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番风云，跌宕荣光。
不论是农业文化，还是自然、非物质

文化，能列入全球重要遗产的，背后必定
伴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危机感。对福州
来说，这样的危机感，从20世纪90年代中
后期就开始了。

改革开放后，福州城镇化进程加快，
农村土地逐渐让渡给工业和建筑用地，直
接导致福州茉莉花与茶的生产面积、从业
人员数迅速下降，花茶年加工量不足
3000吨。在当时，作为行业标杆的福州
茶厂一度濒临倒闭，时任福州茶厂厂长的
陈新光回忆道：“那是从未有过的低潮
期。”

传统优势产业由盛转衰之际，福州市
委、市政府及时出手，迅速推动成立茶产
业联盟，着手布局复兴，通过发布《关于加

快发展茉莉花茶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政
策，举办茶王赛、传承人大赛等茶事活动，
力挽狂澜。申遗前夕，福州已主动完成初
步的保护组织和制度建设。

凭着先天底子好、重视程度高的优
势，2013年，“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
系统”顺利成为全国第一批“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让福州领导班子十分振
奋。仅一年之隔，再升一级！该系统成功
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意大利
罗马捧回了这张世界级“金名片”。

因为农遗保护，帝封江茉莉花基地被
划定为遗产地核心保护区。这块位于福
州城区的核心地块，本计划为地产、城市
基建“铺路”，终究“让路”农遗，不仅保护
了产业，更护住了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

闵庆文表示，正是因为有了一批领导
干部、基层管理人员、茶企积极向外获取
信息，率先关注到了这项特殊的遗产保
护。“当初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申报的时候，全国只有 19项参加，现
在已有 188项。相比之下，思路快一步，
成果更丰硕。”在先发优势基础上，福州持
续不断地努力争取、主动作为，让“福州茉
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得以顺利申遗，绽放
在世界舞台。

先人一步的胆识、一座城市的守望，
为这项身处繁华都市的农业文化存续赢
得一张“护身符”以及更为长远的生机，此
后十年乃至未来，将得到绵延不绝的保护
与发展。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是什么？除了目之所及的花田、茶山，还
包括背后逐年精进的种植技术和传承千
年的产食智慧。

闽地“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资源严
重不足。“母亲河”闽江一路裹挟泥沙而
下，于东向的入海口积沙成田，勤劳智慧
的福州人选择在沿河沙地上种植茉莉等
经济作物，既可固堤，又可作为生计养家
糊口。

由于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来到这
里的茉莉花，直接跳过“适应期”，沿河一
路盛放。自此，福州成为国内最早引种茉
莉花以及最佳栽培的地区之一，并拥有了

“本土限定”品种——单瓣茉莉。

春天，群山间，茶农采下春茶，制作明
前茶；夏天，河岸边，花农戴着斗笠，挎着

“一具两用”的鱼篓，采撷花蕾。当地农户
还采取荔枝、龙眼和橄榄等果树与茉莉花
间作的复合生态种植模式，不断挖掘土地
资源的潜能。

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监测技术小组成员、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王
维奇还记得十年前调研时的惊喜，“农业
领域的一些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与朴素实
践在‘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中其实
早有体现”。

花茶制茶区，一般就设在花田旁。根
据经验，“伏花”最香。为了留住这抹鲜
灵，必须争分夺秒。铺上一层洁白茉莉，

再叠一层鲜香春茶，掐准时间，在制茶师
富有节奏感的左右摇筛下，花与茶翻飞起
舞，反复拌匀，直至达到茶充分吸香的饱
和状态。

这项独属于福州的窨制工艺，之所以
难出其右，在于“见茶不见花，却有茉莉香”
的独特性。在福州，掌握手艺的制茶师傅
不少出自花茶世家，制茶工艺代代相传。

如今看来，福州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
段，都深深地烙下茉莉花与茶的生产、加
工和文化的印记，这在国内乃至世界都绝
无仅有。在王维奇看来，“福州茉莉花与
茶文化系统”呈现了中国茶发展演变的风
貌，为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茶文化提供了
独特视角。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包华摄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十周年系列报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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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陈光富正在制茶。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东经118°08'~120°31'，北纬
25°15'~26°29'，地处中国东南沿
海，福建省会城市福州在飞速发展
的当下，仍保留着一项古老的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与茶
文化系统”。

因为一朵花、一叶茶，福州成为公认的
“世界茉莉花茶发源地”，花与茶的巧妙结
合也成就了誉满海内外的“中国春天的味
道”。

到底是气运极佳？还是天道酬勤？今年
4月29日，正值“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入选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十周年。借此契机，记者带你解码这
段申遗之路。

“福州茶”具有怎样的全球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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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2年发起至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牵头的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工作，已先后评审认定了 86 个
全球遗产地。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其坚定的支持者与成
功的实践者。

“在各大遗产地中，茶类项目共五个，中国占据其中三
席，包括‘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福州茉莉花与
茶文化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在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闵庆文看来，茶文化在申
遗中具有较大的竞争力，成功入选的茶类都有其全球代表
性与不可替代性。

中国农耕文化凝聚千年智慧，诞生了数千种名茶，为
何“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能够脱颖而出，获此殊荣？
闵庆文表示，两大申遗“加分项”不可不提。

一是“舶来花”与“中国茶”的千年结合。茉莉产自西
方，2000多年前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扎根福州，于闽
江之滨摇曳生姿。宋时，福州人首创窨制工艺，引花入茶，
馥郁至今。

二是“山上种树，沿河种花”的生态系统。茉莉花与
茶比肩而生、彼此对望，在福州构建出一套森林、茶园、
城市、花田互补的立体生态系统，这在全球也是独此一
份。

“两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和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造就
了福州这一独特的农业文化遗产地。”闵庆文说，这正是当
初专家们重点推荐该项目申遗的关键原因。

除此之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筛选标准也十
分严苛。具体包括 5项基本要求：保障食物和生计安全；
具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多功能性；具有特有的农业知识体
系和技艺；具有独特的农业文化和精神体系；具有独特的
自然景观和水土利用系统等，缺一不可。

“与文物古迹不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加关注前
端生产，关注活态性传承，这是动态的、复合的。”闵庆文表
示，现在在福州，仍可以看到大量从事相关农业生产活动
的人，这是遗产地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前，福州从事茉莉花茶生产的花农、茶农有10万余
人，年产花茶 1.95万吨，全产业链总产值约百亿元。从过
去到现在，闽江、乌龙江、敖江、大樟溪等重点水系沿岸，茉
莉花田绿意盎然；春茶采收之际，遍布罗源、永泰、连江等
多个县区的生态茶叶园区也正勃发着生机。

>
>
>

【追寻印记】

帝封江茉莉花种植基地：位于仓山区
盖山镇，是首批一级茉莉花种植保护基地
之一，于2013年荣获福建省农业标准化示
范基地，于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农
业部认定为“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
全球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保
护区，并被中国科协评定为全国科普惠农
兴村示范基地。目前基地内茉莉花种植
核心示范区198.8亩。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早期经营茉莉
花茶的商号大多集中在上下杭以及苍霞洲
茶道、福全社、荔枝弄等处，如今统称为上下
杭历史文化街区。上下杭紧邻台江码头，是
福州商品天然的集散地。这里众多茶商云
集，每天有上千担茶叶从这里输往各地。

鼓山古茶园遗址：位于鼓山涌泉寺，曾产
出被作为贡品的鼓山半岩茶而得名。据载，五
代后梁闽王修建涌泉寺之时，将有罪之人集中
到鼓山种茶，由涌泉寺的僧人监管。而后来之
所以叫“半岩茶”，是因为茶园位于鼓山半山
腰、茶树依傍岩石而生，因地形而命名。

采茉莉花
要采花苞，香
味才更浓郁。

茉莉花茶窨花手法。

在闽侯上街镇侯官村百亩茉莉园里在闽侯上街镇侯官村百亩茉莉园里，，村民们抢抓农时扦插茉莉花村民们抢抓农时扦插茉莉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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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茉莉花茶。
本报记者 郑帅摄

精选优质茶坯。

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定义
为一种“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
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怎么
直观地判断和记住农遗与其他遗产之间的区别？很
简单，只要记住——多数的农业文化遗产，都跟吃有
关。

农耕是衣食之源，文明之根。勤劳的中国人靠山
吃山，靠海吃海，还“吃”出了多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当前，中国成功申遗数位居世界第一，共计22
项入选。

【名词解释】

一项关乎人类产食的智慧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

水到渠成的申遗之路

先行一步先行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