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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GIAHS)项目点增至15个

‘201 8年2月，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GIAHS)秘书处致信中方，确认中方提出的“中国喃

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正式被纳入GIAHS，至此，中国GIAHS项目点共计1 5个，居全球之首。

此次中国新纳A．GIAHS的4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别为：浙江湖9,1’l桑基鱼塘系统、甘肃迭部扎

尕那捉林牧复合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和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

泛；碡乏萋■一——_⋯=＼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是浙江湖州地区先民遵

循着早已有的植桑、养蚕、蓄鱼生产规律，将桑林附

近的洼地深挖为鱼塘，垫高塘基，基上种桑，以桑养

蚕、蚕丝织布、蚕沙喂鱼、塘泥肥桑，形成了可持

续、多层次、复合型生态农业循环系统。

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位于高寒草原、

温带草原和暖温带落叶林5大植被气候类型的交汇
一 一

处，地处甘肃、青海和四11I 3省交界处。独特的地理

区位为、农林牧复合经营提供了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

基础。

， 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位于黄河曾流经的

夏津腹地。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桑群。其

中千年以上古桑树百余株，百年以上古桑树2万多

株，是中国树龄最高、规模最大的古桑树群，种植

时期跨越元、明、清3个朝代。

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包括

福建尤溪联合梯田、一江西崇义客家梯

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广西龙胜

龙脊梯田等。

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供稿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