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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山东夏津黄

河故道古桑树群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既是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活态典范，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珍贵记忆。本

文聚焦该遗产地的保护和创新实践，探讨古桑树群在防风固沙、产业融合、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多维价值，揭示农业文

化遗产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联动机制，提出“经济 -生态 -文化 -治理”多维融合的创新发展模式，为农业文化遗产的

挖掘、继承、创新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  键  词  ：   乡村振兴战略；农业文化遗产；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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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the overall approach to th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ork in the new era, provide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The ancient mulberry tree cluster along the old Yellow River course 

in Xiajin, Shandong Province, as a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a living 

model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ut also a precious memor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this heritage 

site, explores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s of ancient mulberry tree clusters in wind prevention 

and sand fixa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etc., reveals the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opose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economy - ecology - culture - governance".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or the exploration,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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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承载农耕文明与生态智慧的重要载体，实现其创新发展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我国农业

文化遗产普遍面临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一方面，传统生产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过度商业化可能造成对原遗产的

破坏。有学者强调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注重传统知识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创新 [1]。陈茜研究了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价

值转化路径，重点探讨了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转化机制 [2]。张丹等关注“以桑治沙”模式的科学机理与文化内涵，分析了

农业文化遗产在生态治理、产业融合中的实践价值 [3]。这些研究虽视角不同，但均指向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这一核心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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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文化遗产

（一）乡村振兴战略

国家领导人记于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该战略是以国家领导人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三农”工作

的总抓手。该战略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旨在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 [4]。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和利

用好农业文化遗产，能够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助力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

（二）农业文化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与自然长期互动所形成的和谐与平衡的

农业生产系统 [5]。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 的 定 义，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是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

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

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

发展的需要”。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不仅

可以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还能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为乡村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生态智慧，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注入

了独特动力。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多重作用，既是乡

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是生态建设、文化传承和治理创新的重

要抓手 [2]。

表1  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核心资源 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协同目标

经济价值

高附加值产品（深加工、生物医药）

增收渠道（就业、分红）

产业融合（特色农业 +旅游）

产业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价值

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

水源涵养 /生物多样性

绿色农业基础

生态宜居

文化价值

农耕文化传承

非遗活化（节庆 /技艺）

乡风文明建设

乡风文明

治理价值

社区参与

制度创新

资源整合机制

治理有效

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千年的防风固沙历史与独特的桑蚕文化，为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

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典范。本文将结合夏津实践，系统探讨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多维价值，以期为其他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四）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在于提高农业、生态与传统社会的

可持续性，通过技术革新、生产模式创新等方式实现遗产价值增

值。闵庆文等学者提出动态保护理论，认为农业文化遗产需通过

适应性管理维持其生命力，充分挖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多重价

值 [1]。刘某承等学者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自我维

持和持续发展机制，增强自身发展活力 [5]。此外，还可利用现代

科技提升资源利用率，通过“农业 +文旅”等多种模式延伸产

业链，盘活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潜力，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

发展。

二、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保护传承与活化

利用

（一）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夏津县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树龄最高的

古桑群落，表2简要概括了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发展阶段、关

键事件与阶段性特征。

夏津地区古桑林的形成与发展，是当地人民与黄河风沙长期

斗争的生动见证。面对这一严峻的自然挑战，夏津地区的先民们

为求生存与发展，开始广泛种植桑树。桑树以其强大的防风固沙

和保土功能，在这片沙荒地上扎根生长，并最终形成了如今规模

宏大的古桑树群，承载了数代人的辛勤劳动和智慧结晶。

表2 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发展史

发展阶段 关键事件与阶段性特征

起源与初步形成

（清朝康熙年间）

黄河河道淤沙严重，沙流影响生态与民生

形成小规模渠网群落，开启“以桑治沙”实

践

鼎盛时期

（清中后期至近代前期）

桑树面积达8万亩，百年以上古桑超万株

桑产业兴盛，融入丝绸之路

形成桑文化（种植、养殖、经营）

近代波折

（日伪时期至文革时期）
战争破坏、过度开垦、人为砍伐

现代保护与振兴

（21世纪以来）

划定核心保护区，纳入“一带一路”倡议

建立古桑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GIAHS）

文旅融合（桑文化节、非遗体验游）

推动研学与文化认同

（二）古桑树群的现状

近年来，夏津县立足桑产业，推动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

成为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的蓝本。当地桑椹品质优，产量高，为当

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

目前，夏津县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为核心，建成占地6000余

亩的古桑树群保护区，现存百年以上古桑2万余株。夏津县连续

举办十六届“黄河故道椹果生态文化节”，构建起“文化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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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产业生态；成立了古桑产业研究院，开发研究桑黄菌

培育、椹果酵素提取等核心技术，使传统产业向生物医药领域延

伸，综合开发年产值达10亿元。

夏津县同时注重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38所夏津县研学实践

基地开展桑文化体验活动，与西南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合作，

并建立古桑种质资源库推动桑产业的全方位开发与利用。这种

“研学实践 +高校合作”的双轮驱动，实现了古桑树养护与人才培

养双提升。

在对古桑树群的生态特征、生长环境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农

业主管部门建立了生态文化档案，实施“五个一”专项保护措

施；组成“古桑守护队”实行树长责任制，定期监测古桑生长状

况，保障古桑树群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的稳定。

三、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的实践困境

（一）产业发展陷入瓶颈，市场竞争力不足

桑产品的销售范围局限于德州当地及济南、青岛部分地区，

市场占有率较低，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导致夏津椹果的市场竞

争力较低；现有椹果产品以果干、果汁产品为主，精加工程度不

足，品类相对单一；旅游基础设施仍不够健全，生态文化节知名

度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二）古树生态脆弱加剧，保护开发矛盾凸显

夏津县部分古桑树树龄过高，古树生态脆弱性凸显，出现树

干空洞、病虫害、土壤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尽管采取了相关保

护措施，但资金和技术支持有限，保护工作难以全面覆盖。随着

“桑文旅”产业的大力发展，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伴生的

原生态环境面临着污染和破坏的风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矛盾日益突出。

（三）青壮年劳力外流严重，传统技艺传承濒危

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当地年轻人

对传统农业的生产技艺缺乏兴趣，导致大量桑树疏于管理。部分

树木因其他农作物占地种植和城镇建设被砍伐或者移植 [6]，破坏

了古桑的历史文化传承，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

（四）管理体系尚未完善，资源利用低效

部分桑园的管理相对粗放，缺乏必要的配套监测措施，未

形成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管理模式，造成了古桑资源的破

坏 [7]。当地居民对古桑树的保护意识不足，使得保护工作难以落

实到位。具有极高生态和经济价值的古桑树群仍然面临着自然老

化、人为破坏等问题，实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任重而道远。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文化遗产的未来发展路径 

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承

载着桑蚕文化、生态治理与乡村发展的多重要义。在乡村振兴战

略引领下，夏津以文化传承为根基、生态保护为底色、产业升级

为引擎、社区参与为支撑，构建起 “经济 -生态 -文化 -治理”

的多维协同发展模式，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

一条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价值的实践路径。

（一）产业发展：以优势“三产”驱动经济跃升

在数字化浪潮与科技创新驱动下，桑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夏津县可利用数字化技术升级古桑博物馆为数字博物馆，通过 

VR、AR 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构建“黄河故道农业文化旅

游带”，形成集种植、加工、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产业链条，推动

桑产业向更高利润领域拓展；结合短视频平台，运用直播带货、

虚拟代言人等新兴形式，实现桑文化的年轻化传播与市场化运

营。拓展桑产业生态链，研发桑枝环保材料、生物质燃料；开发

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定制化产品，引入品牌战略，与知名设计机

构合作打造高端桑产品系列，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打破地域限

制，可与江南丝绸产区共建“北桑南绸”合作模式，实现原料供

应与加工设计的优势互补；联合周边旅游城市推出文化遗产旅游

线路，提升旅游热度。此外，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的产学研合

作，攻关桑黄培育等核心技术，开发功能性食品、生物制药等高

附加值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桑产业的科技含量，助力乡村

经济腾飞。

（二）生态保护：以智慧治理守护生态底色 

夏津可建立“政府 +市场 +社会”多元补偿体系，核算古桑

树群碳汇量，参与全国碳交易市场，推行“企业古桑认养计划”，

将古桑树群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同时，构建一体化生态

监测网络，利用卫星遥感和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桑树生长数

据，结合 AI算法实现病虫害智能预警；将生态监测数据与旅游

流量、农业生产等数据打通，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精准协

同。以古桑树群为核心，发展生态种植养殖等绿色产业，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文化传承：以融合创新重塑文化生命力 

相关部门需进一步细化专项保护政策，建立健全农业文化遗

产动态监测与评估体系，确保保护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夏津可

深度挖掘桑蚕文化与黄河文明、海洋贸易的历史脉络，开发融合

黄河浪涛、海洋生物与桑蚕纹样的非遗手工艺品；推出以“桑路

通商”为背景的系列绘本、动漫，将桑文化融入山东“海上丝绸

之路”的历史叙事。除打造数字博物馆外，可开发基于古桑树群

的虚拟现实（VR）或增强现实（AR）互动体验游戏，搭建用户

生成内容（UGC）社区，鼓励用户上传桑文化故事、手作教程，

构建动态数字资源库，实现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以桑文化文旅

项目为依托，创新 “桑文化 +研学”“桑文化 +节庆” 等文旅融

合模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 IP，让农业文化遗产在传承

中焕发新生。

（四）社区参与：以共建共享激发治理动能 

夏津县还可进一步完善“树长责任制”和“古桑守卫队”，

建立村民参与古桑保护的激励机制，将保护成效与村民利益挂

钩。联合山东高校开设古桑产业技术培训班，建立乡村人才培养

与引进机制，设立返乡创业基金，为人才提供税收减免、创业贷

款等政策支持。成立由多方代表组成的古桑树群保护委员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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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整合

分散资源，实现桑果种植、加工、销售的标准化运营，保障农户

稳定增收。鼓励村民参与文旅项目开发、特色民宿经营，形成

“政府引导、村民主体、市场运作”的多元治理模式，让乡村发展

成果惠及全体村民，增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五、总结 

本文在乡村振兴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协同推进的背景下，以

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这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例，探

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 -生态 -文化 -治理”多维协同发展

的创新路径与实践困境，提出了“产业融合 -科技赋能 -文化引

领 -社区参与”四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以期解决古桑树群

面临的产品开发低端、管护资源短缺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深

化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融合，探索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发展

的平衡点，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从“静态保存”迈向“动态振兴”，

让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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