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遗+文化” 激发文创活力

在青田县方山乡根头村风吹稻浪工作室，

满墙稻鱼陶瓷雕刻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各色瓷

瓶摆件上的稻穗金黄饱满、颗粒分明，田鱼色

泽艳丽、栩栩如生。“这是我以家乡的稻鱼文化

为灵感创作的，既能体现青田石雕技艺，又能

展现青田稻鱼文化。像瓶身上的稻谷每一粒

都是立体的，精致美观，寓意又好，非常受欢

迎。”工作室负责人、“90后”“新农人”林恩革介

绍道。2019年，林恩革回乡创业，创新性地将

青田石粉变废为宝，把青田石雕工艺运用到陶

瓷创作中，还将“稻鱼共生”系统融入其中，创

作出一系列稻鱼文创产

品。耗时一年，他创

作出 26 款“稻鱼

之 恋 ”文 创 产

品，一经推出

就成为村子

的 新 名

片。截至

目前，根头

村“ 稻 鱼 之

恋”文创产品

售出一万余件，

共创收20余万元。

在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家家户户、房前

屋后，到处是田鱼“游”动的景象。不仅“游”到

陶瓷上，还“游”到动画里。

近日，以农遗文化为灵感制作的首个农遗

动画《青田小田鱼》，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3年电视动画重点项目，吸引了众多业界人

士和动漫爱好者的目光。“《青田小田鱼》以‘稻

鱼共生’为灵感，巧妙融入了青田的‘稻鱼共生

’系统、石雕文化、华侨精神、咖啡文化四大人

文特色，希望通过动画的方式，把中国农遗、中

国文化传播出去。”青田县农业旅游发展投资

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作品不仅获得多项

国家级荣誉，还在韩国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全

球提案大会上荣获特别奖，成功将“稻鱼共生”

故事推向海外。

近年来，青田积极打造“稻鱼共生”品牌

形象，发布“稻鱼共生”系统 LOGO 及纪念邮

票，推出“鱼多多”形象IP，把传统的农耕文化

和乡村旅游相结合，持续举办“稻鱼之恋”文

化节等具有文化气息的活动。“希望通过这些

活动，让游客在参与中体会和了解‘稻鱼共生

’系统的文化和历史底蕴，打响‘稻鱼共生’系

统这个地方品牌。”青田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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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业文化遗产“活”起来
青田“稻鱼共生”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丁佳味

金秋十月，稻香鱼肥。在青田，水田里种稻，稻田里

养鱼，一田两用、稻鱼双收，这种被称作“稻鱼共生”的种

养模式已传承了1300年。

近年来，青田深挖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与文化价值，

大力发展“稻鱼共生”“三大业态”，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2023年，青田县“稻鱼共生”面积6.54万亩，其中水稻平

均亩产480公斤，田鱼平均亩产29.5公斤，稻鱼产业总

产值3.04亿元，同比增长8.57%。

作为我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怎样一种模式？

在方山乡冯垟“稻鱼共生”基地，梯田层峦

叠嶂，金黄色的稻穗随风起舞，游弋的田鱼仿

佛山间跃动的精灵，穿梭在稻株间。

“田鱼放入稻田，吃草除虫，成为稻田中的

‘田保姆’，产出的粪便又可以肥沃土壤，提高

产量，省工省力，增加生态效益。”基地负责人

徐冠洪向记者介绍，在“稻鱼共生”系统中，水

稻为田鱼的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和饵料，可以

减少饲料投入和鱼病发生；鱼吃杂草和害虫，

鱼粪肥田，田鱼的来回游动，又增加了水体氧

气含量，疏松了泥土，更利于水稻生长，实现稻

鱼双丰收。

13年前，徐冠洪开始从事稻鱼产业，创办

了青田愚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断创新，

巧妙地利用田鱼在田间觅食等生活习性，免除

了耕种、施肥、洒农药、除草等中间环节，节约

生产成本，真正实现“稻鱼共生”有机循环。

“‘稻鱼共生’系统对稻田、稻种、鱼种、水

质、田间管理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田鱼的

养殖密度直接关系到产量，经过我们的大量

试验，一亩稻田放养 300—500 尾 100—200 克

之间的鱼苗最佳。”作为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的传承人，徐冠洪致力于研究鱼与稻之间

的平衡，实现高产稳产，提高稻鱼的品质和口

感。

近年来，他积极推动与科研院校合作，建

立青田稻鱼共生科技馆和田鱼原种保护育苗

基地，严格把控生产管理、生态环境，配套田鱼

育苗池、孵化池、检测室等基础设施，蓄养和培

育田鱼原种，孵化优质鱼苗，供基地和周边养

殖。据了解，基地每年向全国各地供应青田田

鱼苗 8000 多万尾，保证了田鱼品种纯正和品

质稳定。“目前，我们正在收割晚稻，平均一亩

田可产稻谷450公斤、田鱼150公斤。我们稻

田产出的田鱼好吃又好看，可以卖到80多元/

公斤。”徐冠洪表示。

这几年，青田大力推动农遗产业扩容升

级，统筹规划稻鱼产业发展布局，持续扩大水

稻种植面积和田鱼养殖规模，并在鲜活鱼真空

包装、田鱼干深加工、农产品贴标等方面进行

创新，帮助农民实现稻鱼米亩均增收近 2000

元。同时，借助浙西南首个农产品出口销售平

台，开设农产品海外专柜、海外仓，让青田稻鱼

米越洋出海。

金秋十月，正值晚稻收割季节，青田方

山谷国际农遗研学营地里，孩子们一片欢

声笑语。“一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成群的孩

子从城市来到这里体验割稻等农事活动，

以最本真的快乐感受农遗文化的魅力。”营

地负责人杨小爱介绍。2019 年，杨小爱归

国创业，结合当地“稻鱼共生”传统农耕体

验，打造集博览展示、野外互动、拓展训练

于一体的方山谷国际农遗研学营地。截至

今年 9 月，研学营地已接待 1 万多名学子，

给村民们带来很多工作机会，也带动家乡

旅游经济蓬勃发展。

在近日召开的第

18 届中国义乌文化

和 旅 游 产 品 交 易

博览会上，青田

一款名为“青

田 米 咖 ”的

特 色 文 创

咖 啡 因

其 创 新 做

法和口感受

到广大消费者

喜爱。“米浆咖啡

的 推 出 是 一 次 创

新尝试，将咖啡与米

浆结合，一上午就卖出

500 多杯。”青田农遗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晓访向记

者介绍。据了解，咖啡中的米浆采用方山

本地稻鱼米与一定比例的糯米配成，经过

半小时打磨，细腻醇厚，保留大米本身的自

然香气，与苦感较重的咖啡结合，口感独

特。

近年来，方山乡积极探索“美食+文旅”的

融合发展之路，先后推出田鱼捞饭、田鱼炒粉

干等美食，打响农遗风味特色品牌。同时，凭

借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先后打造了农遗鱼悦

坊、龙现村雪华villa 民宿、农遗方山谷酒店、

根头村有家客栈等项目，持续推进“农遗第一

地”建设。

当前，青田持续深化以“农业文化遗产”

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开展“农遗保护日”和

“稻鱼之恋”开犁节、丰收节等创意农业活

动，形成农文旅融合、产学研一体的新型乡

村旅游业态。此外，还通过重塑文明乡风、

挖掘稻鱼文化、开发“农遗+”旅游线路等手

段，深挖农业文化遗产内涵，将农遗公园、研

学基地、民宿串点成线，打造青田旅游消费

的文化标识，使“稻鱼共生”系统成为乡村旅

游的“金字招牌”。

“农遗+生态” 激活产业潜能 “农遗+旅游”
擦亮乡村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