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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性的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

朱维钰
邵阳市规划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 邵阳 4220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域性乡村景观的保护与发展成为重要议题。本研究以湖南为例，深入探讨了

乡村景观的类型、特点、价值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基于地域性的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策略。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

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及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等措

施，旨在实现湖南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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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乡村景观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

着丰富的自然与人文信息。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

展，乡村景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本研究旨在

探讨地域性乡村景观的保护与发展策略，以湖南为例，通

过综合分析其景观特点、价值及面临的问题，提出切实可

行的保护与发展路径，旨在促进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弘扬地域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1 湖南乡村景观概述

1.1  湖南乡村景观的类型与特点
湖南乡村景观类型丰富，各具特色。自然景观方

面，湖南地处丘陵与平原的过渡带，三面环山，中部多

为丘陵和盆地，这使得湖南拥有山林、水域、农田等多

种自然景观。山林茂盛，绿意盎然，为乡村景观增添了

自然与野趣；水域方面，湘江、资江、沅江等多条河流

以及洞庭湖等湖泊，为乡村景观注入了灵动与活力；农

田则呈现出四季变换的田园风光，从春播到秋收，展现

出一幅幅生动的农耕画卷。人文景观方面，湖南乡村保

存着大量的古村落、传统建筑和民俗文化。这些古村落

历史悠久，建筑风格独特，如土木结构的民居、青瓦屋

顶的古宅，与周围的田园风光相得益彰，形成了独具魅

力的乡村景观。此外，湖南的民俗文化也极为丰富，如

湘西的苗族鼓舞、湘南的瑶族盘王节等，都是乡村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湖南乡村景观的价值体现
湖南乡村景观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从生

态价值来看，乡村景观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有

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同时，乡村景观还能调节气候，

保持土壤肥力，为农业生产提供有力保障。其次，从文

化价值来看，乡村景观承载着湖南的历史变迁，体现了

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古村落、传统建筑等更是乡村文

化的瑰宝，对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再

者，从审美价值来看，湖南乡村的宁静田园风光和优美自

然风光，让人心旷神怡，成为许多游客心中的旅游胜地。

最后，从经济价值来看，乡村旅游的兴起为当地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2 湖南乡村景观面临的挑战

2.1  城市化扩张与不合理开发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资源日益紧张。

为了满足城市扩张的需求，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这不

仅导致了乡村自然景观的大规模破坏，也使得原本和谐

共生的乡村生态系统遭受重创。原本郁郁葱葱的田野、

错落有致的村落被高楼大厦和工业化设施所取代，乡村

的田园风光逐渐消失，其独特魅力大打折扣。更为严重

的是，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渗透，使得乡村的传统

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面临被同化的风险。随着电视、网

络等现代传媒的普及，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

逐渐影响到乡村，传统习俗、节日庆典等文化元素逐渐

被淡化，乡村的独特性和个性逐渐模糊，甚至在某些地

区出现了“千村一面”的现象。

2.2  过度开发与生态破坏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一些地方对乡村资源进行

了过度开发。大规模的开山采石、围湖造田等活动不仅破

坏了自然景观的完整性，还严重损害了生态环境。水土流

失、水源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接踵而至，使得乡

村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和健康。乡村旅游的兴起虽然为乡村带来了发展机遇，但

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规划也导致了游客量激增带来的环境污

染和生态压力。大量游客的涌入超出了乡村环境的承载能

力，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问题凸显，乡村的宁静与和谐

被打破，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峻。

2.3  人口流动与传统文化衰落
农村人口的快速向城市流动，使得乡村劳动力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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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大量农田被荒废，农业生产陷入困境。这不仅影

响了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加速了乡村景观的衰

退。留守在乡村的多为老年人，他们由于年龄、教育程

度等因素的限制，缺乏保护乡村景观的意识和能力，乡

村景观的保护和维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同时，现代文

化的冲击使得传统技艺、民俗活动等乡村文化瑰宝面临

失传的危机。年轻一代更倾向于接受现代生活方式和文

化娱乐，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缺乏兴趣和动力，

导致传统技艺逐渐失传，民俗活动日益减少，乡村文化

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大打折扣。

3 基于地域性的湖南乡村景观保护策略

3.1  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规划
科学合理的乡村规划是乡村景观保护的首要任务。

在规划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湖南乡村的自然条件、人文

历史和经济基础，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1）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首先，要
从全局出发，将乡村规划纳入区域发展的整体框架中，

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考

虑乡村的自然条件，如地形、气候、水文等，以及人文

历史因素，如历史遗迹、传统建筑、民俗文化等，确保

规划内容符合湖南乡村的地域特色。同时，还要充分考

虑经济基础，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制定符合

当地实际的产业发展规划，为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1]。（2）加强规划的执行力度，确保规划落
实。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加强规划的执行力度，

确保规划内容得以有效实施。政府应建立健全规划执行

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要求，加强监督和考核，确

保规划内容落地生根。同时，要加强规划的宣传和教

育，提高村民的规划意识和参与度，形成全社会共同维

护乡村规划的良好氛围。

3.2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提升湖南乡村的生态品质，为乡村景观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1）加大对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修复力度。要加大对森林、水域、农田等生态系统的

保护和修复力度，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对

于森林，要实施严格的保护制度，防止乱砍滥伐和森林

火灾等破坏行为；对于水域，要加强水质监测和治理，

防止水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于农田，要实施农田保护制

度，防止土地退化和非农化现象。（2）推广生态农业和
循环农业。要推广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等可持续的农业

生产方式，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降低农

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

可以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农业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2]。（3）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对于已经遭受破坏的
生态系统，要积极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如神农谷村

就通过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有效提升了水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通过人工湿地、生态护岸等工程技术手段，恢复

水体的自净能力和生物多样性，为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3  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传统文化是乡村景观的灵魂。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工作，确保湖南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得

以延续。（1）加强对传统建筑、民俗文化、传统技艺等
的保护和修复。要加强对传统建筑、民俗文化、传统技

艺等文化元素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对于具有历史价值的

传统建筑，要实施严格的保护制度，防止拆毁和破坏；

对于民俗文化，要通过举办民俗活动、传承传统节日等

方式进行弘扬和传承；对于传统技艺，要通过培训和传

承等方式进行保护和传承。（2）提高村民的文化认同感
和自豪感。要通过举办民俗活动、开展文化教育等方式

提高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通过组织文艺演出、

展览、讲座等活动，让村民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自己

的传统文化和乡村景观，增强对乡村文化的自信心和归

属感。（3）发展生态旅游，形成产农旅融合态势。要
结合湖南乡村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产

业。如神农谷村就通过结合客家文化，发展生态旅游产

业，形成了产农旅融合的态势。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不

仅可以带动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可以促进乡村文

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同时，还可以提升乡村景观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乡村

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基于地域性的湖南乡村景观发展策略

4.1  发展特色产业
特色产业是乡村经济的生命线，湖南乡村应根据其

独特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文化特色，打造独具一格

的产业品牌。（1）依托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文化特
色。湖南地处南方，拥有丰富的山林资源和四季分明的

气候条件，为农业种植和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

境。以神农谷村为例，该地位于高山区，光照充足，温

差大，适宜种植高山黄桃、奈李等特色水果。这些水果

以其甜美的口感和极高的营养价值在全国市场上赢得了

广泛的认可，为神农谷村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此

外，湖南还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张家界的山水、

凤凰古城的历史建筑、以及多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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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为湖南的乡村旅游产业提供了无限可能。（2）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在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同时，更要注重

农产品的品牌打造和文化挖掘，提升其附加值。以湖南

的特色水果为例，可以引入现代化包装设计和冷链物

流，让优质的水果能够以更佳的形态和更快的速度抵达

全国消费者的手中。同时，可以结合地方特色文化，将

农产品与文化相结合，打造出既有品质又有文化底蕴的

品牌形象。这不仅可以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能

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3]。（3）以神农谷村
为例。神农谷村不仅因特色水果而名声在外，还因其绿

色、环保、健康的乡村理念赢得了众多游客的青睐。这

里的水果产业已经成为全国的一张名片，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游客前来观光采摘，为神农谷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活力。

4.2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乡村发展的关键所在。改

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农民提供更加宜居的

环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石。（1）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要加强乡村道路的修建和保养，提高交通便利性；

要加强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民的生

活便利程度。在神农谷村，道路的拓宽和硬化使得村里的

农产品能够更加快速地运出，同时游客也更加容易进入。

同时，通过加强通信网络的建设，村民可以更好地接触

外面的世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服务。（2）推进环境治
理，打造生态宜居乡村。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居住环境的

重要手段。要通过推进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等

工作，使乡村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成为村民心中理想的居

住地。神农谷村在实现“脏、乱、差”向“洁、美、齐”

的转变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更吸引了大

量游客前来旅游，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3）以神
农谷村为例。神农谷村的环境治理成效显著，村民们自发

参与到垃圾清理、道路美化等公益活动中，形成了良好的

村风民风。村里的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已经成

为游客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4.3  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重

要途径。将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相结合，可

以形成一系列新兴业态，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

力。（1）将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相结合。结
合乡村特色农业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如水果采摘园、

农家乐等，吸引游客前来体验田园生活。同时，可以利

用乡村的文化资源，举办文化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参与

体验。还可以与教育机构合作，开展农业教育研学活

动，让学生们在体验中了解农业知识，感受乡村文化的

魅力。（2）如神农谷村实现产业融合。神农谷村在这一
方面走在了前列。他们不仅依托高山黄桃、奈李等特色

水果产业，还积极发展了与之相关的乡村旅游和农产品

加工业。通过举办水果采摘节、农家乐体验等活动，吸

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同时，他们还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将特色水果销往全

国各地，进一步拓宽了销售渠道。在产业融合的过程

中，神农谷村还注重了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他们利用当

地的客家文化资源，打造了独特的乡村旅游品牌，吸引

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同时，他们还积极传承和保护传

统技艺，如手工编织、剪纸等，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更多

的文化内涵。

结语

综上所述，地域性乡村景观的保护与发展是乡村振

兴的关键所在。通过科学合理的保护与利用策略，不仅

能够有效维护乡村景观的独特性和生态价值，还能促进

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未

来，我们应继续深化地域性乡村景观的研究，探索更多

创新性的保护与发展模式，为构建美丽宜居、和谐发展

的乡村环境贡献力量，共同迈向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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