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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寻觅优美生态居所
——以“融安县大良镇年洞凉泉生态养生旅游景区景观

规划设计”为例
□  卢覃晴    陈科东    李  佳    陈翠玉

[摘  要] 在“生态乡村”建设中，特色资源的整合是关键，本文通过对柳州市融安县大良镇良北村年洞屯现状的调查与研究，提出

项目景观布局框架和功能分区，探讨打造乡村生态居所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及建议，以期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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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

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各地区开始兴起乡村文化景

观的保护性开发与宣传[1]。2014年12月，广西启动生态

乡村建设项目，从政府层面推动乡村生态环境建构，全

力打造美丽乡村及品质居所。在广西旅游发展大会上要

求各地大力发展乡村农家游，要形成特色旅游产品链，

每个特定区域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生态旅游示范点或

区，要求凡建设之地要高规格规划、高质量建设，要将

用地范围内的或周边的群众纳入利益相关者，要特别

重视通过生态旅游发展致富一方，提升区域经济发展     

品质。

融安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独特，北连侗乡三江，

南接苗乡融水，与三江、融水构成了民族风情特色旅游

带。其山、水、人、情构成了多层次的旅游景观，展现

迷人的山水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众多游客。

融安县正在全力打造柳州次经济中心城市，同时加大乡

村生态旅游开发，给予乡村旅游经济扶持。本文以融安

县大良镇年洞凉泉生态养生旅游景区景观规划设计为

例，分析壮乡特色资源景观项目开发及文化融入生态居

所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2  项目概况
融安县大良镇年洞凉泉生态养生旅游景区位于柳

州市融安县大良镇良北村年洞屯，规划范围是年洞屯的

用地范围。东面以象桥岭为界，南侧接龙庙岭至湿地荷

塘，西向为年洞屯沿209国道的生态果园，北面接电讯

基站，整个景区规划面积150.80公顷。

年洞凉泉生态养生旅游景区坐落于209国道大良镇

良北村段东侧，南距柳州市区75千米，北离融安县长安

镇45千米，2018年建成通车的桂林至柳城高速公路在

大良镇（景区旁）有出入口互通，交通十分便利。景区

规划用地地形地势由山峦环绕，东北片和东片均是喀斯

特地形峰峦，山高坡陡，其中象桥岭、龙庙岭为两峰并

连绵诸峰；西面及西南面多为土山，是年洞屯优质生态

果林种植带，其中沿209国道沿山带坡形起伏有致，沿

山腰至山脚一线已大规模种植沙塘桔等名优水果。年洞

屯经209国道入口，因四周山体围合，只有此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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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屯寨融于青山翠林之中。象桥山如屏障稳稳坐落于东

北方，成为年洞之背靠；两侧是龙庙岭和基站峰，似扶

手拥抱年洞屯；西面为生态果林，是朝山，因此空间环

境十分适宜。

屯寨内分布着雷公山、碧峰山等空间分隔带，使

整个年洞屯分成寨子部分和枫香林部分。枫香林处有成

片枫香树林，风景优美，还有甘蔗地、作物旱地、石砾

地、浅山塘、洞岩等用地类型。屯寨部分山林浓郁，地

形起伏有致，怪石嶙峋，竹林草地点缀得体，空间围合

幽谧清幽。寨内生活区范围内古枫香树、古樟树苍翠劲

拔，枇杷园、柚子园、橘园依地而建，甜竹、木瓜、黄

皮果、板栗、芭蕉随屋散种；旧民居坡顶灰瓦黄墙，小

院围合，很有情调；散落于屯中的各个凉泉井水质清

澈、富含养生矿物，泉井自然、奇石掇边、水草丛生、

涌泉隐约，或接清溪，或独有出口。园内道路布局得

体，路况较好。用地内保存有几处怪石山道，随山蜿

蜒，空间分布自然，很利于规划应用（见图1）。

    

3 项目景观规划设计布局

3.1  规划框架
根据年洞屯凉泉资源丰富的特点及景物景点打造，

再对资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一环一轴三片区”

的景观布局框架。

一环：沿山景物序列生态游憩环。由进屯主路至荷

塘过涉水汀步，从随山游道至文化小广场经年洞屯民居

进到古石径、碧雷关，再到生态花果种植园，看枫香林

后穿过雷公洞回到年洞汶水。这一环状游线将年洞众多

景点连接起来，观光主道、荷塘小径、随山游道、古石

路等都融入环绕游线中，形成年洞经典的游览线。

一轴：东西主干道核心景观控制轴。由209国道入

口经新铺进屯主道路至年洞屯，以路为控制轴，景物布

局于路两侧，北侧以自然石灰岩山体为景观基面，南侧

以溪水荷塘及屯寨景物为主，突出乡村田园风貌。该控

制轴沿线景点步移景异，凉泉（清水汶、年洞汶、泡脚

汶、拱岩泉等）都落于此轴线中。控制轴的前端是年洞

的背山，也是风水山。年洞屯坐落于风景山的小村屯，

环境优美。

三片区：即民居民俗文化感受片区、枫香花海观

赏片区及凉泉养生体验片区构成的重点景观区域。这三

个片区是年洞屯核心景物分布区，民居民俗文化感受片

区保存着传统围合式院落居住空间，虽然有现代二三层

砖混结构的住房，但古民居保护得很好。枫香花海观赏

片区是沿209国道的植物景观区域，生长有成片的枫香

树，形成很好的观叶景观区。凉泉养生体验片区则是景

区最值开发的风景资源，凉泉成散点布局，各泉井水量

不一，涌泉口、出水口也有差异，或大或小，很有意

境。所有泉眼都是自然清泉，夏天泉水清凉，冬季泉水

暖和，成为景区的核心水质资源。三个片区的打造，将

年洞屯优质风景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展现资源的品质。

3.2  功能分区
根据年洞规划景区现状及功能要求，将景区分为村

寨文化展示区、凉泉养生体验区、枫香花海游览区、生

态果园种植区、石山生态保护区五个功能区（见表1）。

（1）村寨文化展示区。展示年洞屯乡村建筑及村

寨文化，突出建筑空间、民居特色。

（2）凉泉养生体验区。展示年洞独特的凉泉资

源，布局凉泉养生功能，突出景区核心景物的品质和优

美的田园风光。

图1  年洞保护良好的枫香林、思岩泉、拱岩泉自然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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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枫香花海游览区。展示观叶植物和花海植物

的季候相，突出植物景观的亲和力。

（4）生态果园种植区。展示现代乡村生态无公害

特色名优果品培育，突出生态采摘活动的参与性。

（5）石山生态保护区。展示乡村优美自然生态风

貌，突出石山峰峦的翠郁苍劲。

4  项目打造优美生态居所之途径及建设建议

4.1  项目打造途径
（1）建设大片荷塘景观“荷之恋”。

在景区内建设大面积荷塘（含湿地荷塘），展现现

代乡村荷塘田园。通过大片荷塘景观创设多种吸引物，

观荷赏荷、食荷品荷，风雅致上。荷花，最早称莲花，

在周·《诗经》中首次出现“荷花”之称。历代古书中

对荷花还有很多的称谓，如芙蓉（《楚辞》）、芙蕖

（西汉·《毛诗古训传》）、菡萏（汉·《尔雅》）、水

芝（西晋·《古今注》）、水宫仙子（宋·《鸡川子·荷

花》）、藕花（宋·《如梦令》）、泽芝（明·《群芳

谱》）、凌波女（宋·《蝶恋花·秋莲》）、凌波仙子

（宋·《咏荷》）、君子花（宋·《爱莲说》）、净友

（明·《三余赘笔》）等[2]。此外，荷花各部位的器官

亦有很多专用名，如荷叶有称莲叶、蕸、风盖，还有称

翠盖、荷衣、碧圆、莲田、荷钱；莲梗称有茄、芰茄

等；莲实则称莲房、玉蛹、白玉蝉、湖目、石莲子等；

地下茎称藕、蓉玉节、玉玲珑、玉笋、玉臂龙、玉藕、

雨草、玲珑腕等。

通过荷花各组成部分可创意出多种产品，可用于

养生、观赏、收藏、传诵。大片荷塘内设置观赏平台、

曲桥，与自然山石小岛、廊架及田园风物共同构成荷面

景观，既大气又温雅，是年洞吸引游客的核心景致（见

图2）。

（2）特色自然生态泉水养生“泉之缘”。

利用年洞凉泉景区优质泉水推广生态养生，培育

泉水疗养知名地。泉有两大类：人工泉与自然泉。自然

泉中还可分温泉和凉泉（指区别于温泉之泉水）。中国

人喜欢泉，认为优质之泉可养生长寿，可与茶共为茗。

茶品与泉自得一出，互为共生[3]。人在草木之间即为

“茶”，清白一色含有水就是“泉”，因此好泉佳泉品

质特好，没有任何杂质。

年洞泉质优奇，所有泉水均由岩壁涌出，只见泉涌

汩汩，不见泉孔何出，口含一泉清冽爽朗，手捧一水满脸

香澈，入脚一泡心似初恋。因此，成为养生长寿之泉缘。

（3）乡村奇石山道自然回归“石之忆”。

追忆乡村生态居所，回归自然村寨是人生之浪漫，

自古许多文人墨客总是求之不得[4]。乡村由何构成，乡

村环境、乡村风俗、乡村田园、乡村建筑、乡村劳作、

乡村文化，都有。乡村独特的风貌让人与自然更加亲

表1  大良镇年洞凉泉生态养生旅游景区功能分区表

功能区号 功能区名称 功能区主要内容

Ⅰ 村寨文化展示区
以年洞屯建筑空间为基础平台，融合乡村环境，规划成景区服务、办公及特色餐饮、农家乐、突出
旧民居特色，布局乡村文化展示功能；同时兼顾体育康乐等

Ⅱ 凉泉养生体验区
发挥年洞众多泉井泉孔泉坑的优势突出凉泉养生功能，形成系列泉泡空间体验链，同时规划大面积
水体荷塘，营造荷花观赏立面空间，溪水池潭交错，廊架小桥点缀，体验活动多，形式丰富，参与
性强

Ⅲ 枫香花海游览区
凸显景区植物资源生态特色，以原生枫香林与花海设计，用垂钓池塘水景构成休闲游览空间，成为
景区生态林分群落的景观游览区

Ⅳ 生态果园种植区
大片特色名优果林突出了现代生态农业的内核，种植沙塘桔、沃柑等，留恋于苍翠浓阴的果木林，
体味特色名优果品，会更加关注自然生态，关注美好家园

Ⅴ 石山生态保护区
年洞屯自然生态条件优良，周边石山林木苍翠，植被覆盖率高，形成喀斯特山林景致，充分体现了
景区美丽乡村特色及良好的生态居所环境

总面积（公顷） 1508012

图2  荷塘柳岸效果图

切，与人心更加接近，与山水更加亲和。年洞凉泉景区

自然石径蜿蜒有致，奇石径、随山石径、登山石道等石

头都是天然而成，不为人工，是自然之产物。行走、漫

步于山石道上，轻拂着山风，感受着崖壁峭石，看着民

寨炊烟，鸡鸣牧归，山乡如黛（见图3）。

4.2  项目建设建议
（1）提高项目意识，加强对年洞凉泉景区乡村生

态环境的保护（乡村风貌、乡村文化）。

（2）分步实施，脚踏实地，先易后难，边建设边

开放（注意项目的多种效益）。

（3）注意年洞凉泉景区民居整体建筑风格，要按

规划设计方案实施，不得随意改变固有风格（现代平顶

楼要按方案进行修缮）。

（4）要重视组建有技术有经验有特长有责任的年

洞凉泉景区管理团队（成立景区开发管理公司，按公司

章程管理）。

（5）要引起地方政府关注，多请各层次各级别相

关领导到年洞凉泉景区考察，形成项目建设氛围，以求

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与政策支撑）。

（6）加强技术合作，引入景区特色养生产品，创

新年洞凉泉景区管理模式，考察吸收其他生态乡村建设

成功的经验，加大宣传力度，保证项目运行（突出彰显

景区功能）。

（7）密切民众，加强沟通，投资一方，致富一方

（提高群众参与度）。

5  结语
打造乡村优美生态居所，应依据现代生态乡村产业

发展和生态旅游休闲地规划技术方法，根据国家及地方

有关的规划法律法规，遵循“乡村为基，生态为本，资

源为线，特色为缘，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发展原则。紧

紧围绕“生态乡村”的政策导向，以觅求“生态资源开

发，乡村旅游融入，优美生态居所”的规划理念，突出

现代乡村优美的生态空间休闲环境。通过密切用地范围

内现有资源类型和景观现状，发挥土地空间优势，整合

旱地水田、泉井水溪、石峰道路、林木村舍等资源，才

能合理布局与科学规划[5]，构建区域性现代乡村生态休

闲养生旅游示范景区，实现乡村经济发展，从而使乡村

生态环境在开发中得到更好的保护，传统文化在宣传中

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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