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覃慧宁

本报地址：广西南宁市桂春路16号 邮编：530028 电话：5558135（编辑部） 传真：5622291 E-mail:gxmzbzb@163.com 零售价：1.00元

2025年4月25日

责任编辑：覃雅妮88 广西民族报

有形有感有效推进建设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
AHS）倡议，致力于全球优秀传统农
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截至 2024 年，全球已认定 86
项，我国以 22 项位居首位。2022 年
7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
浙江青田举办，习近平总书记致贺
信强调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GI⁃
AHS集历史、民族、文化等多方面价
值于一身，对农文旅融合、产业升级
等意义重大。广西积极响应，贯彻
品牌强农战略，借农业文化遗产之
力，助力特色农业发展，为建设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添砖加
瓦。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在长期
农业生产活动中创造的，以物质和
(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技术与
知识的集成；在广义上涵盖农业生
产生活创造的所有物质与非物质文
化，狭义上是指特定的农业生产系
统。其保护与申报工作，是传统农
业知识与现代农业技术交融的关键

实践，对广西贯彻品牌强农战略，落
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建设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可发挥重
大作用。

推动遗产申报，彰显农遗特色

近年来，广西在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申报工作中成绩斐然。2018 年，广
西龙脊梯田作为“中国南方山地稻作
梯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闪耀于国际舞台。在国
内层面，广西已有隆安壮族“那文
化”稻作文化系统、恭城月柿栽培系
统、横县茉莉花复合栽培系统以及桂
西北山地稻鱼复合系统，共计 4项成
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
录。这些项目充分彰显了广西农业
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与深厚历史底蕴，
每一项都是广西农业文明发展的生
动见证。2024 年 6 月，广西灵山荔枝
文化系统、广西合浦南珠文化系统、
广西兴安灵渠农耕文化遗产、金秀瑶

族自治县瑶药文化遗产、柳州稻螺共
生复合系统农耕文化遗产等，一同被
列入广西第一批优秀农耕文化遗产
名录。这一系列成果，全方位展现了
广西深厚的农业文化根基，为推动我
区特色农业朝着产业化、品牌化方向
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也为
广西农业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

嵌入“五个家园”，凝聚民族力量

千百年来，广西各民族共同创造
的多元稻作农耕文化体系，积累了丰
富的种质资源，形成独特的生产生活
习俗，也造就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
质，凝聚起各族人民对土地和家园的
精神依恋与文化记忆。如在播种、收
割等重要时节，各民族举办盛大的传
统仪式，人们在家园团聚，制作特色
美食，宴饮歌舞，祈求丰收，酬答土
地。这些独特的节庆习俗成为民族
文化传承、民族情感交融的重要载
体。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各民

族精神家园的农耕文化底蕴，可助力
各族人民共建精神富足、生活富裕、
守望相助、宜居康寿、边疆稳定的家
园。通过加大政策扶持、资金投入、
文化宣传等多种手段，将农业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融入“五个家
园”建设实践，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的
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有利于增强文
化认同感与民族凝聚力，夯实广西建
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的文化根基。

融入文旅发展，促进民族三交

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赋能地
方文旅产业，能够为区域发展增添
全新内涵与蓬勃活力，有效培育文
旅经济的新增长点，同时充分发挥
旅游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
的独特作用。一方面，通过农文旅
融合，开发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所在
地独具魅力的文旅项目，精心设计
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研学课程及
研学旅行线路，激活民族地区文旅

新领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部门
可协调历史文化旅游地、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态保护区与农业文化遗产
传承地，强化地域民族文化景观与
传统优质农副产业的关联。这不仅
有助于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桂字
号”农业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
市场竞争力，更能有力推进“五个家
园”建设，从多个维度提升地方发展
水平。概括而言，各地需高度重视
农业文化遗产相关工作，积极推动
农业部门与文旅部门紧密合作，对
地方文化进行系统整合与全方位展
示。通过充分释放农业文化遗产的
多元价值，实现地方在文化、经济、
社会等多方面的协同发展，进一步
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乡村社会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
展形成相辅相成、良性循环的良好
局面，为地方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

（作者系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
究所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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