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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彭瑶

赵林最近很忙。这个32岁的年轻人
身兼数职，作为四川省绵阳江油市青莲
镇双石村党总支副书记，他正为村庄空
间规划做调研，还要着手起草村规民约，
引导村民保护村庄生态环境；作为村庄
所在地的三一国际共享农场的经营者，
他正忙着跟德国、丹麦等国农业专家商
讨合作，计划利用养猪场粪污进行沼气
发电。同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父亲，不
论多忙，每天下午 5点总要去幼儿园接 4
岁的女儿，到农场里认识一下花草，研究
一下虫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
融”，这是赵林的美丽人生，也是他对美
丽乡村的期待。

热衷农业国际交流的大学生

四月春意浓。走进三一国际共享农
场，鸟鸣声中繁花正盛，果蔬飘香，绿树
掩映间不时能看见三三两两的芦花鸡、
大白鹅闲适地踱步觅食。露天的木屋咖
啡馆、别致的草屋民宿、随处可见的中英
双语指路牌，为这片如画田园风光增添
了几许国际范儿。若不是养殖区域那一
排排标准化生态养殖场，谁能想到这里
竟是一个以生猪养殖为主业的农场呢？

舅舅 2005年创立这个农场的时候，
赵林还只是一个高中生。从那时起，每
年寒暑假赵林都在农场帮忙，这段经历
让这个从小没干过农活的农村娃开始真
正了解农业生产，了解养育自己的这片
土地，也让他萌生了想到全世界不同国
家的农村去看看的愿望。

为了方便实现自己的心愿，赵林大
学选择了英语专业，但“环球农旅”的梦
想短期内似乎很难实现。思来想去，他
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If I
can’t go to the world, let the world
come to me”（“如果我不能走向世界，就
让世界走向我”）。

说干就干。“我们是一家猪-沼-果
（林）循环生态农业的农场”，赵林在一个
国际志愿者网站上注册了自己的家庭农
场，发起“农场国际志愿者”交流活动，邀
请外国人前来参观了解中国的农业和文
化。“没想到感兴趣的人那么多！”从2012
年大一暑假第一批外国志愿者到访开
始，迄今已有来自 45 个国家的 400 多名
志愿者来到农场进行为期 1-6个月的学
习交流。

“有留学生来暑期实践的，有游客来
体验中国农耕文化的，有农业专家学者围
绕课题搞调研的。”赵林告诉记者，志愿者
每天在农场从事5个小时的义工，农场则

为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还会组织各种主
题活动让志愿者之间增进文化交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这个川东北
的农场里随处可见不同颜色皮肤和发
色、说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挽着衣袖和
裤腿养猪、喂鸡、种果树，这种独特而浓
厚的国际文化氛围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周边城市居民前来“看稀奇”，明显带动
了当地的乡村旅游。

通过“农场国际志愿者”活动，赵林
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环球农旅”的
愿望，了解到各国农业很多新鲜有趣的
事，也看到了“跨国文化交流中蕴藏着无
限商机”。从那时起，赵林就打定主意大
学毕业后要回到农场当一个促进中外农
业文化交流的“新农人”。

说英文的年轻村干部

2016 年上半年，赵林大学毕业回到
农场工作不足一年，就在村支书的推荐
和邀请下，当上村民小组长。去年5月村
委换届又当上了村党总支副书记。

“村里年轻人大多都进城务工了，大
学毕业还回村务农，我算是个‘另类’。”赵
林笑着说，“支书看我在农场干得风风火
火，希望我给村里年轻人树立个榜样。”

赵林这些年先后在农场的种植、基
建、养殖、采购、智慧化建设等多岗位工
作过，但国际农业文化交流活动始终由
他负责。自打当上村干部，赵林就更忙
了，不仅要接待源源不断的国际志愿者，
还要“以国际视野”带领村民一起过上好
日子。

赵林的思路很明确，就是要以“农
业+文化”为抓手，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江油最大的文化牌，就是“李白故
里”。“李白在外国人看来，就是中国的莎
士比亚。”赵林说，“李白是浪漫主义诗
人，‘斗酒诗百篇’，可是一千多年前的浪

漫主义怎么去感知？我就通过打造诗画
田园、开设特色酒吧、举办李白诗歌鉴赏
会等主题活动来呈现这种浪漫主义，对
外国人的吸引力非常大。”

赵林的第二张牌是农耕文化，“很多
人一说到农村老龄化太严重就很沮丧，我
倒认为老年人身上都是宝藏。举个例子，
我外婆会手工编草鞋、做竹编、做豆腐，外
国人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觉得很神奇。可
是我妈妈这代人大都不会做了，这些都是
农业文化的名片，失传了多可惜！通过开
设各种传统手工作坊，不仅保存了传统文
化，同时也能吸引外国人体验和参与。”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已经不满足于
到旅游景点走马观花地看中国，他们期
待能够融入中国最真实的生产生活方
式。”赵林说，“我会带他们先了解双石
村，再带他们去青莲镇，然后再接着去江
油市、绵阳市、成都市，让他们一点点深
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

赵林这些年对跨文化交流所做出
的努力卓有成效，有的外国志愿者已
经深深爱上中国文化而留在这里定
居、就业、创业。独特的乡村文化吸引
了国际资源，浓厚的国际特色又对周
边市民形成吸引力，国际文化沙龙、国
际音乐节……新的消费需求不断被创
造。这个时而说着一口流利英文、时而
操着四川方言的年轻村干部把这个传
统村落打造成“网红打卡点”，也给当地
村民带去更多致富的新机——这就是
文化产业的力量。

最令赵林感到自豪的，是伴随文化
产业的聚集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
进，许多进城务工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
乡创业。“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有知
识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你能想象，没有青
年农民的主导和参与，在这个传统农村，
国际交流活动能开展吗？”

走上国际论坛的中国青年农民

今年 1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德国
联邦食品及农业部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
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上，来自全球不同
国家的 22 位青年农民代表向与会的 76
国农业部长做汇报并提出自己关于农业
发展的建议，而赵林正是其中之一。

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赵林以一位
青年农民的视角，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
体会。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青年农民
对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年轻一代的
农民有知识、懂技术、有进取心，他们更
有意识有能力积极与外部世界联系——
无论是与城市还是与其他国家，这对突
破农业农村地域局限性，去获取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非常重要。因此，他提出各
国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支持帮助青年人投
身农业发展和农村基层治理等多项建
议。“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我自己可能
也没有机会在村里任职并发挥作用。”

同时，他还在发言中用较大篇幅向
世界介绍了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战略。“这些政策让近 1亿人摆脱贫
困，并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差距。”

能有机会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赵林非常自豪：“经过与其他国家青年农
民代表的交流，我才在比较中真正体会
到中国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我是国际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也是
国际交流活动的受益者。”赵林之所以能
获得这样的机会，得益于中德两国农业
部门组织的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交流
项目。该项目自 2015年启动以来，两国
总共已互派 100多名优秀青年农民赴对
方国家交流访问。作为 2020届学员，赵
林正是以优异的表现通过项目推荐和德
国联邦食品及农业部筛选，站在了在世
界级舞台上。

令赵林略感遗憾的是，受疫情影响，
2020届学员只能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学
习培训。如果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际往
来正常化，他们将与2021届学员一起，于
今年下半年前往德国深度学习。

“与世界交流越多，越能建立自
信。”赵林说，中国农业已经在很多领域
走在世界前列，即使与德国这样的农业
强国相比，也是优势互补的，中国农业大
有可为。“青年农民要发挥自身优势更积
极地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努力成为联
系农村与城市、中国与国际的桥梁。”走
在农场春日的阳光里，这个质朴的青年
脸上是自信的微笑，“我愿意做这样的践
行者，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参与进
来——农业可以很酷。”

赵林：向76国农业部长提建议的中国青年农民
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风采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风采

“国际茶日”

多国志愿者在三一国际共享农场了解养蜂技术。赵林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
宇坤）近日，“四川夹江茶叶出口中亚专
列”首发仪式在成都铁路国际港举行。首
趟夹江茶叶出口中亚专列从铁路港出发，
启程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据悉，近年来，四川省加大了精制川
茶的海外市场开拓力度，以夹江为代表的
茶叶主产区“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
2020年，四川茶叶出口量、货值同比分别
增长150%、70.6%。今年1-3月，因乌兹别
克斯坦等中亚市场对四川绿茶需求增长

的拉动，全省出口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
224%、71%。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
响，绿茶出口通道受阻问题突出。四川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由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牵头，联合商务厅、成都海关、青白江国
际铁路港管委会及夹江等茶叶主产区政
府部门多次会商，推动及时增开四川绿茶
出口中亚固定专列。这是四川省历史上
首次茶叶专列开出国门，将进一步促进和
扩大川茶出口规模，并为四川农产品出口
发挥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四川茶叶专列驶出国门

近日，第十一届江苏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会吸
引了德国、荷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机构及企业的关注。图为荷兰贸易促进委员
会南京代表委员理查德与参展商洽谈。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王子涵 摄

□□ 柳苏芸

自 20世纪 30年代以来，美国共形成了 18部农业法案，对国内
农业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支持。通过研究美国农业法案
可以发现，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在商品
计划、资源保护、灾害救助、农业研究和生物能源开发等主要的农业
政策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商品信贷公司究竟是个什么公司？
支持农民的钱从哪儿来？跟美国农业法案到底什么关系？让我们
通过四个问题一探究竟。

商品信贷公司因何而生

20世纪30年代前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跌，
又逢干旱和大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美国农产品大幅减产，农民收入严
重下滑。在此背景下，美国第一部农业法案颁布，该法案包括“农业
调整”和“农业信贷”两部分内容，旨在通过削减作物面积和实施价
格支持来控产量、促增收。为了保证政策效果，1933年10月17日，
时任总统罗斯福依据《工业复兴法》签署 6340号行政令，在特拉华
州成立商品信贷公司，用以稳定、支持农民收入和农作物价格。商
品信贷公司的第一笔贷款业务是为美国棉花种植户发放高于市场
价格的无追索权贷款。

商品信贷公司归谁管理

商品信贷公司最初是由资助其业务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
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管理和运作，同时受美国农业部部
长的监督和指导；到 1939年 7月 1日管理权被移交到美国农业部，
由美国农业部部长任董事长；1948年 7月 1日根据《商品信贷公司
宪章法》，公司由特拉华州公司转变为联邦政府公司，并入美国农
业部直接管理，成了一家完全由联邦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

目前，商品信贷公司没有独立的工作人员，都是由美国农业部
的雇员来开展工作，其行政职能划归美国农业部负责各法案计划
的机构。例如，国内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主要通过农场服务局
（FSA）的人员实施，国际事务由海外农业服务局（FAS）和美国国际
开发署（USAID）实施，自然资源保护主要由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局
（NRCS）实施，当然，美国农业部的其他机构也可以执行商品信贷
公司的方案。

商品信贷公司支持农民的钱从哪儿来

成立之初，商品信贷公司的股本有 300万美元，由 3万股面值
100美元的股票组成，股本几乎全部都是国会拨款。1936年，重建
金融公司又购买了 9700 万美元的公司股票将资本金增至 1 亿美
元。目前商品信贷公司可支配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借款；其中，
自有资金包括1亿美元的资本金、国会的临时拨款以及其日常销售
和其他收入。

成立初期，商品信贷公司没有借款的权限，1938年以后商品信
贷公司可以在国会规定的限额内，从美国财政部借款资助其项目
实施，且借款的权利是永久性的。自1987年以来，商品信贷公司的
借款权限为300亿美元，主要用于执行《宪章法》和其他农业法案授
权的方案。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商品信贷公司每年需要向国会提交财务预算和决算。
当发生净支出时（如收入不足以弥补其贷款费用），需要提交国会获得拨款，以补
充其借款权的限额。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商品计划里，在商品信贷公司最终处
置（销售、出口或捐赠）资产之前，该项贷款不被视为“净支出”。

商品信贷公司这几年运行得怎么样

长期以来，随着农业法案对农业的保护程度越来越高，商品信贷公司的借款
权利也越来越大。国会可以通过直接修正《商品信贷公司宪章法》或者直接限制
商品信贷公司的用途 来 改 变 美 国 农 业 部 的 自 由 裁 量 权 。 美 国 国 会 于
2012-2017财年限制了商品信贷公司资金的自由支配用途。2018财年，国会取
消了这些限制，并允许额外的自由裁量使用，特朗普政府利用了商品信贷公司
的广泛权力和自由裁量权，直接增加了几十亿美元的额度进行商品购买，以应
对贸易摩擦的反制措施。例如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批准了120亿美元的“贸易
援助一揽子计划”，2019年又批准了 160亿美元的贸易援助。2020年 4月 21日，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国国会将 2020年商品信贷公司的授权额度提高到
675亿美元。由于近年来美国农业部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商品信贷公司的借款
额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20年 11月，就有国会参议员呼吁将其长期的借贷权限
提高到500亿美元。 （稿件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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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川萌子

滕雅楠 译

日本静冈县挂川地区是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认证的地区之一，由挂川市、菊川
市、岛田市、牧野原市和川原町 4市 1町构
成。根据“茶草场农业法”传统耕作方法，
该地区培育出具有当地特色的茶叶。

所谓“茶草场农业法”，就是将草割下后
晾干铺设在茶园田埂的耕作法。每年秋冬
季，从茶草场收割芒草和细竹等，捆起来晾
干剪断，在深秋至冬季的期间铺设在茶园田
埂。另外，区域不同，操作方法不同，有的地
区把未剪断的干草直接铺设于田间。

茶草场里收割的代表性草类植物是
芒草，芒草铺设于田埂间后，要经历 10 至
20年才能分解到土壤中，芒草分解后的土
壤非常细软，手一碰就散落，所以采用“茶
草场农业法”耕作的草场，土壤柔软且保
湿性好，能够覆盖到茶树的根部滋养整个
树干。

茶草栽培法还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土
壤条件，通过支持土壤中微生物的生长来
改善土壤质量以及将茶草分解成堆肥。
它具有防止土壤流失和控制坡地茶园杂
草生长的作用，并且对提高茶的质量也有
积极作用。

“茶草场农业法”带来生物
多样性

由于每年秋天要除草，茶草场可以维
持各种生物生存。在茶草场栖息着 300多
种动植物，既有固有物种也有濒临灭绝的
物种，还包括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物种，比

如翅膀退化为成虫却无法飞行的“松果蚱
蜢”和濒临灭绝的“巢鼠”等。

由人工维持管理的草地环境被称为
“半自然草地”。人工割草，乍看之下似乎
是破坏了自然，但实际上，如果不除草的
话，生存竞争很强的植物就会生长茂盛，
能够生存的植物种类反而会减少。另一
方面，每年定期除草，高大的植物不会生
长过于茂盛，阳光可以照射到地面上，各
种各样的植物都可以共生。因此，在草地
上可以生活许多动植物，形成了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

在农民积极生产高品质茶叶的努力
下，传统“茶草场农业法”传承至今，在维持

“半自然草地”的茶草场同时，保护了生物
多样性。因此，“茶草场农业法”被评价为
既能生产出高质量的茶又能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高价值农业文化，2013年5月被认定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日本国内，这是
继新潟县佐渡市、石川县能登地区之后的第
三次认定。

品牌化推进

基于“茶草场农业法”的继承要求，为
了维持茶草场的多样生态系统以及振兴地
域产业等，静冈县挂川地区4市1町设立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静冈的茶草场农业
法”推进协议会（以下称为“协议会”）。

协议会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
后的 2013年 9月，设立了将致力于“茶草场
农业法”的生产者认定为“‘茶草场农业法’
实践者”的制度。截至 2021年 2月底，作为

“‘茶草场农业法’实践者”而被认定的农户
数为 434户，茶园面积为 1047公顷，茶叶草
场面积为381公顷，“茶草场农业法”在下一
代继承的基础正在扩大。

同时，从 2013年 10月开始，销售用“茶
草场农业法”制作的标有“生物多样性贡献

度表示贴纸（通称认定贴纸）”茶叶。为防止
出现非正规品，贴着认定标签的商品销售采
用了销售经营者登记制，截至 2021 年 2 月
底，从业者数量达到151家，认定贴纸的销售
张数达到534万张。此外，不仅在静冈县内，
以东京都为首的日本大城市圈的销售商也
广泛使用认定贴纸，为全国消费者送去茶草
场农场的茶。

制定支援制度基本计划

为了使“茶草场农业法”成为可持续
的耕作方法，广泛的认知和支持成为必
要。2017 年 3 月，日本制定基本计划并开
始运用接受企业和个人支援的援助制
度。在这个基本计划中，设立了支援“茶
草场农业法”的支援制度，包括吸纳农业
志愿者、促进企业和农村的交流、培养市
民的意识、推进绿色旅游、强化信息传播
等措施项目。

对于老龄化不断加重的茶农，“茶草场
农业法”所需劳力成为难点。为应对这一
难题，积极吸纳农活志愿者很重要。为了
能够顺利且高效地吸纳志愿者，当地制定
必要事项并进行补助。每年，因为这个制
度，许多企业职员和大学生们作为志愿者
支援茶草场，在“‘茶草场农业法’实践者”
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此外，协议会以提高“茶草场农业法”
的认知度为目的，于 2017 年 5 月制作“茶
草场农业法”应援标志。应援标志不仅可
以用于茶制品，还可以被支持“茶草场农
业法”的个人和企业广泛用于宣传册、帽
子、招牌等。

宣扬茶草场魅力

在静冈县挂川周边地区的 4市 1町，传
统性地进行“茶草场农业法”被认定为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当地从事茶产业的

人和进行茶草场研究、保全活动的居民来
说，成为被大众发现其魅力和价值的契
机。而且，当地居民对所从事的产业和活
动充满了自豪。

2019 年，在静冈县三年一度的国际
茶盛典“2019 世界茶节”，对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和静冈的“茶草场农业法”
进行宣传。这是日本第七次举办世界
茶节，每年举办“春之祭典”和“秋之祭
典”，共有 26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5 万人
到场。在 5 月新茶时期举办的“春之祭
典”上，认定地区 4 市 1 町每日交替出场，
各市町的“‘茶草场农业法’实践者”展出
精 心 制 作 的 当 年 新 茶 ，举 行 试 饮 和 售
卖。在 11 月举办的“秋之祭典”上，与茶
叶相关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地
区一起举行展览，向来访者宣传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及“茶草场农业法”和
各县独特丰富的茶制品。另外，在大学
及研究机关的协助下，在“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研究成果发表展示”上展示
茶草场农业法研究成果，包括对被认定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
性和茶的品质等领域进行的广泛调查
和研究。

除此之外，每年还与其他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认定地区联合在首都圈等地举
办展出，努力提高“茶草场农业法”及世界
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度。

截至目前，在日本多所大学及研究
机构中，都有科研人员以“茶草场农业
法”作为研究对象。茶草的使用对茶园
土壤保水性改善、周边地区的气象环境
影响等信息整理和分析均取得了有益
成果，期待有更多科研力量投入到茶叶
生产技术改善和茶产业增值发展中。

（作者单位：日本静冈县经济产业部农
业局茶振兴科世界绿茶办）

绿茶种植与草地管理相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日本静冈传统茶-草复合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