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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聚焦山东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分析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传承危机与价值挖掘不足等

问题，探讨数字化技术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路径，并提出创意性传承策略。通过梳理山东省农

业文化遗产的资源现状与特点，结合三维建模、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构建数字化保护体系；同时，从“农

业 + 文旅”融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主题活动设计等维度，探索遗产活化利用模式。研究表明，数字

化技术与创意策略的结合可有效提升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效率与传承活力，为乡村振兴与文化自信建设

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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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of inheritance crisis and insufficient value explor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discussing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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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while proposing creative inheritance strategies. By combing the 
resourc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in-
tegrating technical means such as 3D modeling, VR/AR, and cloud computing, a digital protec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e +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theme activity design, the study ex-
plores th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models of heritag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reative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tection efficiency and 
inheritance vitality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providing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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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农耕智慧与生态

观念，兼具人文、历史与实用价值，在保障粮食供给、传承文化基因、促进乡村和谐等方面意义重大[1]。
然而，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生存基础发生深刻变化，面临青年从业者断层、传统

技艺失传、社会认知不足等困境，其经济价值因产品同质化、产业集群薄弱未充分释放，文化传播受限

于范围窄与深度不足，生态智慧在现代农业体系中亦未有效传承。 
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也是文化大省，拥有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乐陵枣林复合系统等多元农业

文化遗产，却同样面临传统生产方式冲击与遗产消失风险[2]。数字化时代为遗产保护带来新机遇：三维

建模、VR/AR 等技术可实现“静态遗产”向“动态体验”的转化，云端存储与数字平台则突破地域限制，

助力遗产永久保存与广泛传播[3]。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古代农耕场景、利用区块链技术追溯农

产品生长历程，既能增强公众体验感，又能赋能产业升级。本研究综合运用田野调查、实地访谈、文献

研究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全面梳理山东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分布与特征，构建数字化保护技术体

系，探索“数字 + 文旅”等创意传承模式，为破解遗产保护与发展难题、激活乡村振兴文化动能提供理

论支撑与实践路径，推动古老农耕文明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实现文化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

同共进。 

2. 山东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现状与特点 

2.1.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1) 古农田：地形塑造的农耕标本 
山东省古农田呈现鲜明的地理适应性特征。章丘区明清时期的梯田式古农田，依山地地势层层叠叠

延伸，田埂以石块堆砌，兼具水土保持与灌溉功能，历史记载其已形成小麦、玉米、豆类等多作物种植

体系，至今部分地块仍沿用传统耕作方式，成为研究北方山地农业的“活化石”。鲁西南平原旱作农田

则展现另一种农耕智慧：自春秋战国起便规模化种植粟、黍等作物，历经千年演变，虽农田边界随时代

调整，但轮作制度与土壤耕作技术仍部分保留，现代农民在传统经验基础上融合现代农业技术，延续着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7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贾晶，吴志刚 
 

 

DOI: 10.12677/ass.2025.147675 786 社会科学前沿 
 

平原农耕的文化脉络。 
2) 水利设施：技术与生态的千年对话 
山东水利遗产体现多元地理智慧。潍坊潍河水利工程始建于战国，历经朝代修缮，通过堤坝、水闸、

渠道构建灌溉网络，现存古老渠道仍可根据季节与地块需求调节水量，其科学设计彰显古代水利工程的

系统性。济南泉域则发展出独特的泉水灌溉体系：明清时期修建的泉渠、泉池与趵突泉等水系连通，将

泉水引入农田，形成“泉城农业”景观，如章丘百脉泉区域的“章丘香米”种植区，依托泉水灌溉已有数

百年历史，实现了城市景观、传统文化与农业生产的有机融合。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1) 农耕习俗：岁时仪式中的文化记忆 
山东农耕习俗紧扣自然节律与地域特色。鲁中“鞭春牛”以彩纸、泥塑春牛，官员或乡贤执鞭“打

春”，既传递春耕信号，又蕴含“劝农重本”的治理理念；胶东“祭海”仪式在渔业开捕前举行，祭品陈

列与海神祭祀程序承载着沿海居民对海洋的敬畏与依存；鲁西南“打场”习俗则展现秋收后村落集体劳

作的协作传统，打谷场上的号子与分工模式，成为乡村社会凝聚力的象征。 
2) 传统农耕文化：价值观的多元载体 
儒家“农本”思想深刻影响山东农耕伦理，民间文学艺术则是农耕文化的鲜活表达。“谷雨前后，种

瓜点豆”等谚语凝结着节气与农事的对应规律，成为农民生产的口头指南；民间故事中“愚公移山”式

的垦荒叙事、“二十四节气”相关的民俗传说，传递着勤劳坚韧、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与官方文献共同

构建起山东农耕文化的认知体系。 

2.3. 遗产特点与分布规律 

1) 地理环境对分布的影响 
山东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境内分为内陆与半岛两部分，光热充足，有利农业发展[4]。山区、平原、

沿海三大地貌单元形成遗产分布的空间基底：鲁中泰沂山区的梯田与林业技艺，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的

灌溉农业，胶东半岛的渔盐文化，均与地形、水文条件深度绑定。例如，章丘梯田沿山坡海拔梯度布局

不同作物，体现“立体农业”思想；潍坊潍河两岸因水量充沛，形成密集的古代灌区网络。 
2) 经济活动与产业布局的影响 
产业布局直接催生特色遗产：寿光因蔬菜产业集聚，形成从种植技艺到交易民俗的完整遗产链；乐

陵枣林复合系统保留了众多枣树品种和传统栽培技术，形成了独特的农业生态景观，同时发展出“枣粮

间作”复合系统与枣文化节庆[5]；沿海渔业区则围绕海洋资源，衍生出渔具制作、渔歌号子等非物质遗

产。这种“产业–文化”互构关系，使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区域经济史的见证者。 

3. 数字化保护技术探索 

3.1. 数字化采集技术 

在山东省农业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作中，数字化采集技术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三维建模技术通

过对古农田、传统农具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的数据采集，能够构建出高精度的三维模型，真实还

原其形态与结构[6]。以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为例，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古桑树的形态、纹

理、生长环境等进行细致扫描，获取大量精确的数据点，这些数据点经过处理后，可生成逼真的三维模

型，不仅完整记录了古桑树的现状，还为后续的研究、保护和修复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持。高清摄影技

术则以高分辨率的图像，记录农业文化遗产的细节与风貌。对于传统农耕场景、农事节庆活动等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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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高清摄影能够捕捉到瞬间的精彩画面，将其生动地保存下来。 
此外，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也在农业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中得到广泛应用[7]。它能够从多个角度

对大面积的农业文化遗产区域，如乐陵枣林复合系统进行拍摄，获取丰富的影像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生

成的三维模型和正射影像图，能够全面展示遗产区域的地形地貌、植被分布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等信息，

为遗产的整体规划和保护提供宏观视角。 

3.2. 存储与展示技术 

云计算技术为山东省农业文化遗产的存储提供了高效、安全的解决方案。通过将数字化采集的大量

数据存储在云端，不仅解决了本地存储容量有限的问题，还实现了数据的实时备份和异地容灾，确保数

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8]。同时，云计算的弹性扩展特性，使得存储资源可以根据数据量的增长随时进行

调整，降低了存储成本。例如，山东省建立的农业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云存储平台，整合了全省各地的

农业文化遗产数据，相关研究机构、保护部门和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便捷地访问和调用这些数据，提高

了数据的利用效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展示带来了全新的体验[9]。利

用 VR 技术，用户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农耕场景，仿佛穿越时空，参与到传统的农事活动中。AR 技

术则通过在现实场景中叠加虚拟信息，增强了展示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3.3. 资源库建设实践 

数字化资源库建设是山东省农业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理论方面，需要明确资源

库的建设目标、功能定位和数据标准。以章丘大葱栽培系统为例：作为山东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数

字资源库建设围绕记录保护、传承传播与研究利用三大目标展开。在资源采集阶段，全方位覆盖种植技

术、文化元素、环境与社会经济等领域。采集后的资源经分类标引、清洗优化等处理，采用磁盘阵列与

云存储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存储。平台建设方面，构建起集展示、检索、互动、下载功能于一体的系统，

以简洁美观、操作便捷的界面，搭配分布式与响应式设计技术，确保良好的使用体验。 
在应用推广上，于农业领域开展技术培训与学校教育；在文化旅游方面，通过宣传推广带动主题乡

村旅游；在科研与产业中，为科研提供数据支持，辅助产业决策。搭建数字资源库，可以提升数字化保

护和管理水平[10]，实现资源有效保护，推动传承传播，助力产业科研发展，但也面临数据持续更新、知

识产权保护和提升用户参与度等挑战。 

4. 创意性传承策略构建 

山东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需以多元模式激活内在价值，融合数字化技术与产业生态，构建“保

护–利用–创新”的可持续路径。 

4.1. 活态传承与文创产品开发 

山东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齐鲁大地农耕文明的厚重底蕴，活化利用需多元发力，可借鉴休宁山泉流

水养鱼系统[11]、浙江稻作农业文化遗产[12]等案例。以活态传承模式延续章丘大葱种植、苍山大蒜栽培

等特色农耕技艺，借寿光菜博会、泰山茶文化节等民俗节庆，联动潍坊风筝、高密剪纸等乡村非遗，让

古老农耕智慧与民俗文化共绽光彩；农文旅融合模式下，打造半岛渔盐文化体验线、沂蒙梯田生态线等

打卡路线，改造胶东渔村海草房、鲁西南夯土民居为农业主题民宿，推出兖州桑蚕养殖 + 鲁锦编织等体

验套餐，串起自然景观与农遗故事，激活乡村旅游；联动高校、农技站，开展“山东农耕文化寻根”研

学，传递农遗知识。通过这些模式，让山东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成为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

的“金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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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方面，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元素，体现当地文化内涵与农业传统的食物、产

品、节庆和农耕作为本土文化代表性元素[13]，将其融入到手工艺品的设计中。如昌邑山阳大梨可开发果

脯、梨膏、梨酒；农业文化主题生活用品，如家居装饰(古桑树群油画、水果陶瓷摆件)、日常用品(农业地

图笔记本、丰收图案餐具)。 

4.2. 主题活动举办 

为宣传农业文化遗产，提高群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举办各类农耕文化节，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内

容，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民众参与[14]。例如，在德州举办的农耕文化节，设置了传统农具展示区，展示了

犁、耙、耧等各种古老的农具，让人们直观地了解到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形态和使用方法。同时，还举

办了农事竞技比赛，如插秧比赛、挑扁担比赛等，参与者们在比赛中体验到了农事劳作的乐趣和艰辛，

也感受到了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此外，文化节上还展示了精美的民间手工艺品，如剪纸、刺绣、草编

等，这些手工艺品都蕴含着丰富的农业文化元素，展示了山东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 
农事体验活动也是山东省传承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在济南的一些乡村，开展了“我是小农夫”

农事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城市家庭参与。孩子们在农民的指导下，亲手参与播种、浇水、施肥等农事

活动，体验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不仅学习到了农业知识，还培养了对劳动的热爱

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同时，家长们也在活动中回忆起了童年的乡村生活，增强了对本土农业文化的

认同感。通过这些农事体验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促进了农业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 

4.3. 文化旅游线路打造 

将数字技术、农业文化遗产与文化旅游结合，是创新传承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之一[15] [16]。山东

省整合农业文化遗产景点与周边资源，精心规划了多条特色文化旅游线路。以“鲁中农耕文化体验之旅”

为例，这条线路串联了泰安的汶阳田、章丘的大葱种植基地以及淄博的古村落等景点。游客在游览过程

中，可以先参观汶阳田，了解这片古老农田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感受古代农耕文明的魅力；接着前往章

丘大葱种植基地，亲自体验大葱的种植过程，品尝以大葱为原料制作的特色美食，如葱烧海参、葱爆羊

肉等，了解章丘大葱独特的种植技艺和饮食文化；最后来到淄博的古村落，欣赏传统的古建筑，参与民

间手工艺制作活动，如陶艺制作、编织等，感受浓郁的乡村文化氛围。 

5. 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案例剖析 

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拥有百年以上古桑树 2 万余株，是世界迄今发现树龄最高、规模最大的古桑

树群，2018 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7]。在数字化保护方面，当地利用三维

建模技术，对古桑树的形态、纹理、生长环境等进行全方位数据采集，构建出高精度的三维模型，真实

还原古桑树的现状，为古桑树的研究、保护和修复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持。同时，运用高清摄影和无人

机倾斜摄影技术，记录古桑树群的整体风貌和细节特征，建立了完善的数字化档案。 
在创意传承活动方面，夏津县围绕古桑树群，打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乡村振兴，生态

振兴[18]。每年 5 月中旬举办的椹果生态文化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品尝甜蜜椹果，感受桑椹文化的源

远流长。节日期间，除了采摘体验活动外，还举办了桑文化展览、民俗表演等，让游客深入了解桑文化

的内涵。此外，夏津县还依托古桑树资源，重点打造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建成颐寿园、杏坞园、香雪

园等生态园区，并投资建设温泉度假村、德百旅游小镇椹仙村、古桑研究院、德影城等项目，将古桑树

群与旅游、休闲、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然而，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在数字化保护与创意传承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数字化保护方面，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75


贾晶，吴志刚 
 

 

DOI: 10.12677/ass.2025.147675 789 社会科学前沿 
 

数据的整合与共享还存在一定问题，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数据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难以有效整合和

利用。在创意传承方面，文化产品的创新力度还不够，部分旅游项目的体验性和互动性有待提高，对年

轻群体的吸引力不足。此外，在品牌推广方面，虽然“夏津椹好”区域公用品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在

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6. 结论 

本文全面梳理了山东省农业文化遗产的丰富资源，涵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个方面，深入分析了

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传统农耕技艺传承后继无人、农业文化遗产生存空间被压缩等。在

此基础上，系统研究了数字化保护技术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包括数字化采集、存储、展示以及

资源库建设等方面的技术探索与实践，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和便捷共享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同时，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主题活动举办、文化旅游线路打造等维度构建了创意性传承策略体系，

并通过对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验证了这些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9] [20]。研究

充分表明，数字化保护与创意性传承对于山东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1]。数

字化技术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完整记录和展示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解决传统保护方式在长期保存和有

效传播方面的难题；创意性传承则通过将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产业深度融合，挖掘其经济价值，创造新

的发展机遇，实现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使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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