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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实例案例分析了村庄改造和景区建设整合规划问题,旨在提高村庄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同时,推动我国

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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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所以自然资源破

坏程度较低,如果能够合理利用乡村现有的资源优势,合理

开展旅游项目,不仅能够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优势,还

能够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质量,并为推动我国经济

建设和发展贡献坚实力量。基于此,下文就对农村改造以及

景观建设的整合规划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对我国乡村建

设提供帮助。 

1 乡村景观建设的发展现状 

1.1 国外乡村景观建设现状 

九十年代初期,国外的一些国家已将乡村景观建设和环

境规划提上了日程,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文来推动乡村景

观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其中荷兰、德国、瑞士等多个国家,

将乡村建设作为城市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

景观建设和生态保护作为乡村建设的基础与核心。随着人们

意识水平的提高,乡村景观建设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并结

合了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历史建筑风格开展了差异性的规划,

这为乡村改造带来了更多的突破性进展。 

1.2 国内乡村景观建设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的速度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完善性也在不断加强,

可反观农村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则存在着较多的不足之

处。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乡村建设制度和法

律条文,以期能够更好的引导乡村建设的开展,提高乡村景

观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我国乡村景观建

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环境、基础设施、居住条件等均得到

了显著提升,但是仍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如乡村景观建

设雷同性较高,缺少个性化；并未与地方特色和风俗习性结合

起来；建设的连续性较差等,故而就应加大对其管控力度。 

2 村庄改造与景区建设的整合 

目前我国在进行村庄改造和景区建设整合的方式主要

有以下三种： 

2.1 搬迁式 

搬迁式是将景区规划范围内的全部居民进行搬迁,这种

方式可以有效的保证景区规划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

搬迁规模较大,搬迁成本相对较高,且较大的搬迁群体为人

员安置带来了一定困难。 

2.2 屏蔽式 

屏蔽式是将景区规划内及其周边的所有村庄和人员全

部移到景区外援角落,之后再通过合理的方式将其进行遮盖,

以保证景区建设质量和效果。这种方式看似较为简单,但很

容易造成极大的社会矛盾,且由于村庄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

很难有效协调人员与景区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居民与政府

之间矛盾的激化。 

2.3 整合式 

整合式是目前农村改造和景区规划整合的核心思想,其

为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田园综合体建设提供了正

确的方向引导。该模式注重发展农村旅游经济,实现农村自

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继而形成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不过在

该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影响了整合

式作用的发挥。例如,农村改造和景区建设中,将城镇的建设

内容生搬硬套到农村发展中,这虽然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土马路、草坪、洋楼等,凸显了现代化特征,但是却破坏

了农村原有的韵味和特色,这种盲目化的建设效果,不仅没

有提升农村发展水平,还加大了发展难度,降低了农村活力,

影响了农村改造和景区建设的整合效果。 

基于此,在农村改造和景区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农村自

身独有的特色和氛围,积极展现农村的风土人情和风貌特征,

这样才能将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有效结合在一起,提高农村

改造的整体水平和质量。 

在景区建设中,除配套基础设施,还应充分利用农村现

有的经济和自然资源,创造独特性的景观特征,以凸显其个

性化优势,同时也可以降低景观建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

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村庄自身具有较多的艺术特征和优

势,合理利用这些优势加大旅游景区的建设效果,能够为人

们创造更好的感官体验,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此外,

通过发展旅游产业来实现农村改造和景区建设的整合,能够

深入挖掘农村的资源优势,改善农村经济面貌,推动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且该方式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农村交

通、水电、环卫等行业的发展,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内容,

创造了更多优质的居住和休闲场所,大大提升了农村居民的

生活质量,加大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 

3 村庄改造和景区建设整合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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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城市生态综合示范村建设为例。该生态综合示范村

建设的总体面积约为 510 平方千米,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在

景区建设中,充分结合了当地的民族特色及自然资源,这为

景区开发以及旅游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有力帮助。该项目主要

包括 4 个自然村的整治和改造,临江分布,实现了景区与村

庄在空间上的重合。这既对项目提出了协调村庄改造和景区

建设的要求,也为项目妥善处理保护与开发、景区建设与村

庄改造矛盾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项目中的村庄由于是临江而建,所以在规划上以保护

江流生态环境为前提,对现有的山水和植被资源进行开发利

用,从而打造以生态景观为主体的自然景区。同时,其也结合

所处位置的优势实现了建筑规划和功能上的布局,提高了区

域的观赏性、多样性和体验性。开展以水上游览线路为纽带,

串连沿江村屯的旅游项目,打造综合性的乡村体验地。这样

既可以提高村庄的景观效果,实现最美乡村建设目的,同时

也提升了村庄整体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帮助。 

为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项目规划中设置餐饮、住

宿、养生、休闲、生产、购物一条龙的服务,并结合当地的

土地、人力和居住形态特征,实现了村庄与景区在空间和资

源上的互补与整合。水上休闲项目的建设结合了当地的历史

文化特征和风俗特性,使人们在游玩、休憩的过程中能够更

好的体会区域内的文化特色,丰富自身的知识水平。另外,

在该改造项目中,还以水上观光游览为纽带,串联村屯内的

文化展览、农副产品加工、特色餐饮、花卉种植、养生疗养

等旅游项目,使村庄和景区成为有机的整体。在村庄建筑改

造和整治过程中,结合了周边村口的居民风情,以具体地域

特色的建筑为参照改造村庄现有建筑,以传统中式建筑和岭

南建筑风格为主,提升了村庄整体的观赏性,改善了人们的

居住环境；对村庄内原有的古建筑进行了保护和修缮,提升

了村庄整体的艺术效果；对于村庄内破损较为严重的建筑进

行了拆除,新建了一些厅、塔等休憩建筑；完善了村庄内部

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其符合现代化发展建设

的特征,从而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高质量的服务。 

此外,结合村庄的现有自然资源,通过保护、完善和新建

等方式构建了一系列水上田园风光景点,开发了渔村体验、

生态体验园、园艺疗养、美食休闲等丰富的旅游产品,增强

综合吸引力,提升了景区的品位。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推动

了村庄内细线产业、农产品生产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当地

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效益,加大了村庄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

设之间的协调性和关联性。 

通过对该项目的深入研究,结合目前国内外乡村改造和

景区建设整合的实际情况分析得出,目前我国村庄改造和景

区建设整合还需做到以下几点要求： 

3.1 保证整体风貌的协调性 

整体风貌是地区特征的重要体现,也是吸引游客的基础

条件。所以在村庄改造和景区建设整合中,要加强对地域特

征和民俗文化的重视力度,结合这些因素提升整体规划设计

效果,以此来营造艺术性、观赏性较强的风景景区,吸引更多

游客的驻足。同时在规划中还要充分运用文化符号,保证村

庄与景区之间的协调统一性。 

3.2 保证功能布局的均衡性 

在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如果只注重美丽风景的建设,而

忽视了服务设施和水平,是很难有效凸显该区域的特征优势

的,所以在旅游景区的建设中,除了要保证景观的美观性和

艺术性外,还要配备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如酒店、餐饮、购

物等,这样才能带动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村庄注入新

的活力。不过在进行服务设施规划中,要保证土地资源利用

的合理性,避免破坏和浪费现象的产生。 

3.3 保证景点规划的合理性 

村庄内原有的文物古迹要尽量保存,并将其作为重点旅

游资源；在景观资源较为集中的区域内要做好相应的保护措

施,且与周边环境进行有效融合；合理利用村庄中存在的闲

置土地资源、自然以及人文资源,增强景区的吸引力,提升景

区品味。 

3.4 产业引导恰当 

村庄改造和景区建设整合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村庄的

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所以在规划过

程中,要结合资源优势的地区特色,引导和推广旅游业、健康

养生也、加工业等的发展,在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4 结束语 

村庄改造与景观规划整合需要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实

现功能的有效划分,景观景点的合理建设、产业项目的准确

规划,以此来带动村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们生活质

量和水平,加强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进而为我国社会

建设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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