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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特别报道

作为千年古城，丽水具有不可多得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资源，文化遗产数量占全省总数六分之一，拥有 17处国保单位、

21项国家级非遗、3项人类非遗，是轩辕黄帝南方祭祀中心、“海

丝之路”节点城市、全国地级市中唯一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这

些年，我们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

宝贵的文化资源成为促进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精神财富。一手

抓原态保护。高标准谋划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区，

缙云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实现升格改由省人民政府主办，《处

州文献集成》等文化典籍编纂出版工程启动实施，“丽水三宝”被

列入首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拯救老屋”行动被写入国家

乡村振兴规划和今年中央 1号文件。另一手抓活态利用。挖掘

和彰显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赋予其新的表现方式，并积极培育

发展文化产业。乡村春晚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

目，剑瓷、石雕、木玩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去年全市文化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位居全省第三。

一种理念

文兴丽水，挺进共富

一个吉祥物：
文兴丽水

这是今年 7月份在我市青田举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大会的吉祥物“鱼多多”。它的创意来自于我国首个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鱼多多”的造型来源于青田田鱼，全身以源自稻田、象征丰

收的橙黄色为主色调，手捧稻穗，颗颗饱满，寓意“稻鱼双丰、年

年有余”。

一件物品

吉祥物“鱼多多”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于 2005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作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系统以稻养鱼，以鱼

促稻，充分利用了各种自然资源，是种养业有机结合生产模式的

典范。

青田稻田养鱼历史悠久，早在 1200多年前，当地居民就开始

稻田养鱼，并传承至今。目前，全县水田面积 13万亩，其中稻田

养鱼面积 8万亩。

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资源复合利用系统。在该系统中，水

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

提供氧气和吞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系统大大减少了对

化肥农药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证了农田的生态

平衡，实现了稻鱼双丰收。

稻鱼共生系统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

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青田人在祭祀天地神明“尝新饭”的

时候，会摆放几条烧熟的田鱼，鱼灯舞已经成为当地居民节日庆

祝的主要节目。

一个故事

稻鱼共生系统

●一座国际摄影名城崛起，丽水摄影节已连续举办十届，成

为浙江、丽水联通世界、展示美好的一扇“重要窗口”。

●一台“乡村春晚”演绎文化自信，2021年 8月 21日，市地方

标准《乡村春晚建设规范》正式实施。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江青田举行，青田田鱼

走向世界。

●“丽水三宝”文化金名片走向世界 。

●缙云擦“靓”黄帝文化金名片。

●遂昌打造新时代汤显祖文化创新高地。

●云和木制玩具“玩”出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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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丽，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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