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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论坛
在胜丰家庭农场的稻田里，搭载着

前沿科技的覆膜插秧一体机正有序作
业。随着机械缓缓驶过，覆膜、插秧、
同步深施肥等工序一气呵成，整齐排列
的稻苗扎根在黑色地膜间，宛如给稻田
披上一层科技“外衣”。“合作社 100 公
顷稻田今年全部采用机插覆膜技术，这
与我们打造绿色大米品牌的初衷高度
契合。”农场负责人刘彦杰指着田垄介
绍，“这项技术不仅能有效控草，还减
少了农药使用，种出的稻米更绿色健
康。”据了解，该农场自5月19日启动插

秧工作，共出动 3 台覆膜插秧一体机，
预计5月30日前完成全部插秧任务。

这项改写传统种植模式的创新技
术，由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联合多家科
研机构共同研发推广。技术人员现场
揭秘其“绿色密码”：“水稻覆膜技术通
过覆盖全生物降解地膜，从多维度改善
作物生长环境。提升土壤温度、减少水
分蒸发，促进水稻有效分蘖，实现增产
提质；天然阻隔杂草生长，降低病虫害
发生率，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显著抑制
甲烷、一氧化氮等温室气体排放，助力

农业碳减排。尤为关键的是，全生物降
解地膜在完成使命后可自然分解，彻底
破解传统地膜带来的白色污染难题，为
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新路径。”

“这是吉林—浙江对口合作的标志
性成果。”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院长杜
欣站在田埂上介绍，该技术整合了四
平、金华两地农科院及中科院环发所的
科研智慧，通过“四新”战略推进——选
育抗逆水稻新品种、应用智能覆膜插秧
装备、创新农艺农机融合技术、探索

“科研院所+家庭农场”合作模式。“我

们计划用一段时间建立标准化技术体
系，未来将在全县推广应用，让农户在
绿色发展中实现增产增收，守护黑土地
的生态底色。”杜欣对这项技术的推广
前景充满信心。

从传统农耕到智慧种植，水稻覆膜
插秧一体机在梨树县的稻田里划出的
不仅是科技的轨迹，更是农业转型的生
动注脚。随着这项绿色创新技术的扎
根生长，一幅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
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黑土地上徐徐
铺展。

黑土地上的“膜”法种稻记
全媒体记者 刘爽 通讯员 潘天月

乡镇企业，不
仅能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还能解决
农村劳动力就业
问题，让农民既能
照顾家中土地，又
能在农闲时就近
打工赚钱，实现家
庭增收。这是双
辽市卧虎镇一菌
类培育厂，工人正
在生产线上整理
培 育 的 菌 包 。

全媒体记者
魏静 摄

近日，甘肃皋兰什川古梨园
系统、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
殖系统、福建福鼎白茶文化系统
三项遗产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至此，我国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 25 项，数
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这不仅
是对我国悠久农耕文明的认可，
更让传统农耕智慧在新时代焕
发出勃勃生机。

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
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智慧结
晶。比如，甘肃皋兰什川古梨园
的“天把式”高空作业、高杆吊枝
等独特农作法，配合掸花震虫、
烟汁杀虫等绿色植保措施，至今
仍在为梨树生态种植提供范
本。又如，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复
合养殖系统，巧妙运用鱼蚌共生
原理，与当下绿色渔业发展理念
不谋而合。再如，福建福鼎白茶
文化系统，凭借特有的茶树品种
和制茶技艺，为保护种质资源提
供了宝贵样本，让古老的茶香在
新时代愈发醇厚。这些古老技
艺，犹如一把把“金钥匙”，为破
解现代农业生态保护、品种改良
等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一方
水土的历史记忆与民俗风情，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各地举办的梨花节、珍珠
文化节、茶文化节等活动，不仅
传承了农耕文化，更唤醒了人们
心底的文化记忆，成为展示地域
特色的金字招牌。

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振兴
的赋能作用不容小觑。作为乡

村文化的根脉，挖掘传承这些遗
产，能够极大丰富乡村文化内
涵，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无论是
见证皋兰梨园兴衰的古梨树群，
蕴含德清水乡智慧的珍珠养殖
系统，还是传承福鼎千年茶香的
白茶文化，都在持续滋养着乡土
文化，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精神
动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
心。农业文化遗产凭借独特资
源禀赋，为乡村产业发展开辟新
路径。以古梨园、珍珠、白茶为
依托的特色农产品及其深加工
产品，不仅带动地方经济的增
长，更借助国际影响力提升了
附加值、拓展了市场，成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同
时，随着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发展，传统技艺的价值被重
新认知，既留住了懂传统技艺
的农民，也吸引了专家学者、
年轻人才返乡创业，培育出一
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
发展注入新理念、新技术。

当然，要让农业文化遗产在
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
需多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大对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建立
健全保护机制，加强对传统技
艺、文化习俗等传承和弘扬；另
一方面，要加强对农业文化遗产
的开发利用，推动文化遗产与现
代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地方
特色的农业文化品牌。

三项遗产系统的入选，既是
对过往保护工作的肯定，更是全
新的起点。我们应以此为契机，
深度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让这些古老的农耕智慧在新时
代持续绽放光芒，为我国农业强
国建设和全面乡村振兴提供坚
实支撑。

农业文化遗产“上新”
赋能乡村振兴

孟 哲
初夏时节，万物葱茏。梨树县孤家子镇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与往年不同，今年这里的水稻插秧工作

多了一道“科技范儿”——当地农户首次采用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技术，通过覆盖全生物降解地膜，探索水稻种
植的绿色高效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