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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下乡助力，探索大城市近郊区农村发展新路径
——以西绛州营村为例

文志明
北京东方华脉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北京�100000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城市近郊区的农村面临着转型与发展的挑战。本文以北京市顺义区的西绛州

营村为例，通过对其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和特色优势的分析，提出了一套针对性的乡村振兴方案。该方案围绕村

庄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展开，旨在打造集食农教育、生态农产、休闲旅游、文化展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现代都市休闲农业示范村。通过创新乡村振兴模式、公共空间建设和乡村治理模式，探索了一条“服务兴村、产业富

村、文化塑村”的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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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城市近郊区的农村，既受到城市化的冲击，也拥有

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如何在保护这些资源的同时，实

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1]。本文以

西绛州营村为例，探讨大城市近郊区农村发展的新路径。

1��西绛州营村现状分析

1.1  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状况
西绛州营村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紧邻镇中心区，生

态基底优良。近年来，依托靠近空港工业园区的地理优

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趋势明显。同时，村庄也成为

周边企业职员和村民共享的“第二居所”。然而，村庄

收入来源较单一，主要依赖外出打工和政府补贴。

1.2  特色优势
村庄特色优势显著：（1）产业资源丰富，以种养殖

和加工业为主导，鱼塘养殖、蔬菜与花卉种植均形成规

模化经营。2017年起，村庄引入城归驿站，创新性地开
展民宿、办公与培训等业务，成功填补了京北近郊平原

地区在民宿旅游方面的空白。（2）生态条件得天独厚，
年平均气温11.5℃，年均相对湿度50%，周边绿树成荫，
植被繁茂，空气清新宜人。西牤牛河穿流而过，为村庄

注入生机与活力。（3）文化资源深厚，村庄名字源自明
代山西绛州移民，承载着深厚的根祖文化与农耕传统，

移民精神历久弥新，代代相传，为村庄增添了独特的历

史底蕴和文化氛围。

2��发展的整体规划

2.1  发展思路
深植“乡愁”情怀，目标聚焦于构建一个共融、共

建的精神家园。为实现此愿景，将全面整合西绛州营村

的现有资源，遵循“挖掘主导产业特色、夯实支撑产业

基础、为延伸产业注入新能量”的发展策略。通过积极

承接周边企业的服务配套功能，构建一个完整的休闲产

业生态闭环，进而推动村集体、企业和农民之间的深度

合作，旨在为北京近郊的居民们塑造一个融合了都市便

捷与田园风光的休闲生活新区。

2.2  总体目标
立足于西绛州营村的优越农业生态条件，深度融合

本土的农耕与根祖文化，致力于将其塑造成一个集食农

知识传授、生态农产品供应、休闲旅游体验以及文化展

览等多元化业态的现代都市休闲农业典范村落[2]。

2.3  空间布局
以产业升级和村居品质提升为规划主旨，巧妙地将

村庄内外主干道设计为休闲环线。在图1这条环线上，
“都市共享农场”将崭露头角，成为核心亮点，与此同

时，“企业院落”、“国潮集市”和“石缘馆”将作为

三大重点项目，各具魅力。此外，公共服务、整体环境

和基础设施三大配套体系也将得到全面提升，共同打造

一个场景丰富、和谐共生的乡村新貌，展现其独特的乡

村风情和魅力。

图1��空间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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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的乡村振兴方案

3.1  产业振兴
3.1.1  核心项目——都市共享农场（菜Farm）
依托村庄现有的稳固农业基础，计划将土地从个人

手中流转至村集体，以实现统一管理与开发。为寻求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村集体将与第三方平台开展合作，力

求将农业与旅游紧密结合。此举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

融合了“农产品产销与农业休闲体验”的都市农场，为

市民提供一个亲近自然、体验农耕文化的场所。在规划

与设计过程中，将巧妙地保留原有的大棚结构，并在其

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内部环境升级改造，在规划和设计中

图2图示上改造的焦点将集中在都市农场的入口形象标
识、大棚内部的整体环境提升、室外游步道的建设以及

果蔬基地的打造等方面。这些举措旨在提升农场的整体

形象，为游客提供更为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

图2��都市共享农场示意图

3.1.2  重点项目——石缘馆（石Museum）
为了丰富村庄的旅游资源，计划将现有的石物农具

展览馆——石缘馆，升级改造为村庄的一个重要服务产

业。改造后的石缘馆将不仅为村民服务，还将吸引外来

租客和游客。它将提供展览、科普教育、文化展览以及

石物农具展览等多重功能，成为传播村庄文化和历史的

一个重要窗口。规划将在现有宅院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的

内部改造。重点将放在建筑外立面的提升、后院展厅的

翻新、院内绿化美化、硬质铺装以及室内装修等方面。

这些改造将使石缘馆焕然一新，成为一个兼具教育意义

和趣味性的休闲场所，进一步增强村庄的文化吸引力，

同时也为村庄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这样的改

造和升级，我们期待石缘馆能成为村庄产业振兴的一个

重要支点。

3.2  文化振兴
3.2.1  重点项目——国潮集市（潮Mall）
为了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计划着力构建一个独

特的国潮集市，该集市将巧妙地融合国潮文化与绛州文

化。打算定期在集市中举办“一会一节”，以此为平

台，展示和推广传统文化与现代国潮元素的完美结合。

此外，还将开发一系列农办礼文创产品，旨在将绛州的

特色文化带入千家万户，使国潮集市成为展现绛州精神

的第二场所，为人们提供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潮

流交融体验的空间。

3.2.2  重点项目——企业院落（绛Home）
考虑到村庄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独特的发展特

色，计划以“村委会南院”为基础，打造一个综合性的

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将充分考虑村民和企业两大群体的

文化需求，集村史展示、文化活动、企业服务以及企业

培训等多重功能于一体。企业院落的建立，不仅能为村

民提供一个了解和珍视自己历史的场所，还能为企业提

供必要的服务和培训资源，从而促进村庄与企业的深度

交流与合作。通过这样的策略，期望能够进一步丰富村

庄的文化生活，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同时也为企业的

发展注入更多的文化动力。

3.3  生态振兴
3.3.1  重塑村庄风貌
为了提升村庄的整体风貌，规划了一条村庄文化体

验环线。此环线将带领游客深入体验村庄的魅力和文

化，沿途可以欣赏到经过精心改造的街道立面和院落围

墙，这些改造旨在保持村庄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增添现

代审美元素。同时，为了解决架空线路的杂乱问题，进

行了线路的捆绑整治，确保村庄的天空更加整洁。此

外，主街、入口和广场也进行了亮化美化工程，使村庄

在夜晚也能展现出迷人的光彩。针对村庄房屋出租后带

来的资源消耗、垃圾产生、安全隐患及管理成本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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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积极引入了社会资源，并启动了宅院收持工作。通

过第三方平台的标准化改造，这些宅院得以焕然一新，

成功吸引了产业园区的白领和新业态就业群体入住。这

一转变不仅实现了从合租群租到单人单租的模式升级，

更通过常住人口的“减量提质”，有效地解决了资源过

度消耗和垃圾超量产生等突出问题。

3.3.2  恢复河道生态
为了恢复河道的自然生态，对现状的牤牛河进行了

全面的河道治理。通过引导驳岸生态化，增加了河道的

自然韵味。同时，在水位变动区域适度布置了挺水植

物，这些植物不仅能有效净化水体，还为河道增添了生

境层次，进一步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这些举措共同为村

庄构建了一个和谐、自然的生态环境，让村民和游客都

能在这里享受到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自然风光。

4��发展方案的创新亮点

4.1  乡村振兴模式创新
乡村振兴的创新在于模式的突破与实践的深化。本

项目尝试运用运营前置的新模式，选择都市共享农场作

为实践的载体。这种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转变了传

统的运营思路，不再单纯依赖政府或单一主体，而是引

入了更多元化的运营主体，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运营的内

容和形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企业+村集体+村民”
的三位一体新运营模式，期望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和谐、

共赢的乡村生态。企业带来资金与市场的运作经验，村

集体提供土地与基础资源，而村民则贡献其劳动力与对

乡村的深厚情感。这样的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体的运

营能力，更能确保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3]。此外，该项目

还致力于探索乡村振兴的普适化实践经验。通过在实际

操作中不断试错、总结，期望能够找到一种可以广泛推

广的乡村振兴模式，为全国的乡村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2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
在乡村治理领域，本项目实施了一项重要的模式创

新，即采用“规模化收持、标准化改造、专业化管理”

的治理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对村庄的出租院落实

施统一标准，从而确保出租房屋的规范管理。通过规模

化收持，项目实现了对大量出租房屋的有效集中管理，

这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也确保了房屋资源的合理利

用。标准化改造则进一步提升了出租房屋的品质和安全

性，为租户提供了更加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同时，

专业化管理的引入，使得流动人口和消防安全得到了精确

和专业的管理，大大降低了潜在的安全风险[4]。这种创新

的治理模式不仅提升了乡村的整体管理水平，也为乡村社

会的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实施这一模式，本

项目在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为未来的乡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实施路径

5.1  项目实施方向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西绛州营村明确了“村庄

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三大核心方向。为实现这

些目标，村庄采取了运营前置策略和村集体资源整合工

作法，从而探索出“服务兴村、产业富村、文化塑村”

的全新发展路径。

5.2  项目实施载体
以都市共享农场为核心项目，西绛州营村与好农场

有机农旅平台紧密合作，创新性地将农业与旅游业相融

合。该项目不仅涵盖了农产品的产销，还加入了农业休

闲体验的元素，为游客提供了一站式的乡村体验。通过

社群营销和会员机制，项目成功地推广了健康生活的理

念，并将产品直接配送到消费者手中。此外，为了提升

农业的综合价值，项目还引入了食农教育和新农人培训

等新型模式。

结语

本文通过对西绛州营村现状的分析和乡村振兴方案

的提出，探索了大城市近郊区农村发展的新路径。该方

案围绕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展开，旨在打造

现代都市休闲农业示范村。通过创新乡村振兴模式、公

共空间建设和乡村治理模式等创新点以及具体的实施路

径设计，为西绛州营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一研究不仅对西绛州营村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也为

其他大城市近郊区的农村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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