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概述

2012 年，我国启动“传统村落保护”来

保护和传承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每个传统村

落各自具有特色的优势文化遗产或脱颖而出，

或独具光彩，其中一类是拥有突出价值的农业

文化遗产资源特征。例如：佳县泥河沟村拥有

（GIAHS）“佳县古枣园”，（GIAHS）“哈

尼梯田（元阳核心区）”存有 82 个国家级的传

统村落，从江县下江镇高仟村是（GIAHS）“江

侗乡稻鱼鸭共生系统”示范地等。

此类传统村落因拥有农业遗产资源和价值，

受到关注并拥有更多发展机遇。实现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和村落发展的双赢是此类传统村落面临的

核心问题。研究分析泥河沟村遗产系统构成和价

值，保护发展的困境、机遇与挑战，探讨泥河沟

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方法，为促进相关农业遗

产资源型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2. 泥河沟村遗产构成及价值

2.1 村落概述

泥河沟村位于陕西省佳县东北部的黄土高

原腹地黄河中段晋陕峡谷西岸，属半干旱大陆性

季风气候，典型的黄河沿岸土石山区。户籍人口

806 人，常住人口 450 人，村域面积 9.3 km 1。

存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面积最大（3.24km2）

的千年古枣树群，被誉为“天下红枣第一村”2。

2014 年 4 月，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FAO） 认 定

佳县古枣园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IAHS）”。 同年 12 月，泥河沟村被评为“中

国传统村落”。红枣种植加工为主要产业，并延

伸出“枣”为中心和标志的耕作技术、枣信仰、

枣习俗、枣礼仪等独特的文化体系，被称之为“枣

缘社会”3。（见图 1，图 2）

2.2 地传统聚落景观格局

2.2.1 景观格局

泥河沟村是中国传统村落选址 “依山造屋，

傍水结村”4 风水理念的典型。村落坐落于三面

环山、南面黄河的小峡谷中，车会河自西向东流

向黄河，形成传统风水学上乘的“藏风、聚气”

选址形态。以河流流向、山体走势为依托，群山、

河流、聚落和古枣园组成一个“山—水—村—林”

的山地传统聚落立体景观格局，展现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黄土高原村落景观。村落以古枣园为

资源保护核心区和农业耕作区，聚落为生活区，

河流为水源保障，群山为生态保障区。（见图 3）

2.2.2 传统建筑特色

村落建筑依山就势地布局在沿河走向的两

侧山体半山腰上 , 避风向阳，利于作物生长，同

时可避免雨季山体滑坡和水涝。以 “武开章故居”

和“武开章纪念亭”为核心向西北两侧分布形成

拱卫之势。民居建筑 60% 以上是窑洞建筑并形

成窑洞群落。村里存有不可移动文物 13 处，包

括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清代建筑“武开章故居”、

古戏楼和庙宇。相对完整的民居建筑和丰富的历

史遗存是地区生活方式、历史文化的真实体现，

也是传统建筑文化的延续和弘扬。（见图 4）

2.2.3 水资源智慧循环利用

泥河沟村干旱缺水，降雨主要集中在每年 5

月至 9 月。水土流失夹带的泥沙在车会河、黄

河形成土壤深厚肥沃的滩地，为古枣园枣树生

长和留存提供良好的立地生长条件。水系和枣

园水分蒸腾上升形成降雨，通过黄土高原土石

地质的水源涵养和储存，由重力作用下渗于河

滩地的古枣园内。因此，大部分降水和地表径

流被吸收和涵养，蓄积水源并形成稳定的富含

腐质营养的土壤，为林下生物多样性提供适宜

的生长空间，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提高生物

循环速度。良好的水循环机制是枣业生产、绿

色基础设施和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见图 5）

2.3 农业遗产资源——GIAHS 佳县古枣园

GIAHS 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 5。联

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位于黄河中游的佳县是

大枣栽培历史最为悠久的地方，枣树成为当地

家庭的‘救命植物’。在植被稀少的高原地区，

枣树具有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能够防沙和促

进水土保持，被视为全球创新、可持续发展和

适应的典范。”6 作为 GIAHS 的佳县古枣园，

是泥河沟村民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

出的人与枣林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 是生物多

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天然基地 7。

2.3.1 生物多样性

泥河沟村有 400 多年的枣树栽培历史，是

中国枣树原产地、驯化和规模化种植发源地。

古枣园现存古枣树 1100 余株，包括野生型、半

栽培型和栽培型 3 个酸枣品种群、13 个枣的品

种群共 35 个地方品种。泥河沟村展现“完整的

从野生型酸枣、半栽培型酸枣、栽培型酸枣到

栽培枣的驯化过程”[ 刘某承，闵庆文 . 佳县古

枣园 .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10.P22.]，是枣业

发展的重要种质资源库。

2.3.2 生计意义

红枣被称为“铁杆庄稼”“保命树”“救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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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保障和生计意义重大。据调查，红枣占村民收入的 80% 以上，枣农人均年收入

5000 元以上，户均达到 2 万以上，少数能达到 10 万以上，是真正的“摇钱树”。

2.3.3 生态功能

古枣园有环境适应、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水源涵养、净化空气等重要的生态

和环境价值。据研究，枣林可有效降低风速（28.6%~45.5%），起到防风固土的作用，

可调和气温和湿度（生长季林下温度低 2.8℃～ 4.4℃，湿度增加 3.7% ～ 9.2%）8。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对古枣园的产品收益、保持土壤、防止泥沙淤积、固

碳释氧、净化空气等经济价值进行定量评价，其生态系统价值总量为 17.2204 亿元 8。

2.3.4 旱作农业技术典范

泥河沟村在枣树的繁殖栽培、枣园管理、采收晾晒、加工贮藏等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最具代表性的是 “枣粮间作”：因地制宜的改变单一的农作

物平面布局，利用枣树和农作物的生长时间和生理学差异，通过乔木和农作物相

结合形成“共生互助”的“枣园复合生产系统”（见图 6）。 “间作”技术是顺

应自然、因地制宜的高效旱作农业，是维持生物多样性，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提

供多样化产品的现代生态农业典范。

2.4 “枣”文化体系 

“佳县古枣园”是融会自然与文化的生态文化复合体，体现在耕作生产、知

识传授、祭祀节庆、宗教礼仪等社会生活文化行为中，形成村落乃至整个区域的

地域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泥河沟民谣：“金蛋蛋，银蛋蛋，不

如咱家的红蛋蛋。”村民坚信：古枣园里千年枣树就是护佑泥河沟人的神树。传

统饮食有枣糕、枣炒面、枣果馅、枣焖饭、枣酱、枣蜜、醉枣等。新年祭祀要拜

枣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新年挂枣串，窗花里有枣，春联里也有枣。新

人嫁娶时，长辈给新人撒红枣、送枣串。

3. 泥河沟村保护困境、挑战与机遇

GIAHS 和“中国传统村落”双重荣誉的到来为泥河沟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

挑战。但是，泥河沟村与大部分传统村落一样面临发展困境。

3.1 困境

（一）空心化严重。传统枣业收益难以维持生计，青壮年外出务工，村落空

心化和老龄化严重。全村 806 人，常年在村 158 人，其中 111 人年逾花甲，是管

理 900 亩耕地和 1000 亩枣林的主力军，无法精细科学地照顾古枣园。据走访调查，

离开的年轻人大多不愿回村从事农业生产。

（二）枣园管理不合理。古枣园内老枣树居多，品种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

老化、病虫害问题突出。园内树体保存完好的仅 43 株，占调查株数的 29% 10。科

技和科研投入不足，枣园在品种培育、栽培、加工等方面均存在问题。

（三）发展动力不足。青壮年的外出使村落生产生活缺乏活力和发展动力，

传统的民俗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也基本停滞出现传承断代。受区域自然

条件、区位偏远、信息闭塞等影响，科研体系缺乏，价值认识不足，社会宣传和

推广效益不佳。

3.2 机遇与挑战

（GIAHS）和“传统村落”的入选为泥河沟村带来了宝贵机遇和发展平台。

2015 年 10 月，由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RCRA）协同原本营造、中国农

业大学（GIAHS）调研团队共同打造的“枣缘社会”展亮相北京国际设计周 11。佳

县政府牵头打造“古枣园”休闲农业旅游和“千年油枣”品牌战略计划已启动。仅

2015年国庆假期接待游客1000多人，迎来旅游发展新机遇和开启魅力展现的新篇章。

泥河沟村发展的现实矛盾是村民追求快速脱贫致富与古枣园经济效益相对缓

慢。泥河沟村与一般的传统村落不同在于：村民的生活生产与活态的农业文化遗

2. 泥河沟村遗产体系（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泥河沟村全貌（图片来源：网络）

1. 佳县泥河沟村地理位置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 泥河沟村景观格局分析（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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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融为一体。如果村落荒芜，古枣园荒废，农

业文化遗产就失去存在价值，村落发展也无以

为继，这正是泥河沟村面临的最大挑战。

4. 泥河沟村保护和发展对策

4.1 保护和发展目标

无疑，“佳县古枣园”是泥河沟村保护发

展的核心，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协调

发展是首要任务。而解决“村民致富的迫切性

和枣园保护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实现枣园

的动态保护和村落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保

护发展的根本目的。

依据 FAO 和农业部提出的 GIAHS“动态保

护和适应性管理”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

制基本要求》等相关规定相结合，将传统村落、

农业遗产和现代产业串联起来实现“传统村落”

和“农业文化遗产”的“共荣”发展。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依托于村落自然山水格局，以“枣园”

为媒，以“农耕文明”为魂，以民俗旅游、“农

业文化遗产”的体验和教育平台，实现“枣园保

护、产业发展、农业增收、生活美好、生态保护”，

泥河沟村打造成为黄土高原红枣文化和现代红枣

产业生态发展的示范基地和展示窗口。（见图 7）

4.2 保护和发展策略

4.2.1 整体保护—— “枣园风情”山地聚落

整体性的保护，不仅包括古枣园、古枣树，

更包括传统栽培、加工储存等技术，还应包括

“山—水—村—林”自然生态格局，生活生产

场景和文化氛围的保护。

（1）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退耕还林”，

治理水土流失，修复自然生态系统。修建护坡、

沟渠等防灾设施，降低夏季洪涝灾害的可能性，

保护村落原生自然环境。车会河水系生态景观

治理，提高防洪、蓄水防旱和景观功能。

（2）GIAHS 保护。建立古枣园生态保护区，

增加科技和经济投入，改善粗放型管理方式，致

力于解决古枣树老化、病虫害管理。对古枣树建档，

建立完整的数据库。利用古枣树旺盛的生命力和

奇特的自然景观，营造独具魅力的古枣园风光。

（3）民居建筑保护。 重点修缮武开章故

居等文物保护单位，采用“修旧如旧”和传统

营造手法对局部和部分构建的修复和更换。现

存和正在使用中的窑洞建筑，保存其传统风貌

特色，对内部空间结构和功能进行采光、通风、

取暖、加固等改造，满足现代建筑条件要求。

（4）配套现代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基础设

施，包括饮水安全、污水排放、垃圾处理、厕

所改造等，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保障村落生态

环境和旅游业的发展。

4.2.2 活态传承——农耕文明与传统文化

农耕文明与传统文化是存续生产生活之中，工

作着的“活态”文化遗产是村落鲜活的力量和动力。

（1）农耕文明活态传承。现代枣业要注重

对传统枣业技术的推动和借鉴，拓展农业生物

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提高系统效益和适宜能

力。推广“枣粮间作”的立体种养模式，扩大

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

（2）引导宣传。结合“农业文化遗产”和“传

统村落”保护政策，加大宣传力度， “枣文化”

和“传统文化”遗产能更好地被展现，也使世

人能更好的接触和感受其魅力。

（3）社区参与。通过教育、宣传手段，树

立村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文化遗产保护、建

立经济收入提高、生态环境改善的遗产发展形

势，让村民成为遗产的直接受益者和保护者，

形成社区与遗产之间互利共生，从而主动积极

的投入枣园保护、文化传承的工作。

4.2.3 适度利用——“农业遗产”活化为“生

产力”

（1）挖掘价值。挖掘作为“GIAHS”的“佳

县古枣园”和作为“传统村落”的“泥河沟村”

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景观生态等价值，拓

展旅游、科教、景观等功能，既是泥河沟村当

下的发展方向，也是未来发展的契机。

（2）健全保护发展机制。建立“政府主导、

多方参与、分级管理”等体制，强调“生产性保护”

对于古枣园的重要性，建立动态保护和适应性

管理机制，探索农业生态补偿、特色产品开发、

完整红枣生产和销售链条、农业乡村旅游开发

等多方面的途径。

（3）适度开发。整合村落资源适度开发和

利用，“活化”文化遗产，能够增强枣业发展后劲，

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实现在利用中保护和传承。

5. 结语  

泥河沟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农业遗产

资源、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的具有深厚文化内

涵的农业生态体系，是“枣—人—村”的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针对目前枣园和村落保护和

发展现状，其保护和发展应以山水格局为基础，

以农业文化遗产为载体，以传承“枣业”“枣文化”

为目标，结合“遗产旅游”和开发，建立健全

的保障机制，实现村落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转化“农业文化遗产”为 “生产力”，最终实

现泥河沟村“枣园保护、产业发展、农业增收、

生活美好、生态保护”的美好乡村建设目标。

7. 泥河沟村保护发展策略（图片来源：作者自绘）5. 泥河沟村水循环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6. 枣粮间作（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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