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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行山高速一路向南，进入邯

郸市涉县境内，层层叠叠、盘山绕梁的

梯田随即映入眼帘。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位于晋冀豫三省

交界处的太行山腹地，总面积 26.8 万亩，

集中分布在井店镇、更乐镇和关防乡的 46

个村庄，1990 年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专

家称为“世界一大奇迹”“中国的第二长城”；

2014 年被原农业部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2021 年，在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涉

县旱作梯田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

用”被评为“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典型案

例”之一；今年 5 月 20 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应时与守则

最具代表性、最具规模的梯田位于涉县

井店镇王金庄片区，面积达 1.2 万亩，土层平

均厚度不足 0.5 米。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雨

养农业系统，历史可追溯至 13 世纪，已延续

700 多年。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这里的人

们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不仅书写着愚公移山、修梯造田的故事，还

传承和保存了 77 种农业物种，其中包括 171

个农作物传统品种。

“正是因为旱作梯田系统能够保持资源

匮乏区人们的基本生计安全，蕴含着独具特

色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展现出壮丽多彩

的生态与文化景观，其在生计、生态、文化、

景观等方面都表现出突出价值，才能够被联

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献

林说。

时至今日，王金庄梯田系统依然在保持

运转。清晨五点，王金庄村村民王爱吉就饮

好了驴，给驴背架上驮篓，从家里出发去梯

田。“再晚就热了，离地远，早去早干完。”说

着，她也麻利地攀上了驴背。蹄声笃笃，一

个个和王爱吉相似的身影依次出村，任由识

途的毛驴载着往北边山沟而去。这是村民

们普通一天的开始，此时太阳尚未完全升

起，山林一片柔和，山间野花遍地，几处鸟儿

鸣叫，宁静中诠释着最朴实的勤劳与坚韧，

平凡间饱含着对生活的真诚与热爱。

艰苦造田考验着人们的意志，旱作梯田

的田间管理则丈量着人们的耐心和智慧。

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摸索出一套独特

的旱作梯田农耕技术，它秉承了我国农业精

耕细作的传统，并与集雨保墒相结合，用地

养地并举，通过锄、犁、耙、翻的工作方法，实

现雨季集雨，旱季保墒。当地人还在此基础

上，根据干旱气候和独特地貌，建立了一套

完整的集雨蓄水体系，包括水库、塘坝、水

窖 、水 井 、水 池 、水 柜 ，用 于 蓄 集 雨 水 和 泉

水。为有效控制梯田的土肥流失，人们在石

堰边沿种植花椒树，花椒树的根系延伸与盘

绕不仅能够增强石堰的结构稳定性，还能够

蓄土保墒、减少水土流失，收获的花椒还可

增加收入。

毛驴与花椒

城里人买车，王金庄人养驴。村子地处

山势陡峭处，爬坡能力极强的驴自然成为村

民 们 首 选 也 是 唯 一 的 劳 作 伙 伴 和 交 通 工

具。在王金庄，无论石屋有多小，都会留下

一方空间给毛驴，尽管这个空间十分逼仄，

有时只能容下一个驴身，但对于“一头驴相

当于家里半个产业”的王金庄人来说，不可

或缺。

“真正的王金庄人，个个都是驯毛驴的

好手，驯得好的驴不仅能稳稳地背着装满粮

食、农具的驮篓走漫长的山路，还会自己找

准角度就势卸下背上的粮食。”王金庄村一

街村委会委员王林定说，“最多的时候，全村

养驴达 1000 多头，现在仍有近 300 头。”

涉县以“三珍”最为有名，花椒、核桃、柿

子都是农民增收的“当家花旦”。井店镇拐

里村的花椒是出了名的“香”，拐里花椒交易

市场是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集加工、仓储、

物流运输、销售于一体的花椒交易中心，不

仅将当地花椒销往全国各地，还引入重庆、

四川、山东等省的优质花椒进行交易。

花椒耐寒、耐旱、抗病能力强，尤其适合

在干旱缺水的山坡或梯田上生长。这里的

花椒以“绿色、有机、安全”著称，已被原国家

质检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涉县

先后被命名为“中国花椒之乡”“河北省花椒

调味品之乡”，在邯郸市率先获得国家原产

地域保护。

“随着交通日渐便利，尤其是太行山高

速的开通，物流四通八达，花椒生意越来越

好。”拐里村党支部书记王献琳说，收花椒、

卖花椒，拐里经营花椒生意的人越来越多，

村里很多人做起了“花椒经纪人”，走出大

山，奔走于省内外，还有些人在县城、市里开

了铺面，进行批零买卖。就连周边镇、村的

村民乃至外省市的人都被吸引到这里，做起

花椒生意。

“花椒全身都是宝，除了本身可以做调

料，花椒籽可以用来榨油，出油率高不说，还

是低脂低热量的健康食品。榨油的渣滓和花

椒杆还能当饲料。”谈起花椒产业，拐里村“花

椒经纪人”赵庆魁滔滔不绝。他从事花椒生

意已有三十多年，从“肩膀扛袋子”到三轮车、

电动车来回跑，再到现在拥有两辆卡车运销

花椒，生意越做越大，家里不仅盖了新房，还

购置了两辆轿车，年收入达 10余万元。

随着村里人腰包鼓起来，大家对美好生

活也有了更高的期待。“下一步我们计划延

长花椒深加工产业链条，做大、做强自己的

花椒品牌。”王献琳说，目前正在规划建设三

期花椒交易市场，建成后在促进整体村民就

业、增收的同时，还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农产

品异地流通、提升花椒产业化的发展速度。

乡村与旅游

现在，王金庄这张名片已不单指一个

村，而代表了一整个片区。长达几十里的山

沟，串起一个个美丽乡村，展开了一幅流动

画卷。随着太行山高速的建成通车，更让沿

线村庄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乡村旅游

也火了起来，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便捷交

通带来的发展红利。

“梯田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也是我们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

兴的良好资源，因此这几年我们

围绕旱作梯田农耕文化做了很

多文章，通过挖掘石头文化、

毛驴文化、饮食文化，建成

了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王金

庄研究院和梯田展馆，推

出集林果、药材、采摘、

观光于一体的农业新模

式，希望通过发展梯田

生态游、毛驴体验游等

休闲旅游经济，增加村

民收入。看这条路子非

常好，目前参与的群众也越来越多！”涉县井

店镇党委书记赵志刚说。

片区内的刘家村生态环境优越，自然风

景秀丽，当地镇政府带领村里整合闲散房

屋，集中打造“山间民宿游”；流转农户土地，

集中打造“花椒采摘游”；统一规划滩涂，集

中打造“生态山水游”；积极丰富业态，集中

打造“假日休闲游”。在资金投入上，通过政

府先期撬动、争取政策支持、盘活集体资产、

积极招商引资、鼓励个人投资等方式，多种

渠道解决“融资难”；在运营模式上，依托“政

府引导+企业管理+村民参与”的方式，构建

起乡村旅游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据刘家村旅游管委会主任郭芳艳介绍，

截至目前，刘家村已建成风格独特的民宿小

院 20 多个，建成登山步道 3000 多米，建成游

客服务中心、快捷宾馆、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喊泉、摇摇桥、游艇等娱乐设施相继完善，举

办了中国·涉县首届花椒采摘节启动仪式，

游山水、坐游艇、采花椒、住民宿已成为新常

态，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休闲度假村、“网红

打卡地”，被誉为“太行小漓江”。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既美了环境，也

富了乡亲。现在，刘家村节假日高峰期日接

待游客可达上万人，村集体经济增收 20 多万

元，该村也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

俗话说“靠山吃山”，如今的王金庄人将

这句老话赋予新意，在种好梯田的同时因地

制宜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旅游、农产

品产业发展之路，以山里人特有的坚韧品

质，缔造着一个又一个属于“天梯”的奇迹。

老 城 探 寻 津 沽 韵
本报记者 商 瑞

天津古为退海淤积之地，九条河流在此

汇聚，故称“九河下梢”。作为干流，海河通达

南北，沟通外海，漕运业兴盛发展，一座“老

城”更孕育了津沽文化。明朝永乐二年即公

元 1404 年，天津正式建城。它东西长，南北

短，被称为“算盘城”。如今虽然城墙无存，但

老城依然清晰可辨。

记者来到天津城市发祥地——天津老

城 ，在 这 里 搜 寻 老 城 记 忆 ，感 受 城 市 发 展

脉搏。

溯海河而上，乘船一路向西，600 多年的

历史在此汇聚。天津古文化街以天后宫为中

心，由宫南大街、宫北大街组成，比邻三岔河

口，随着漕运的发展不断向东西延展。

妈祖文化专家、天津天后宫管委会原主

任蔡长奎介绍，自隋朝开通南北大运河以来，

每年大批漕船向北经过天津三岔河口，经潞

河北上通州和北京。除粮食外，南北方土特

产、丝绸、建材都成为运河运输的重要物资。

晚清时，随着天津开埠，海上运输逐渐取

代了运河运输。天津成为河海运输的重要枢

纽，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作为

水陆交通要冲的天津三岔河口形成了“半天

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格局。清代画家

江萱绘就的《潞河督运图》，再现了“晓日三岔

口，连樯集万艘”的盛景。而清代人汪沆在

《津门杂事诗》中写道，“天后宫前舶贾船，相

呼郎罢祷神筵”，描写了船工们出发前祭祀的

热闹场面。

历经明清两代，天津由卫升州至府，在清

朝更是设立了钞关、御史署、运使署等政务机

构，天津成为京畿重镇。随着人口不断增加

和发展，文化、教育、艺术、民俗也得到了长足

发展。

如今，站在亲水平台，放眼海河两岸，商

业楼宇鳞次栉比，汽车往来穿梭不停，一派繁

忙景象。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方广岭说，不

断发展的运输业，让南北风情在天津融会贯

通，派生出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

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说，流淌

千百年的海河水，孕育了天津文化的开放性、

包容性和多元性。

步行在天津古文化街南端入口，斗拱雕

花的“津门故里”牌楼下，天南地北的游客在

此拍照留念。仿古建筑内，桂顺斋、老美华、

舜耘堂等天津老字号游客不断。而在不远

的 名 流 茶 馆 ，抖 不 完 的“ 包 袱 ”赢 得 阵 阵

喝彩。

“老百姓或进来听相声、评书，或品一段

鼓曲、看段杂技，天津市民文化中的诙谐淡然

和市井气息，就来自这种接地气的文化氛

围。”方广岭说，清末天津卫“四大茶园”金声

茶园、庆芳茶园、协盛茶园和袭胜茶园都在老

城，逐渐形成了天津时调、天津快板、京东大

鼓、京韵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等曲艺形式。

开放的胸怀让天津吸纳了京都文化、燕

赵文化和齐鲁文化，更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闽

粤文化。“蝴蝶”状的镂空木雕寓意“通达吉

庆”，而“里弄式”建筑则在徽式风格中融入西

洋建筑的特点——位于天津市古文化街的通

庆里是天津市规模最大的中西合璧建筑群。

“中西合璧、南北交融”不仅表现在建筑上，著

名思想家严复寓居天津，翻译了《天演论》，用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自

强保种”“与天争胜”，启迪了近代中国进步

思想。

而今，承载老城记忆的天津市南开区，正

通过“文化+科技”“传统+现代”跨界融合，依

托鼓楼、古文化街、天后宫“文化金三角”，加

快推进古文化街区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

用潮流元素和数字技术激活“非遗”和老字号

IP，建设天津旅游消费打卡地。

“商圈之外，创新南开正开启未来。”天津

南开区古文化街管委会副主任王莹说，天津

南开区将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两所百年

名校，打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

化”链条的创新中枢。激荡 600 年的历史岁

月，铸就了天津开放的意识、广阔的胸怀、勇

于争先的胆魄；而展望未来，天津老城神采奕

奕、步履稳健！

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关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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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苏扬州发布《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和有机更新总体方案》及八

项专题行动方案，提出对于有保护价

值的建筑，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加

强活化利用，推动示范项目建设，激

发历史建筑的新活力。“活化利用”的

提法，引发了人们对于“历史建筑应

该怎么保护”的讨论。

历 史 建 筑 是 城 市 文 化 的 根 脉 。

每座历史建筑的背后都承载着一段

鲜活的故事，铺陈着人事代谢、薪火

相传的浩荡信息。从经济层面看，保

护与利用好历史建筑，对扩大对外交

流、发展文化旅游、打造城市品牌等

都具有促进作用。

过去，在城市化浪潮初起阶段，

有的地方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疏于对

历史建筑的保护，过度开发、大拆大

建，不少历史建筑、文化遗产、古树名

木等因此残破凋敝。有鉴于此，这些

年 来 ，各 地 在 推 进 城 市 更 新 的 实 践

中，均强化“保护”的理念，通过最严

格的制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肃的

问责，切实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那种肆意破坏历史古迹的情况得到

有效杜绝。

与此同时，在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中，有的城市走向了另一面，一刀切

地实行“冻结式保护”，许多历史建筑

大门紧锁、长期封闭，人为割裂了与

城市烟火、现代生活的联系。

历 史 建 筑 是 历 史 的 ，也 是 现 代

的。扬州提出，对于有保护价值的建

筑加强活化利用，为历史建筑保护提

供了不同的路径。就历史建筑等文化

遗产而言，保护和利用本质上并不冲

突。活化利用，并非要回到过去大拆

大建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对历史建筑

的改造，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功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让

历史建筑活起来，让历史建筑保护的成果更好惠及普通市民。

从国际经验看，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今已经成为衡量文化

遗产保护成效的重要标准。对于城市历史建筑，最好的保护

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要使其成为人们的日常所需。

比如，根据历史建筑的特点，用作纪念馆、展览馆，文化创意

产业、文化研究场所等，以此实现历史建筑的永续利用和活

态传承。

对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绝不能降低保护的门槛。任何

开发利用，都必须建立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并且基于科学

的标准和严格的评估，确保在承受能力范围内合理开发利

用，绝不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特别是，要坚守历史建筑

的公共属性，对伸向历史建筑的不安分之手保持警觉，防

止过度商业开发弱化历史功能，造成不可修复的物理

损害。唯有如此，历史建筑才能在城市烟火的浸

润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夏夏 祎祎

航拍河北邯郸市涉县王金庄梯田。

杨彦忠摄（中经视觉）

河北邯郸市涉县赤水湾古镇旅游区景色河北邯郸市涉县赤水湾古镇旅游区景色。。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朱旭东摄摄

河北邯郸市涉县赤水湾古镇河北邯郸市涉县赤水湾古镇

夜景夜景。。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朱旭东摄摄

天津老城区代表建筑之一——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城厢

中路的天津鼓楼。 （天津古文化街管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