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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奋力谱写绿色铜仁现代化新
篇章的实践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 价 值 理 念 愈 发 彰 显 。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少数民
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
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
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根
植于黔东大地，由土家族、苗族等世
居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淬炼的传
统生计知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内容，其深刻的生态智慧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化自然”思想的生动实践样本。如
今，这些历经岁月检验的活态基因，
正以其独特的可持续逻辑与现代科
技深度交融，成为驱动绿色铜仁现
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内生力量。

传统农耕技术滋养的生态平
衡。铜仁以多民族传统生计智慧为
根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是人类赖以
生 存 发 展 的 基 本 条 件 ，马 克 思
恩格斯在《资本论》中指出：“人和自
然，是携手并进的”。在梵净山的梯
田系统中，土家族、苗族等民族将灌
溉水系与农耕技术结合，形成了具
有生态合理性的生产方式。水资源
通过沟渠网络的有序流动，不仅满
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更通过物
质循环维持了梯田生态系统的生物
多样性。铜仁梯田农耕系统的存续
与发展是铜仁土家族、苗族等少数
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土地利用
智慧。近年来随着新质生产力与传
统农计不断融合创新，铜仁走上从

“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的现代化
农业道路。过去，铜仁的少数民族
在刀耕火种中学会了如何进行农业
生产。如今，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新
要求，铜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
石阡县境内，抛秧技术、半机械抛秧
模式的推广，在巧妙化解地形地貌
对农业影响的同时更有效保证了农
业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劳动人民
在梯田上、水田间的生产实践生动
体现了“将自然条件转化为生产条
件”的过程。这既不是对自然的盲
目征服，也不是对自然的消极顺应，
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积极
改造，在实践中达成了自然生态与
社会生产的双重平衡。

传统畜养经验转化的生态循环。苗族等少数民族
在畜牧养殖领域的传统生计模式，以实践形态印证了
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条件转化为生产条件的过程。铜
仁在相差2367米的海拔差异中形成了将立体生态资源
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要素的实践经验。在不同海拔草场
间的季节性轮牧不仅孕育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智
慧，更在草场轮换减少土壤压实，促进雨水下渗的同时
实现着“草好畜壮”的良性循环。在这样的轮牧中还积
累了牲畜疫病防治的重要经验：将生物资源转化为生
产技术手段。人们通过实践，发现了青蒿等药用植物
在提高牲畜免疫力和抗寄生虫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这
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养殖对自然的征服性利用，而
是通过对自然物特性的认知与运用，在轮牧过程中实
现了生态平衡。为了更好的利用生物资源，近年来万
山区深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的探索，推进传统养殖知
识在铜仁现代化建设中的创新性发展。通过引进净沃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推进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不仅有效减轻了农业污染，更为香柚种植
提供了高品质“黑黄金”肥料。从传统的轮牧到如今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在生态循环间为绿色铜仁现代化
提供了范例参考。

传统工艺技能熔铸的永续技艺。在传统工艺方
面，苗族和土家族凭借精湛的手工技艺，生动体现着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的理论阐释。苗族的
蜡染技艺是通过采集蓝草、蓼蓝等植物进行浸泡发酵，
进而提取出纯天然无污染的蓝色染料。将天然植物资
源转化为染料的生产实践过程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介”的思想。而土
家族的竹编工艺则以当地可再生竹资源为劳动对象，
将竹子生长周期短的自然属性转化为了社会生产的
物质基础。蜡染技艺中植物染料的生态属性与竹编
工艺中竹材的可再生特性，构成了生产过程合理性的
自然基础。呈现在工艺品上的图案纹样凝聚着自身
的文化编码和代际传承的工艺技术，生动诠释了社会
意识反作用于生产实践的文化机制，体现了自然规律
与文化传统熔铸于劳动的生产方式。代代相传的技
艺在今天依旧动人。碧江区云场坪镇路腊村走上了

“指尖技艺”变“指尖经济”的发展之路。银针刺绣的传
统指尖技艺通过代际传承，在今天已发展为“黔绣”为
核心的刺绣产业。这不仅体现了生态本底与民族基因
在劳动过程中的深度“熔铸”，更为绿色铜仁现代化提
供了本土化范例。

充分挖掘和运用铜仁市少数民族的传统绿色生计
知识不仅是铜仁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推动
绿色铜仁现代化发展的活态理论样本。未来，进一步
深入挖掘、系统整理传统生态智慧，推动其与现代文明
更深融合，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结硕果，谱写绿色
铜仁现代化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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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
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培育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
特色主导产业。这是新时代铜仁农业
发展的根本遵循。继承和创新铜仁传
统农业生态知识是因地制宜发展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必然选择。铜仁
传统农业生态知识是铜仁各民族在长
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智慧结晶，
涵盖了作物育种、病虫草害防治、传统
肥料知识等多个方面，与绿色铜仁现代
化进程中对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追求高度契合。传统农业生态知识为
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宝
贵的经验，在绿色铜仁现代化进程中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传统作物育种知识为绿色铜
仁现代化奠定农业种质基础

在作物育种领域，铜仁各民族在
长期的农业实践中积累了诸多独特的
良种选育智慧。如：侗族善于观察自
然，依据不同土壤和气候条件，筛选出
适宜本土生长的稻种，这些稻种具有
抗病虫害能力强、适应性广的特点，能
够在多变的自然环境中稳定产出。土
家族有着独特的选育玉米种的方法，
他们从众多植株中挑选出穗大、粒饱、
抗倒伏的植株作为种源，这些种源经
过小面积试种验证后，会在接下来的
几代甚至十几代中在不同的地块进行
选育，经过不断的选种、试种和选育过
程，每一代都是优中选优，通过连续多
代的选育，筛选出更加优良的玉米种，
这些品种在山地环境下展现出强大生
命力。苗族在豆类作物育种上注重品
种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使得豆类作物
在营养成分和生长周期上各具特色。

农业科技在现代作物育种中至关
重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
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强调了科技的重要性。传统作物育种
知识可以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培
育出绿色、高产农产品。第一，要对传
统的作物育种知识进行继承和保护。
这些知识是铜仁各民族在长期的农业
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财富，蕴含着
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它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作物生长规律，也能为现
代育种技术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应当
通过建立档案、开展培训等方式，收
集、整理和传承这些知识。第二，要对
传统的作物育种知识进行研究和开
发。铜仁传统作物育种知识蕴含着丰

富的生态适应性和遗传多样性。我们
应组织科研力量，研究其中的科学原
理，挖掘其潜在价值，探索其在促进高
产、增强抗逆性等方面的应用。历史
上铜仁各民族虽然选育了大量农作物
良种，但其内在的遗传学规律、土壤的
化学规律、轮作的科学机理等仍然需
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第三，要
对传统的作物育种知识进行创新和发
展。要鼓励创新，将传统知识与现代
技术相结合，开发出更高效、更适应市
场需求的育种方法和品种。铜仁可以
借助大数据技术，对传统良种选育过
程中的各种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整
合，提高育种效率和精准度，进一步提
升铜仁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二、传统病虫草害防治知识为绿
色铜仁现代化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

历史时期，铜仁各民族在农业生
产中采取一系列生态友好型防治措施
治理病虫草害。例如，布依族利用植
物的相互制约关系，在农田周边种植
具有驱虫功效的植物，如艾草、薄荷
等，其散发的气味能够有效驱赶害虫；
仡佬族则擅长利用微生物资源如发酵
豆粕等对害虫进行精准打击；侗族在
稻田养鱼、养鸭的农作模式中，巧妙地
利用鱼类和鸭子捕食害虫。这些防治
方法经济又环保，避免了化学农药对
土壤和水源的污染，不破坏土壤生态
环境，不仅增加了农产品的种类和产
量，还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
手稿》中强调，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态
度应该是“就像大人不应失落童真一
样，成熟的社会应当‘在一个更高的阶
梯上’把人类文化创造中富有永久魅
力的童真‘再现出来’。”铜仁各民族的
传统病虫草害防治知识也是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应继承和发展。一是
要积极推广生物防治。生物防治是一
种利用生物物种间的相生相克关系防
治农作物病虫害和杂草的方法。它具
有无污染、无毒害、降低杂草和害虫的
抗药性等优点。通过推广生物防治技
术，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生
态环境，同时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
全性。我们应加大对生物防治技术的
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民对生物防
治的认识和应用能力，促进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二是要积极推广物理防
治。物理防治是利用物理因素如光、
电、热、声、磁等来防治农作物病虫害

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环保、无污染、
不产生抗药性等优点。例如，在铜仁
万山九丰农业博览园，采用释放害虫
天敌、安装诱虫灯等方式进行病虫草
害防治，生产出的绿色蔬菜瓜果开拓
了高端农产品市场，提升了铜仁农产
品的品牌形象。三是要积极推广耕作
防治。耕作防治是一种通过改变农田
生态环境来预防和控制病虫害的方
法，主要包括轮作、间混套作。轮作可
以有效打破病虫害的生命周期，减少
病原菌和害虫的积累；间混套作则能
够增加农田生物多样性，抑制病虫害
的发生和蔓延。例如，布依族的荞谷
轮作符合生态学上的互惠共生原理，
荞麦和稻谷虽然生长期不一致，但都
种植在同一地块上，他们在地域上是
共生的。荞麦白花吸引的益虫，既保
护了荞麦，也保护了稻谷，荞麦和稻谷
是互惠共生的。轮作可以提高土地利
用率，同时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这些
方法不仅环保，还能提高土壤肥力和
作物产量，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途径。

三、传统肥料知识为绿色铜仁现
代化夯实农业生态根基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农
业不仅造成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
退，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
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
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
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我们绝不能走资本主义农业破坏土地
肥力的掠夺式发展道路，而是要探索
出一条增加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社会
主义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铜仁
各民族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深知绿
肥、农家肥、火粪的价值。侗族、土家
族、苗族分别利用紫云英、白三叶、萝
卜等绿肥作物来肥田。铜仁一直流传
着丰富的农家肥积造和施用经验，包
括堆肥、沤肥、厩肥和沼气肥。农家肥
富含有机质和养分，是农作物茁壮成
长的“营养源泉”。火粪是铜仁地区一
种独特的传统肥料，主要由植物枯枝
落叶、动物粪便和草木灰混合堆沤而
成。通过施用绿肥、农家肥、火粪，达
到了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透气性、
保水性，提高土壤肥力，防止水土流
失，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的目的。
不仅如此，传统肥料还能有效抑制土
壤中的病原菌和害虫，减少病虫害的
发生和农药使用量，从而生产出更加
绿色、安全的农产品。

传统肥料知识在铜仁现代化进程
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铜仁
市碧江区滑石乡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堪
称传统肥料知识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
的典范，通过“碧江区主要农作物推荐
施肥手机系统”实现精准施肥，同时增
施有机肥，实行“大配方小调整”的施
肥策略，有效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减少
了化肥用量，提升了土壤有机质含
量。该技术在滑石乡的应用，不仅实
现了油菜和水稻的绿色生产，还确保
了农产品的安全、健康和环保，为当地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历史上，依靠火粪种植从明代嘉靖年
间而享誉至今的铜仁特色农产品——
白水贡米就产自滑石乡。进入新时
代，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帮助下，白
水贡米口感更加香甜软糯，色泽更加
晶莹剔透，营养价值和市场价值不断
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成为了当
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农产品之一。

滑石乡继承和创新铜仁传统肥料
知识的成功做法给我们带来几点重要
启示。第一，要善于将传统知识与现
代科技深度融合。传统肥料知识是经
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智慧结晶，而现代
科技则提供了更精准、更高效的技术
手段。两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农
业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为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提供了范例。第二，要善于保护土壤
健康与维护生态平衡。滑石乡增施有
机肥和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做法不
仅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品质，还能减
少病虫害的发生，实现农业生产的良
性循环。第三，要积极进行生态农业
的探索。增施有机肥和减少化肥用量
是生态农业的重要实践。这种做法有
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转型。我
们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传承和创新传
统肥料知识，将其与现代科技紧密融
合，充分发挥其优势，推动农业产业的
绿色化、生态化转型，实现农业生产与
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对铜仁传统农业生态知识的挖掘
和应用，既要保留其精髓，也要通过现
代科技手段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这
种传承与创新的结合，为铜仁传统农
业生态知识的延续和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铜仁传统农业生态知识与现代科
技的有机融合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
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的典范，为我
们提供了一条回归本真、面向未来的
铜仁农业现代化道路，为绿色铜仁现
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汲取传统环保智慧汲取传统环保智慧
铺就绿色铜仁现代化新途铺就绿色铜仁现代化新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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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市作为武陵山区多民族聚居
地，其传统环保知识是当地汉族、苗
族、仡佬族、侗族等各民族生态智慧的
共同结晶，正以生态优先的路径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形成了具
有地域特色的系统性实践体系。

儒释道文化浸润下的自然敬畏。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
体”，他批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
梵净山被儒释道文化所浸润。其神圣
性本质是自然本体与文化编码在历史
层累中形成的动态符号系统，既通过
弥勒造像、摩崖题刻、药圃遗址等物质
文本具现，更在当代生态保护实践中
被重构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元
叙事空间——当护林员遵循苗族守护
珙桐林，使梵净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被誉为“人间仙境”“天然氧
吧”。石阡县尧上仡佬族将水源地视
为“龙脉”，禁止污染，锦江、乌江出境
断面水质连续 5 年保持Ⅱ类以上标
准。受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影响，传
统村落布局遵循“背山面水”，如江口
云舍村依山势建屋，以空间符号学调

和生态科学与地方性知识，用文化自
觉激活社区韧性，最终指向实现人居
环境与生态过程的辩证统一。

生态智慧系统治理的在地经验。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应通过
走进田间地头，深入调查研究，充分挖
掘和传承实践智慧。创新技术路径，
激活生态生产力。松桃苗族千层梯田
采用“田—沟—塘—林”立体结构，极
端干旱中保水率比常规农田高 40%，
减少经济损失2.3亿元。传统“变废为
宝”智慧推动现代工业转型，大龙经开
区年处理废渣 300 万吨，生产新能源
材料产值达262亿元，降低能耗90%。
生态文化与旅游、农业的深度融合。
石阡县楼上古寨明清时期修建阶梯式
鱼塘，清明会期间推出“鱼灯巡游”，游
客执鱼形灯穿越古巷，最终放灯入
塘。仪式既承袭侗族祭祀传统，又隐
喻生态循环之道，单日吸引游客破
万。这种“以鱼为媒”的融合范式，为
传统村落提供了生态资源资产化的中
国方案。此外，利用传统环保知识推

动绿色产业合作，形成区域产业链。
江口县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建成全省
最大鲟鱼养殖基地（年产1.7万吨，占
全省第一），形成“鱼苗孵化—养殖—
加工—体验”全链。传统环保知识不
仅可以为乡村发展提供技术支持，还
能在稻田种植、文旅发展等领域，通过
传统实践与现代结合的方式，帮助更
多脱贫群众实现可持续增收，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

传统规约与现代法治的协同治
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重要理念，为传统规
约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融合指明了方
向。制度协同，传统规约与现代法治
的互嵌机制。传统禁忌（如苗族“树神
崇拜”）被转化为环保条款，而现代法
律难以覆盖的领域（如红白事操办）则
由村规民约细化，既延续了“俭朴互
助”的古训，又对接了《乡村振兴促进
法》的乡风文明要求。文化转译，苗族

“神山禁忌”写入《梵净山保护条例》，
卫星遥感监测使违法开垦面积下降
89%，使生物多样性保护兼具文化神

圣性与法律强制性。治理效能，从“被
动约束”到“主动共建”的跃升，铜仁法
检两院探索“碳汇补偿+惩罚性赔偿”
模式，32起公益诉讼案件当事人认购
碳汇 70 万元，用于替代性生态修复，
实现“破坏—赔偿—修复”闭环。绿色
铜仁现代化以传统环保知识为根脉、
法治协同为枝干，通过制度融合、文化
转化与实践创新，实现了“古”与“今”
的辩证统一，形成了一套兼具本土智
慧与现代效能的治理范式。最终实现
治理成本降低、社会认同提升与长效
机制构建，传统环保知识并不是故纸
堆的遗产，而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厚
的制度资本与创新源泉，最深刻的现
代化变革，永远扎根于文明传承的土
壤之中。

在推进绿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中，铜仁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其丰富的
传统生态知识，将其作为实现绿色发展
的重要助力。传统环保知识作为传统
生态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守护“梵
天净土”中开辟了“金山银山”的转化通
道，书写了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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