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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虽有上万年的历史，但在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社会文明以农耕为特色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主
流生产和生活方式，农业不可能作为文化遗产来被关注。
农业作为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始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生历史性转变之际——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工
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现代农业取代传统农业的背景之下。

正因为如此，50多年前，当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创建农业历史专门研究机构时，将之命名为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西北农学院将之命名为“古农学研究室”。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农业遗产的研究侧重于农业历史，尤其是古代农业文献的研究。
农业历史与农业遗产在研究内容上有广泛的交集，但并不完全一致。
因为历史是一个时间概念，其内涵更加宽泛，绝大多数农业遗产都属农业历史的研究对象，但许多农
业历史的内容却谈不上是农业遗产。
这是由遗产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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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遗产名称宿迁金针菜（丁庄大菜）　　遗产类别 lA农业产品　　宿迁金针菜主要产于江苏省宿迁
市辖区境内，以宿豫区丁嘴镇、泗阳县三庄镇出产品质最好。
　　史料考证，自古以来，江苏宿迁就是全国金针菜的主产区。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便载入地方志。
宿豫丁嘴、大兴和邻边的泗阳三庄一带，因品种优良和土质肥沃等原因，出产的金针菜，花大、肉厚
、色黄、质优，在港澳、东南亚市场享有盛名。
民谣说：“三庄金针丁嘴菜，山南海北不能盖。
”意思是其他地方出产的金针菜，没有盖过三庄丁嘴的。
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展销，“丁庄大菜”以色、质、味、形俱佳而赢得盛誉。
据《中国实业志》记载：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泗阳出口的金针菜达900万斤，在香港、东南亚、
日本等地颇受欢迎。
改革开放以来，三庄乡金针菜发展很快。
为了提高金针菜的产量、质量，县乡专门成立金针菜协会，负责研究、传授、推广金针菜的栽培、管
理、加工、包装等技术。
1984年9月，国家商业部在兰州召开的全国金针菜制标会上检测，丁庄大菜所含的蛋白质、糖分等主要
营养成分居全国榜首。
1985年5月，在全省甲级黄花菜评比中，“丁庄大菜”又因其色质黄亮、肉质肥厚、气味芳香、个大条
长再次夺冠，《人民日报》还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为题作了长篇报道。
　　以“丁庄大菜”为出口品牌的丁嘴金针菜历经沧桑。
宿豫县前身的宿迁县在金针菜生产上，就有个兴衰过程。
据调查，原淮阴地区历史上金针莱的最大面积为6万亩，最高产量为634万斤，均占全省95%以上。
1931年前后，宿迁金针菜面积为5.3万亩，总产为525万斤，主要产地有丁嘴、大兴、仰化、陆集、卓圩
、关庙南部及沿运河、黄河、沂河西岸。
抗日战争期间，因流通渠道受阻，价格跌落，出现了毁菜种麻现象。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县只剩1.4万亩，不到战前的1/3。
50年代中期，种植面积略有回升。
因某些历史原因，到1963年，猛降到0.34万亩。
从1964年到1973年十年间，又回升到了1.2万亩。
因金针菜是商品，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农民自留地里金针菜基本被毁光。
到1979年，集体种植面积又降到0.9万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左”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
律指导下，金针菜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
1983年，集体种植面积已达到2.271万亩，占原淮阴全市种植面积的47.3%，国家收购105万斤，占全市
收购量的47.09%.出口22万斤，占全市出口量的59.87%；1984年面积、总产、收购分别比上年增长10.1%
、25%、19%，产地已发展到22个乡镇，其中重点地丁嘴乡金针菜面积达6200亩，总产达140万斤，90%
以上为甲级菜。
　　宿迁金针菜特点是：色泽金黄、干而光润、身条粗壮，长短均匀，梗杂甚少，肉厚味鲜，久煮不
烂（图10-6）。
据化验，黄花菜营养丰富。
每500克干花中，含脂肪2克，糖300毫克，还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天门冬素、钙、磷以及维生素A
、维生素B等，具有健胃、利尿、通乳、安神、补血、消肿痛等功效。
　　近年在调整产业结构中，金针菜重点产区丁嘴乡，种植面积已发展到5000余亩，当地除了在种植
方法和销售包装上改进外，还拟开发金针菜保健饮料、金针菜方便食品等新项目，通过外贸部门占领
国际市场。
该镇以宿迁腾飞丁庄大菜有限公司企业为龙头，丁庄大菜合作社为依托，建成以登山村为中心的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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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丁庄大菜”示范园（远景规划为发展丁庄大菜5000亩）。
该镇已经注册了“丁庄大菜”品牌。
　　金针菜曾是丁嘴乡经济作物种植的主导产业。
近年来金针菜价格猛涨，每千克达到28元左右，是种植粮食作物的3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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