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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从农村转向城市落地发展，迫使城市人口急剧上升，农村开

始出现贫困村、千面村、空巢村、留守儿童村等现象，本文以六郎镇官巷村的乡村景观更新改造为例，

充分考虑当地的乡土文化、建筑风貌以及未来的规划，从乡村景观更新改造再设计为切入点对官巷村的

景观现状和发展进行探究。在尊重当地自然风貌的基础之上将设计融入其中，以促进官巷村的经济发展，

提高地区人民幸福指数，同时也对我国乡村更新改造的一般策略和方法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 

美丽乡村，景观设计，乡村振兴，资源保护与再利用 

 
 

Design for the Renewal and Renova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  
Taking Guanxiang Village in Wuhu City as an 
Example 

Lulu Cheng, Weiqin Xu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Anhui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uhu Anhui 
 
Received: Sep. 15th, 2023; accepted: Dec. 8th, 2023; published: Dec. 15th, 202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y, people have shift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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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areas to urban areas, forcing a sharp increase in urban population. Poverty stricken villages, 
Qianmian villages, empty nest villages, and left behind children’s villages have emerged in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ural landscape renovation and renovation of Guanxiang Village in Li-
ulang Town as an example, fully considering the local culture,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future plan-
ning, exploring the current landscap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Guanxiang Village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rural landscape renovation and redesign.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local natural 
landscape, design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it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anxiang 
Village, improve the happiness index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also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general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rural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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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景观是指以乡村自然景观为背景，由乡村地区的聚落为核心，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景观

环境综合体，反映了人对自然进行改造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1]。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发展”[2]。美丽乡村的主要内涵就是要确保乡村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仅要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同

时也要保证乡村自身的文化传承与发扬。对于农村的建设而言，这不仅关乎到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更

关乎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美丽乡村”概念的提出也是将乡村的发展放到了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上，

然而在乡村改造设计提升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例如：“毁灭性破坏”、“众村同面”、“文化

流失”等问题。作为中国人民的基因库，乡村已经失去了它的文化身份和村民的“乡愁”。脆弱的文化

和退化的环境阻碍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且作为一个中心建筑发挥不了相应的作用，这对于乡村景观的

生存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让村民拥有一个美丽的环境，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2. 国内外相关案例的研究和实施概况 

2.1. 国内案例研究现状 

在国内关于对乡村的景观规划与改造提升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处在一个需要继续提升的层面，再加上

基层政府缺乏相关人才并且没有系统的整治措施，所以目前美丽乡村的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相关的理

论支持还较为薄弱。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经历了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主义

探索时期，我们国家的乡村一直都存在积贫积弱、古建筑破损和“假大空”的现状。但随着国家的不断

发展，综合实力的提高以及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我们开始逐步意识到乡村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

问题。无序的规划没有考虑到乡村今后的发展；人员的流失导致乡村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

老人的聚集地；资金和人才的缺乏，使得农村发展很缓慢；再加上时代的发展，经济好转，农村的白色

垃圾也开始逐渐增多，垃圾堆放使得农村环境大打折扣，对周边的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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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乡村大多数是没有经过规划设计的，占地面积随村内人员而有所变化且在农村里经常出现乱

搭乱建的现象，这不仅会使得乡村自身没有发展方向，还会使得乡村人员越来越少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城

市的发展。正确认识乡村改造在不同空间层次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就会让乡村振兴的更新改

造计划拥有更好的实现基础。 
随着近几年来出台的相关政策和倡导美丽乡村建设，国内也出现了相关学者的实地案例研究方案，

并且还开展了关于乡村的更新改造研究交流研讨会。例如刘娜的《美丽乡村空间环境设计的提升与改造》、

陈前虎的《乡村规划与设计》、南雪倩的《建筑师的乡村设计：乡村建筑保护与改造》等著作。这些论

述是对乡村的更新改造进行了一个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梳理。同时也有一些以地方案例为研究对象的方案，

像陆羽荣是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研究美丽乡村背景下如何发展乡村旅游带动经济增长，对湖州市的乡

村旅游所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作了具体分析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在此案例的基础上也对我国乡村

旅游业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与研究。黄克亮的研究是基于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选取了广

州城中村作为考察对象，其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推进广州的现代化美丽乡村建设。 
针对上述研究成果，可将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并综合统筹城乡发展，为乡村建设注入

新活力。 

2.2. 国外相关案例研究现状 

国外由于发展较早，地广人稀，自然生态环境较好，在景观方面的规划就要早很多，欧美经济相对

发达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于“景观生态学”、“景观城市理论”的应用进行了相对细致的研究，并且在

乡村景观的规划与改造设计中也进行了相应的实践。这些国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成

熟的理论，整套理论对当时的乡村景观发展和资源保护再利用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相对欧美国家来说，

亚洲国家对于这类研究还要再晚一些。在一众欧美国家中，最早开始的国家当数德国。德国村庄的发展

是属于循序渐进性的，它是将乡村的治理建设工作看作为一项长期的社会实践。在 20 世纪初期，政府通

过调整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对村民的行为做出规范，对乡村的改革进行引导，逐渐将乡村的发展推向

繁荣[3]。德国村庄的更新周期虽然比较漫长，但是对于它所发挥的价值和与之起到的作用都是意义深远

的[4]。这种对村庄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更能使乡村保持活力和特色。通过设计将农村的各个部分重新定

义，分别赋予休闲、娱乐、展览、集散、农作等全新的职能。在德国有些邦还推出了“关于农村有机更

新再造再生规划规范”，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将乡村的建设与土地整治和利用、空间结构

调整与优化，环境美化与生态修复、文化建设及乡村旅游开发相结合统一进行乡村景观的规划建设，并

通过法律监督手段使其实施，这些便成为了较早时期的能够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对乡村的景观规划与改造

提升进行研究论述的相关理论[5]。 
美国农村面积约占总国土面积的 95%，但是在农村居住的人口只有全国人口的 1/5。美国的农村规划

特别注重景观的生态与当地文化的互相融合，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平衡的可持续发

展的乡村生态区。他们将地域特色作为发展重点，作出发展规划的分期目标，对重点的场地区域进行特

色化设计。例如在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中，通过大众参与来推动场地特色的发展。当地的政府会事先召开

会议征得农民同意，在获得认可后开始实施计划。例如美国芝加哥北部的村庄，在景观规划中融入了生

态建设的理念。 
综上所述，结合这些案例对中国乡村建设的现状给予了建议，一是坚持生态保护原则，二是重视乡

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我国由于长时间的滞后发展导致的基础建设不完善和村落破旧很难让人们再次

返回家乡，但通过更新改造解决这些问题，让人们重返乡村创造财富是一件多么有创造性的事情。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398


程璐璐，徐伟琴 
 

 

DOI: 10.12677/design.2023.84398 3222 设计 
 

3. 官巷村前期调研与分析 

(一) 前期调研 
项目选址定在芜湖的官巷村，村落属于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六郎镇，地处芜湖市的东南方向。周围

环绕着青弋江、水阳江和赵义河，与花桥镇、方村镇以及鸠江区的清水街道相连。六郎镇官巷村地势平

坦、交通便捷、水网密布，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环境宜人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官巷村四面环水，从空

中往下俯瞰，整个村庄犹如一条在河里畅游的鲤鱼。周边自然景区较多，生物资源较为丰富，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如图 1)。 
 

  
 

  
Figure 1. Landscape of Guanxiang village 
图 1. 官巷村风貌① 

 
(二) 官巷村相关问题梳理 
1) 乡村文化缺失，场地功能不明确 
官巷村的形成与当地的地域环境和民俗风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些关联之下让乡村与

乡村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但现如今官巷村的规划设计中往往忽略了关于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问题，仅仅关注村庄的外立面的更新迭代。同时官巷村的环境由于缺乏相关人员的管理而变得脏乱，场

地内节点空间也失去了相应的使用功能，从原来的自维护、自管理变成了无序化的乱发展。 
2) 规划不合理，景观环境堪忧 
时代的不断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也日趋紧迫，我国新农村建设也越发形成气候，但在城镇化的

风潮下逐渐形成了片面模仿城镇建设规划建设的模式，造成广大农村地区的规划建设逐渐丢失了原有的

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千篇一律的尴尬模式。同时官巷村中的空间规划缺乏统一，村民自拆自建现象造成

的建筑布局不合理，空间结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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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滞后，资源利用不充分 
美丽乡村的建设不仅是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进行的改造，同时也是对经济发展所做出调整的。官

巷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往往过于单一，以农业为主，缺乏多元化的产业发展，这使得乡村经济容易受到自

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的科技设备和技术手段普遍不足，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

量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乡村地区的发展条件较差，很多有才华的人才选择离开乡村，前往城市发展，

这对乡村产业的长期发展构成了威胁。 
(三) 设计理念与策略 
新时代美丽乡村的更新改造，不仅是当代我国实现民生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乡村发展的任务[6]，

利用景观设计来帮助官巷村实现村落新发展，主要表现为通过优化设计村子的公共空间来塑造一个新的

有机整体空间系统。用景观设计来改善村子的现状，提升整体空间效益，增强景观在空间中存在的意义，

让周围的人们愿意来此消费，扩大官巷村知名度，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建设美丽乡村。 
1) 本土植物的保护与环境改造 
官巷村的规划建设，应按照村落自然生长的规律，延续村落的自然肌理，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相同

的联系，并且按照地域特征和实际需要规划道路交通流线、功能分区。围绕以上两点进行方案的构想，

使新与旧呈现和谐统一的局面。使新村落与古村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空间延续、机理脉络上呈现自

然生长的状态，同时在功能布局上又要区别于旧村落，使新社区从多方面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规

划中要重视乡村自然树林植被的规划、保护与修复工作，对于原有湿地、洼地等生境进行保留，村子中

的古树名木、绿地系统和水系要设立责任保护制，统一规划与合理利用。 
2) 乡村生态修复 
本地的乡土植物相较于外来的植物对于官巷村的地理环境和土壤结构都具有良好的适配性，可以很

好的在当地生存。建设官巷村乡土特色的乡村景观不仅能让人们在空间中找到危机同时也能保护当地的

生态环境和物种的多样性。要在保证原有生产的基础之上，对乡村农田景观进行梳理、整合，适当改造，

形成特色景观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构建生态廊道示范区，对于已经破坏的生态廊道加以修复，减轻生态

压力，划定保护红线，因地制宜的进行科学规划，形成主要节点空间与生态地块相互交织融合的空间结

构，始终坚持以营造生态修复为主，景观盈利为辅的生态空间。 
3) 嵌入体验式旅游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将文化体验、农业发展、田园生活三者集中在一起统一发展，三种要素之间相辅相成又各

自独立，构建出一套符合当地发展需求的体验式乡村旅游基地。官巷村是一个具有乡土特色的村落，是

很容易吸引人们前来游玩打卡的。这种与城市景观不同的特色化差异，有着独特的魅力，蕴含很深的发

展潜力和良好的商业价值。特殊的“体验式”旅游资源，是一种可塑性较强的旅游产品，将乡村合理规

划和改造后，就要很好的保护其原有的乡土特色，让其发挥出最大的生态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

促进乡村发展，实现城乡统筹。 

4. 乡村公共空间更新改造策略 

乡村公共空间是指村子中由道路、聚集地、房前绿化等点线面状空间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人工景

观。面状空间是场所氛围的营造也是构成乡村公共空间的主要空间，它主要由历史更迭下的场地变化、

村寨中的房屋建立、人文气息的流传以及人工景观元素等等组成，是村子场地外轮廓的整体呈现；点状

空间主要是聚集地、节点空间的环境氛围营造；点状和面状空间主要是通过线状空间中的交通流线进行

沟通连接。作为村庄的空间肌理支撑了村落的脉络、方向，通过街巷的起承转合变化公共空间效果。考

虑到官巷村物质空间在整体性原则下，以及综合的设计，对点、线、面空间提出可行性的优化更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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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 点状空间 
乡村中的点状空间主要是一些娱乐性和政治性的公共空间的集中表达，主要表现为村子中的居民建

筑、古树老宅、公共广场以及村子入口标识等等。 
祠堂、戏台类的公共建筑是整个村子的精神寄托，是宗族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集中体现。这些建筑作

为物质载体在空间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存在。我们应该使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对其进行修复改造，在保

持建筑本身的文化特征外注重其与整体场地氛围的真实性，让来往过客在前来欣赏的同时感受到文化的

流动。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强维护和修缮工作，让其能够成为村落文化展览和的场所，将保护与发展落到

实处上。 
公共广场按功能可以分为生活型和祭祀型两类，这种广场一般都是开敞式和半开敞式的空间节点。

场地内可采用乡村本土材料对地面空间进行整体铺装，在周边围合限定小广场，让人们进行欣赏和游憩。

地面上的铺装也可与现状的路铺装相结合，利用不同的材料肌理来体现乡土风情。道路两侧和小广场的

围合可用不同的植物进行引导和分割，同时也能采用一些特色构筑物和具有特色的乡土物件来增强广场

的趣味性和特色文化。 
(二) 线状空间 
线状空间是场地内的交通流线的集中表达，主要是道路和水系空间等等的组合。线状空间承载着沟

通交流和连接场地节点的作用，是整个村子的脉络结构。 
街道的开放性和便利性使其成为村民平常交流闲谈的重要场地，是多数以口头传播的活动发生地。

因此在传统村落的规划设计中不仅要满足村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空间的需求，也要满足街巷空间对文化传

播、传承与发展的需求。场地内的主要道路宽度不小 6 米，保证车辆能够顺畅通过，主道路两侧应修建

人行道，建议人行道宽 1.5 米，保障村民出行安全和便利。较为集中紧凑的居民点内的道路可以采用有

机凝胶材质铺装，主要道路的路面可以采用水泥混凝土进行铺设。次要道路可采用环保渗水材料，步行

道路可采用本土的砖块或碎石材料铺装，减少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体现乡土风貌。村民的宅前绿地以

及过道两侧可以种植乡土树木和花期较长的花草美化环境，村子主干道和居民楼两侧应设置太阳能节能

灯，保证村民夜晚出行安全便捷。 
青弋江的河水贯穿整个官巷村，是村子空间结构的主线，也是连通百家聚气凝财的体现。河流是一

个自然聚集的地方，可以通过水流的引力吸引人们靠近并形成聚落。在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河流能带来

持久的生命力，成为风水中的水龙头，给人们带来祝福和财富。在村子中要注意保持原来的河道形状以

及河流流向，注重道路铺装材料和亲水空间的布局。在比较危险的河段增加防护栏杆或是使用当地的本

土木材和竹子在较为危险的临水区进行遮挡。加强对于村寨中古桥古栈道的保护工作，减少水泥板桥的

参与度，减少人工参与，保持整体水系风貌的完整性和生态性，并且在日常中加强对于古桥的加固和修

缮工作。利用植物和微生物，恢复水系原本生态，保障水系的贯通和清澈，统一管理和下发文件，限制

生活污水颜料和各类污染物的随意排放。 
(三) 面状空间 
面状空间主要是体现在生活的居民建筑空间和村落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自然景观空间。 
良好生态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生态宜居是美丽里乡村建设的内在要求。首先需要大力开展植树

造林、绿化祖国建设活动。将围绕村庄道路、空隙地等区域进行绿化、美化、净化。池塘和田地是村落

生态中的重要部分，应当保留和更新设计。在池塘和田地上可以设计乡村植物采摘体验园。村域绿化乔

木及灌木要有刺槐、梧桐、榆树、平柳、垂柳、松树、雪松、香樟、石楠、女贞、黄杨等等树种。种植

本地树种占农村绿色树种使用量的 75%以上，营造了更好的绿色氛围，创造了一个美丽宜居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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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庭院内栽有梧桐、海棠、月季、蔷薇、紫藤、葡萄、凌霄等不同种类的花草树木，家家户户堪称花

园式民居。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美丽乡村更新改造设计的思考与延伸，了解到了当下人们对于追求美好

生活的愿景。通过对官巷村场地的更新改造和相关措施以此带动当地发展。同时通过研究相关案例认识

到了如何提升乡村公共空间，深度挖掘内在因素和文化特征。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更新改造设计面临更

多的挑战，既要保护好现有的乡村文化特征，又要满足新时代人们日益变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这

要求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中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在设计中要深入了解当地的环境和现实

社会状况，避免设计中忽略保护与更新的任何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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