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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夜业友化遗产(GIAHS)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于2005年6月

被FA0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IAHS)，是中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

青田县地处浙江省东南部山区，山多

地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是著

名的石雕之乡、华侨之乡、名人之乡、田鱼

之乡。

青田稻田养鱼具有2 4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先民利用种植水稻，同时养殖鲤鱼(俗称田鱼)，培育了极具地

方特色的鱼种“青田田鱼”，创造了稻鱼共生技术，并诞生了“尝新饭”、 “祭祖祭神”、 “青田鱼灯”等独

具特色的稻鱼文化。青田稻田养鱼是典型的稻鱼共生，以稻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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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鱼共生面积达8万亩(5 333．33hm2)，总产值

2．24亿元。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已被列入首批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青田鱼灯已登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青田田鱼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青田田鱼、青田田鱼干获国家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标志。核心保护区龙现村先后被命

名为浙江省新农村示范村、特色乡村旅游示范

村、市级文明村。

浙江省青田县农业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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