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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设计中美丽乡村规划研究

朱 玲* 严 锋

摘 要：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城乡经济一手抓，不落下任何一个，均衡地组织、带动城市与乡村

的经济发展。然而，面对各具发展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农村，“一刀切”原则是行不通的，将不同的村镇打造成统一

模板下的理论产物，无疑会让乡村的发展失去其应有的活力，也会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要牢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积极规划却不过度规划，适当开采却不盲目开采，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过

程中，并非一味地向城市的建设规划标准靠拢，而应该保留自己的特色，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乡村良好建设的道

路上坚持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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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近年来，我国对乡村环境建设和乡村民居建

设开展了详细的规划，全力以赴建设新农村。目前，虽然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存在部分亟待改进

之处。

在城乡规划中建设美丽乡村不仅可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防止生态循环链出现问题，而且可以提升当地居民的

幸福感，提升农民的综合收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另外，建设美丽乡村时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再生资源的开

发、利用，提升当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等。

历史遗迹不被重视

中华上下有五千年的历史。在岁月长河中，不少文化得以积淀传承。有的以精神文明的方式传播下来，还有一些

则通过物质文化的方式得以延续。受到了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各地人不论在精神面貌还是物质基础上都有着不同之

处。然而，随着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一些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在进行乡村规划时，难免会存在轻视或忽视传统文化

的行为，在进行拆除和重建的过程中，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或人们精神象征的文化建筑拆除处理。这些建筑，有可能

是祠堂，有可能是寺庙，还有可能是遗迹。这些建筑的存在，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精神的支撑，也是文化的传承。通过

这些历史建筑，每一位所见之人都可以在其中感受其传递的能量，探索前人的足迹[1]。

环境的美化意识不足

进行美丽乡村规划时，当地居民对周围环境的美化意识不足，无法有效改善周围环境。例如，很多居民会饲养家

禽（鸡、鸭等）与家畜（以猪为主），但在饲养过程中随意堆积家禽、家畜的粪便，不仅产生难闻气味，而且会滋生

蚊蝇，传播细菌。同时，乡村民宅会使用木柴和木炭等必需品，大部分家庭会将物资堆放在院中的角落，不仅影响了

整体民宅的美观，而且不利于日常使用。此外，很多居民对于环境美化的审美程度不高，仅局限于“大体干净”，难

以将环境保护与住宅美观进行有效的规划。另外，在以往的乡村规划中，部分政府过于重视表面工程，未能融入当地

的特色，导致乡村建设缺乏特色。

城乡规划设计存在规划意识不足的问题

一般来说，城乡规划设计任务往往是由政府确定的，而政府开展城乡规划设计工作也是为了符合国家的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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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但其本身对城乡规划设计并不了解，尤其是缺乏科学化的规划意识，主要体现在城乡规划设计工作未能与农村实

际状况相结合，难以实现建设目标。另外，城乡规划设计并未采纳村民的意见，片面地以为设计方案是完美无缺的，

而村民对设计方案并不认可，也就无法积极配合相关的建设工作，使得城乡规划设计难以顺利实施，严重的时候甚至

会发生不和谐事件，再一次制约规划工作的开展[2]。

城乡规划设计面临着资金不足

压力城乡规划设计的实施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如果资金数量不足，而上级领导仍给予规划建设压力，那么施工

人员只好降低建设质量。从当前看，城乡规划设计面临着资金不足压力，主要原因是资金获取途径单一，常见的是政

府的拨款。由于城乡规划设计工程量大，经常发生资金使用超额现象，此时政府的二次拨款难以实现，只能靠农村建

设的经济效益给予支持，但金额微小，且需要多年的管理才能获得，庞大的资金缺口降低了工作的进展速度，施工质

量也有所下滑。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在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的是建设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满足当地人民生产和发展的需求，其

次才是对外拓展。因此，在建设过程中，组织者要明确这一使命，只有当地人的发展好起来，当地才会有更好的发

展。而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正是一个丰富人民日常生活，满足人民发展需要的一个过程。因此在进行乡村建设时，

不可忽略的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的衣食住行变得更加便利。只有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精神文

化和物质生活的需求，人们才能够更加充满干劲地投入到生产生活中去。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可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

加便利，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坚实基础。从已有的成功的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来看，其飞速发展离不开前期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为了实现乡村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3]。

保护乡村历史文化

在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明确经济的建设不是一味地对于新鲜事物的追寻，对于过去的事物要采取尊重和接

纳的态度。面对一些传统文化和传统建筑，绝不能为了与外界保持一致而对其进行损坏与拆毁。一座好的文化建筑，

对于人们来说不只是参观旅游的景点，更是精神的栖息地与庇护所。对文化建筑的拆除是一种浪费与文化破坏。从另

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不具有前瞻性发展目光的做法。保护传统文化，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是在保护乡村的独特性，在

乡村发展的时候为其指明一条道路。文化不应该被遗弃，也不该被伤害。

改善周围环境

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时，改善与保护周围生态环境是其基本的目标与任务。例如，可以从宣传、保护及维持3个

方面入手，加大周围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乡村环境。首先，可以利用板报的形式宣传相关的环境保护知

识，培养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为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制定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并加大惩

罚力度，保障保护工作的有效性。最后，各个部门应积极落实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原则，贯彻生态乡村建设思想，推

动当地生态化发展。此外，当地政府需要推进乡村的基础产业——农业循环发展，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量，

进而减轻污染。例如，当地政府应建立相关的废弃物处理机制，同时鼓励当地居民合理利用废弃物，如将牲畜的粪便

用于施肥等，以减轻环境污染[4]。

实施有效的乡村文化保护策略

地域面积广阔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其也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地域文化，尤其是乡村文化最为难得，需要做到顺利传

承。所以，乡村布局规划工作不得任意实施，尤其是对地域文化开展保护策略。初步研究发现，乡村拥有着无尽的文

化遗产，在开展乡村布局规划工作时，需要最大化维持文化遗产的原貌，使得文化遗产成为乡村文化的特色，鼓励更

多人去继承文化遗产，去创建美好乡村[5]。

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

具体可以通过农村广播、宣传报的方式传播加强环保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处，也可以定期开展有关环保的

专项全村大会。通过这种方法加强对环保的认知，从而提高农民保护环境的意识。大力发展循环农业。进行细致的

垃圾分类处理，将生活废料加工处理，变废为宝。将垃圾运输填埋都需要处理成本，这样做可以部分垃圾农村自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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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降低资金的消耗。与此同时，可以建立环保的专项基金，为促进农村保护生态环境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建立健

全的环保机制。在乡村里设置相应的环保部门，各部门之间要对环保中所存在的问题积极听取村民们的建议，在此基

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环保制度，保证制度的有效落实[6]。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需要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对乡村住宅进行合理规划布局，保护乡村整体

的生态环境，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及特色产业，以有效推动乡村发展。合理规划农村特有的空间，突出乡村建设的特

色，对居民住房的合理规划能够使农村空间尽可能利用起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来建设农村，促

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建立合理的相关机制，整治乡村的生态环境，尽最大可能保证机制的有效落实，能使村民

之间相互监督，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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