冲击,使得鸭稻鱼生产模式受到很大破坏。 

近年来高邮市水产品的生产情况可知,鱼虾的养殖面积虽有起伏,但总体上还是呈扩增趋势,且其养殖产量一直不断增加;其

次,由表 2可见,高邮鸭在 2012年成为最大的投资项目,大规模的畜禽养殖成为了当地的特色产业。综上可得,在如今的高邮湖泊

湿地农业系统中,它的传统生产方式面临流失的危险。 

传统生产方式的流失让我们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工作也更加艰巨。众所周知,2014 年,我国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不仅局限于生物多样性、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方面的保护,与之相匹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极为重要。因此,相对而言,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在这方面还有待提高。 

2.3传承与现代生活的矛盾 

农业文化遗产实质上是一个农业生产系统,农户是其真正的“主人”,遗产保护说到底是要保护好其传承人——农户。面对

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的耕作方式和生活状态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当地农户也向往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因而出现了农村劳动力

特别是青壮年涌向城市务工的高潮,不仅如此,原先从事传统耕作方式的人为了谋求更高的经济收入,从而改变了耕作方式,甚至

会做出一些不利于农田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这就为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的保护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那么,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就势必要让农民做出牺牲,诚然,笔者认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是相辅相成的,我

们可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矛盾,相互调和,特别是能够让农民都到相应的经济实惠,就不难想象农民对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支持

和配合,那么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的发展规划才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2.4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的保护建议与前景展望 

展望未来,传承和保护好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地政府已经认识到保护湿地的重要性,所以开展了

一系列“政府为主,市场运作”的保护措施。但从其他遗产保护地的有效经验来看,在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保护发展过程中,还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应是当地政府、企业、民众所关注的要点。 

一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高邮湖湿地农业系统。笔者认为在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如日本、韩国等,

可以构建一个多方面、多维度的有结构层次的法律体系。如日本的国家立法保护对象往往只是确定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全国文化

遗产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更广大的地区由地方政府通过立法确定保护,这些被保护地区的名称、范围、保护方法、资金来源等都

是由地方政府的地方法规予以确定。对此,高邮市政府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进一步制定高邮湖湿地保护的法律规章和制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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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类开发活动和开发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严格管理,把开发利用的强度限制在湿地生态系统可承受的限度之内。采取

行政干预和技术措施,对珍稀鱼类和其他水生或陆生动物栖息、繁殖场所进行重点管理,确保其生态环境处于正常状况。强化对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使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要积极弘扬传统文化。在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

处产生了流弊。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高邮湖地区的传统农业技术已经远不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传统的耕作知识、技术以

及风俗文化,对于现代农业技术而言,其影响和作用日渐式微,传统文化与现代农业越发成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因此,笔者认为必

须加强适当的政府宣传和专家教育,将高邮湖地区传统农业文化中“三才”思想,即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共生理念

扎根于当地农民的心中,特别是年轻农民的内心,让他们自觉提高文化意识和对高邮湖地区文化的认同感,并主动地投入到现代

农业生产实践当中,这样就能从思想上对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进行保护和传承。 

三要积极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自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 2002 年提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之后,

我国在这些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目前为止,我国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和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等 12 个传统农业

系统已名列其中。GIAHS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显著的。以江苏兴化垛田为例,该农业系统在 2014年成

功申报 GIAHS后,其所在地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乡村,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参观,当地特有的农业景观、风俗文化等成为了当地

旅游发展的基础。农业旅游发展的同时,还带动当地周围城镇的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的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高邮湖湿地距离兴化垛田才六十公里,对比之下,高邮湖湿地农业系统的景观地貌和生物多样性的有机系统是基本符

合 GIAHS的。继而笔者认为,我们应把高邮湖湿地农业系统的发展目标立足于此,按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标准要求自己,这

样才能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 

四要建立多方参与机制。合理引进工商资本进入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政府、企业、农民三方利益者

相互帮助,相互监督,加强对农户的技术和知识培训,在发展旅游业上可让当地农民参与入股或提供可靠的工作机会,让其在一二

三产业发展中得到正真的经济实惠。除此之外,还要鼓励民间组织、媒体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特别是高邮湖湿地的居民,要凸显

出其主体地位。法国在社会参与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法国政府重视发挥民间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的作用,签订国家与协会

契约宪章,给予他们在制定有关遗产政策中的参与权,同时强调重新定位角色,把对某些遗产的认知和管理权充分下放,交由最直

接的地方组织负责,使民间组织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责、权、利达到真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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