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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线需求，又把绿荫延续到建筑物的三个出入口，大

大降低了硬质地面的热辐射。冬日里落叶乔木树叶褪

尽，则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见图4）

4.2  传统文化点亮校园景观
学校在坚持绿色生态的自然观时，亦在景观节点

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演绎中华文化的哲理与美感。

例如，艺术楼前的“衍生”景观廊架以《道德经》中

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设计理

念，分别用红黄蓝色油漆涂在钢构架上，辅以渐变放

大的艺术形式，形象地把抽象的传统文化概念展现出

来。“生态家园”中三字经文化墙和“早枣造”小广

场上的篆刻均是以传统文化点亮景观的案例。（见图5）

         图4  2005年建成的第四          图5  2006年建成的
              教学楼前广场景观      “衍生”三色景观架廊

4.3  获得的效果及反思
4.3.1  “三层次”策略的雏形显效果

“保护大树、老树”的朴素生态理念类似于“三

层次”策略下的校园景观文化愿景策划的雏形，这一

理念使学校在几十年的办学过程中留住大自然的印

记，见证时间的创造力，逐步完善校园道路的绿网骨

架景观；正是这一理念引导设计师把中华优秀的传统

文化植入景观节点，丰富环境育人的内涵，形成多处

有特色的校园景观空间。

4.3.2  要执行“三层次”策略

由于缺少中间层次的“专项景观控制性详细规

划”，校园的节点空间缺乏流动性的连接，给人“各

自为政”的感觉，也缺少宣贯专业素养的可预见性。

因此，如果把朴素的文化理念上升到系统策划层次，

开展校园景观文化愿景策划研究，提炼出学校希望通

过景观展现的各种文化概念，并依据校园总体规划完

成专项景观控制性详细规划，理顺校园各处节点的空

间连接关系，给出不同的文化、专业、技能等主题方

向，学校的景观环境育人功能将会得到加强。

5  结语
我国高职院校正处在改革发展期，校园景观的建

设、维护和更新工作量较大，院校管理层宜尽早将其

纳入学校总体的发展规划中，采用学校科研团队和专

业景观设计公司相结合的策略，使用自身的研究力量

完成需要耗费较长时间的基础性校园景观文化愿景策

划工作，借用高水平的景观设计公司完成图纸性的规

划设计工作，扬长避短，从而更好地形成具有“人本主

义”教育特色、全方位育人的高职校园景观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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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淡风景园林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
□  黄秀宾

[摘  要]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引导下，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景观设计备受重视。乡村景观的打造可以改善农村经济的
发展，它涉及多方面的专业提升，在风景园林方面主要包括村落的规划、道路景观设计、旅游业的特色景点打造、边角地
绿化提升等。将风景园林融入乡村振兴中，弥补乡村农业经济带来的不足，丰富乡村产业，有效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从而
实现城乡一体化。以现存乡村景观存在的问题为背景，结合风景园林设计应用方法，进一步提出风景园林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应用策略，并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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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要致富，先修路，少生孩子

多种树”政策，是风景园林在乡村振兴中的雏形，结

合当时的国情，经过实践证明这项举措不无道理。中

国这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发展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尽

管诸多乡村振兴项目的提出，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

供助力，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乡村发展的

自然资源和空间需求，与现阶段乡村生态系统发展之

间的矛盾加剧。而风景园林的应用，在实现乡村振兴

的同时，起到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作用，并满足地域文

化延续的需求。因此，在乡村振兴发展中有效应用风

景园林，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乡村振兴中乡村景观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乡村景观保护与建设逐渐受到国家的重

视，为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达到乡村振兴的目标，

国家在乡村风景园林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是，

乡村景观项目的建设未达到预期要求，仍然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未保存乡村当地的风貌，新型的乡村振兴

景观设计与传统的自然景观无法平稳衔接，造成了断

层，使得传统的景观无法较好地传承；二是乡村景观

设计不合理，缺乏整体统一的规划，用地破碎性和不

连续性破坏了传统的自然效果；三是盲目提升乡村景

观效果，没有从实际出发，影响当地原有的乡土文化

传承，生态系统平衡遭到破坏，通过大拆大建来凸显

景观的观赏性与规模性，未明确认知城市园林与乡村

园林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四是景观项目建设操之过

急，未结合乡村具体情况进行景观项目建设与保护，

甚至在建设期间采取不利于乡村发展的手段，导致其

景观项目建设失去应有的价值与作用[1]。

2 乡村振兴中风景园林的应用原则与设

计方法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地形地貌、天气气

候存在着较大差异，并孕育出差异化的建筑形态和文

化。风景园林的有效建设与应用，可以在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的同时，传承与弘扬当地民俗文化、环境特色、

地域文化等，维持乡村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

2.1  风景园林在乡村振兴的应用
（1）合理布局和规划是景观设计中极具重要意义

的部分，不仅要合理规划设计农村场地的不同区域布

局，更要通过分析场地的大小尺寸、周边村落分布及

阳光照射，以达到最终的景观效果。

（2）便利村民及外来旅客。道路的景观设计使

外来人员产生“带入感”，这其中的设计理念不是随

意将各种元素杂糅在一起，而是通过对视觉方向的引

导，在必要的村口节点制造“锦上添花”的效果，同

时要满足行人活动空间的需求。

（3）以植物造景为主的边角地绿化。村落边角

地较琐碎繁多，宜划片区统一基调进行设计，结合道

路景观设计集中呈现、统筹布局，在示范点集中体现

植物景观的层次感。在植物选择方面，宜保护古树名

木，种植本土树木、花草爬藤类等地域特色且轻养护

的品种。

（4）旅游景点及生态田园的构建。充分保留山

水、林田、路沿、村落等气息浓郁的自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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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利用自然植被、坡地、湿地、良田，成片种植季相

开花植物，加入多方元素打造有创意、有亮点的农家乐

或网红胜地。

2.2  工程概况
海港区北部片区美丽乡村环境综合提升工程位于秦

皇岛市，是该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项目之一。项目

总面积1600000㎡，囊括风景园林、公园、园林小品、

农业景观等。项目于2017年第三季度完成，成为我国具

有代表性的乡村振兴及乡村旅游开发项目。

2.3  风景园林在乡村振兴中的设计方法 
2.3.1 整体规划与细节相结合，突出景观特色

2016—2020年国家计划培育1000个左右的特色小

镇。由此可看到，中国乡村振兴不能一味地学习国外的

景观设计，而应更多地对本土特色景观进行提炼。乡村

景观与当地文化息息相关，乡村文化是构建乡村生活体

系的精神支撑。实现对乡村活力的维持，需重视对乡村

个性的保持，将乡村特色与历史文化保护相结合，促进

乡村文化建设。不同地域的乡村文化具有差异性，而独

特的乡村文化蕴含着独有的魅力与内涵，如山环水绕的

苏派民居来源于姑苏文化、有着“中国画里的乡村”美

誉的宏村来源于徽州文化、红砖古厝的乡情来源于闽南

文化，而部分海岛可以对渔村文化进行提炼，设计趣味

游乐项目，结合地中海风情打造特色小镇，吸引游客

前往。在文章提到的工程案例中，将山、海、村镇相结

合，实现了各类自然及人文资源的有机结合。

2.3.2  因地制宜，多方位打造生态景观

利用乡村生态景观挖掘旅游项目。风景园林应用主

要是对当地文化、自然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园林景观设

计期间要综合考虑当地地形地貌、动植物资源、民俗文

化等方面，尽可能减少人工建设痕迹，重视对园林建设

与保护成本的合理控制。如安溪梯田地形韵育出茶香文

化，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乡村振兴的发展要因地

制宜，风景园林应用需与乡村生活、生产相契合，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氛围[2]。

2.3.3  从环境角度出发，规划和保护相结合

乡村资源囊括农业用地、植物、山脉、动物、文

化、水文等，在风景园林建设与应用过程中，需秉持资

源保护原则，在确保上述资源不受风景园林建设与应用

影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进行乡村资源保护，提升再

生资源利用率，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促进乡村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特别对古树名木和遗址应当采取措

施加以保护[3]。

2.3.4  以人为本，尊重民俗文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人民”的角度提出来，目前

正处于发展阶段，其设计与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根据当

地风貌及文化民俗进行相应的设计，以保障乡村景观能

够体现当地文化内涵，符合当地需求，展现较强的文化

特色。同时，风景园林在具体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应

立足于农民本位的角度，针对生产、生活用地在村民自

愿的前提下使用，且通过相关政策制度的落实调动民众

积极性，踊跃加入风景园林保护与建设中，确保乡村民

俗文化与风景园林充分融合，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在海

港区北部片区美丽乡村环境综合提升工程中，设计单位

将该地区村落进行有机整合，采用多组团、多特色小镇

的开发模式。尤其是特色景观小镇的应用，突出了各组

团村庄的景观特色，将美化环境、提升村民生活品质、

发展旅游产业等内容进行有机结合。

3  风景园林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策略
3.1  加大建设乡村园林力度
乡村园林的建设关系乡村环境的提升，在乡村园

林打造中主要涉及元素、空间的运用，其中包含生活景

观、生产景观以及自然景观等，在延续乡村历史文脉的

同时，可以提取与乡村园林景观特点相符的造景元素，

保证其运用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融合成有机整体，以此

来提升人的感受[4]。同时，在乡村环境的营造中，将空

间形态和自然形态有效结合可以提升乡村景观的整体感

观，无论是鸟瞰的屋顶还是立体的三维空间，都可以让

民众的欣赏范围得以扩大，使文化得以保存。而树作为

景观最基本的组成元素，因海拔、风向、土壤、光照的

影响，呈现的外形姿态也不一样，不同的疏密、冠幅高

低可以有效分割实体空间，结合生态构筑物及小品，营

造乡村的野趣性。

3.2  打造网红景点，充分挖旅游项目
随着乡村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诸多旅游

项目逐渐被开发与应用，包括农田、民宿和村落等旅

游项目，如江南的水稻田、哈尼的梯田中的色彩和地

形有着固有的风格。而网红景点借助水体、村落、民

居进行更深一步的打造，有景观、有故事的网红景点

会更加耐人寻味[5]。网红景点的最初形态是通过大片色

彩鲜艳的花田及异国风情的小品结合而成，完全脱离了

乡村当地的人文及民俗文化，而想让网红能一直“火”

下去，需以自然文化景观为基础，融入人文情怀，尊重

并突显优势。如红砖古厝就是融入乡愁情怀去保留文化

打造景观，在勾起一代人回忆的基础上吸引人流，同时

秉承这份文化延续下去。

3.3  重点培养乡土植物，建立独有体系
在坚持适地适树和乡土植物优先的原则下，对乡

土植物的培养，尽可能减少引进外来植物。乡村当地的

攀援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美观且不失野趣，如爬山虎、

常春藤、炮仗花、五叶地锦等。充分利用植物间的垂直

绿化搭配，既保证植物生态群落的稳定，又延长植物景

观的观赏性，如常春藤与五叶地锦混种。若乡村本土植

物具有特色性，当地政府可以积极与外地城市合作，大

力培养乡土植物并为其他城市输出，在提升乡土植物培

养比例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如东北的乌拉草、

河南的腊梅、湖北的湖北梣、浙江的雪藕等，而厦门翔

安大嶝岛培育出的胡萝卜、西瓜、龙眼在营造景观的同

时，也能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加强乡村对特色本土植

物的培养，通过对本土原生态植物产业的大力发展，可

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6]。

4  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国际地位进一步的

提升，靠的不再是“崇洋媚外”的生搬硬套异国风光，

而是根据国情，结合中国当地文化对乡村进行改造。习

总书记在十九大会议上提出了“乡村振兴”这一发展战

略，大力发展建设新农村，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当

地居民的意愿，以理服人，建设美丽新农村。吹响“乡

村振兴”号角以来的这几年，风景园林在乡村环境改造

和旅游景点（网红景点）打造运用居多，大力建设乡村

生态园林，结合乡村资源、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的

分析，积极开发符合当地特色的旅游项目，加大乡

土植物培养力度，通过对乡村资源的整合与合理应

用，让风景园林为乡村振兴增姿添彩，并实现乡村

环境大提升，人文气息与大自然资源和谐共存的美

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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