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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乡村生态湿地景观打造技术策略
——以柳州市融安县大良镇官村生态湿地旅游景区
景观规划设计为例

□  盘延明    陈科东    李   佳

[摘   要] 在“生态乡村”建设中，结合现有资源，打造“一村一景”特色，建设自身特色的生态旅游点。通过对柳州市融安县大良镇
官村现状的调查与研究，提出项目景观布局框架和功能分区，探讨乡村生态湿地景观技术及建议，以期为乡村旅游提供一定的借鉴和
参考。

[关键词] 乡村资源；生态湿地；景观规划设计；融安县

1  引言
近年来，国家对乡村生态建设非常重视，文化和旅

游部出台了通过生态旅游开发加快乡村经济发展、提高
民众收入的具体指导意见。该政策意见明确了生态旅游
开发在乡村致富中的现实意义，要求有一定旅游资源基
础的村屯，要摸清资源情况，在政府的扶持下，通过多
方面引资，建设自身特色的生态旅游点，因地制宜确定
各类乡村旅游建设发展类型，选择精准到户到人的脱贫
模式，创新投融资方式和途径，为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
游提供更有力的资金支持。

本文以柳州市融安县大良镇官村生态湿地旅游景区
景观规划设计为例，探讨乡村生态湿地景观打造的技术
策略，以期为乡村旅游景观建设提出切实的建设策略[1]。

2  项目概况
景区所在的大良镇处于融安县南部，209国道从镇

中心经过，2018年初步建成的桂林至柳城高速公路在大
良镇有互通出入口，是融安县的南大门。大良镇东与沙
子乡相邻，西与潭头乡接壤，北与浮石镇毗邻，南与柳
城县太平镇交界。大良镇官村生态湿地旅游景区规划用
地面积148hm2。

大良镇官村生态湿地旅游景区用地范围，地形为
低山丘陵型喀斯特谷地，北面与东面地势较高，北面鹰
眼岭海拔302m，为景区内最高的山峰。东北、东南面
为蜿蜒低山丘陵，其中鹰眼岭奇峰苍耸，两山峡一水有

锁关之态，即“鹰峰锁隘”。整个景区从地形概貌看，
以半围合成“U”形的官村村寨及官印山为空间的乡村
风貌景观为主调。良友生态农庄用地空间开阔，极具
田园风光。由蓄水堤坝至官村桥有良友溪折岸而下，在
生态湿地区有湿地溪蜿蜒环抱，通过水系成“U”字形
山水空间。官村屯为传统村落，许多民居都有100多年
历史，黄墙灰瓦、石径古巷、木栅栏，还有“农业学大
寨”“毛主席万岁”等字迹的门楼。

景区规划用地范围内分布着石山，有林地、竹林
地、湿地、果园地、旱田、蔬菜园、花海地、荒草坡、
水体、村寨建筑等用地类型，还保留有人工渠道、蓄
水堤坝、生态农庄等建筑物。良友生态农庄建有餐饮服
务、休息亭及厕所等功能设施，开辟有整片花海，种
植油葵、油菜花及部分中草药品种。沿良友溪建设有桥
梁、桂花路、养鱼池、跌水潭等。良友生态农庄现主
入口至闹鱼池道路已有路基，经过福友桥后接桂花路至
官村屯，并可沿村屯到生态湿地旅游景区，景区道路网
基本形成。景区内水系布局非常理想，水体面积虽然不
大，但水线水流合理，两条溪水（良友溪与湿地溪）将
空间围合成“U”字形，一湾水体将景区环抱，具有藏
风聚水之地貌。良友生态农庄北面是生态池沼，有涌泉
流出，加之蓄水堤坝使该片用地可建造大片景观水塘，
能种植不同种类的荷花。水塘下方是分散的小片池沼及
已建成的养鱼塘，根据环境现状，池沼可整合建设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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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游泳池及景观瀑布。
3  生态湿地景观规划布局
3.1  规划框架布局
规划参照国家3A旅游景区及广西乡村旅游区与星级

农家乐评定标准，突出官村乡村山水地貌景观，彰显良
友生态农庄优美的生态环境，强化生态湿地自然保护与
生态休闲旅游功能，融入生态科普与体育娱乐等元素。
根据官村生态湿地景观资源的类型、特点及景物景点打
造，在对资源评估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一域一核两带
三组团”的景观布局框架。

“一域”即良友农庄生态休闲游乐景域。由西侧
沿209国道至景观水坝，再经良友溪一线到官村民居沿
村道经时花园接209国道，形成景区重要的景域。布局
自然溪水、荷塘水景、游泳戏水、生态种植、时花观
赏、生态餐饮、文化集锦等功能。该景域沿良友溪进行
景观营造，植物空间成线状序列、片状花海，点缀亭台
桥瀑，以水为线，以竹为基，以花为色，成之“水之
缘”“花之缘”。

“一核”以官村村寨及官印山为空间的乡村风貌景
观核。官村湿地景区从平面看很像字母“U”，良友溪
与湿地溪将整个景区半围合成“U”字，官村村寨及官
印山为空间的乡村风貌景观就分布在“U”字的核心部
位。以官印山为高点，西、南两方空间视野好，可平视
眺远；北面沿山体连绵组成长条形“宝印”，可登高望
远，能观各方；东向是湿地溪与果园带，成之两山夹一
水，湿地溪由北蜿蜒而来，岩石随坡，溪水平缓，芦苇
集生。以此将官印山围合起来，“U”形十分形象。

“两带”指良友溪与湿地溪分别构成的水系景观控
制带。沿良友溪岸构成的线状景观带，布局水工建筑、
荷池瀑布、农庄餐饮、闹鱼观花、戏水游泳等休闲体验
功能。湿地溪两山夹一水，自北流向南方，北面山体耸
立，山峦翠绿，山下水体空间突然加宽，形成来水宽大

之势；下游至济民桥，水口忽然变窄，形成两山关门之
地户，藏风聚水之地也。湿地景观带两侧是石山翠松、
杂木竞绿、果树成片，散有泉石，隅有瀑布，加以堤
坝，一湾湿地，风景秀丽。

“三组团”以良友农庄区为核心的生态休闲游乐体
验组团、以官村古寨及山林构成的森林文化组团、以生
态湿地为主体景物的湿地生态保护组团。三个组团各具
特色，重点不一。以良友农庄区为核心的生态休闲游乐
体验组团是景区之前景，是休闲体验活动分布区；以官
村古寨及山林构成的森林文化组团突出了古民居建筑文
化展示，乡村山体森林生态保护理念；以生态湿地为主
体景物的湿地生态保护组团由湿地植物组成。通过对三
个组团的重点打造，全面挖掘展现了官村生态湿地景区
优质风景资源的绝佳品质。

3.2  功能分区
根据官村生态湿地规划用地现状及功能要求，考虑

良友生态农庄的发展，将湿地景区分为三个功能区：山
庄生态休闲游乐体验区、民寨山体森林游览区和官村生
态湿地保护区，见表1。

4  生态湿地景观打造策略
4.1  项目打造技术
凸现景区湿地植物资源生态特色，以溪水芦苇保护

为设计，为通过线状水体、堤坝潭池、浅水荷沼、跌水
瀑布构成自然生态游览空间，同时沿山弯布局官泉居、
自然养生泳池，扩大食宿与保健功能。两山夹水，堤坝
横首，水湾清秀，水中芦苇，旁有花草、果树，还有野
生荷叶田田，野鸭隐影，奇石清泉，响瀑抚廊，壁峰晴
岚，是自然生态环境非常清幽的养生佳地。

4.1.1  官村生态湿地保护区

必须严格保护好现有湿地，不得破坏湿地中的任何
植物，不得污染水系水质，严禁在湿地内开展网鱼、电
鱼、捕鱼等违法行为，重点保护湿地内栖息的动物。湿

功能区号 功能区名称 功能区主要内容

Ⅰ 山庄生态休闲游乐体验区
自然溪水、荷塘水景、游泳戏水、生态种植、时花观赏、生态餐饮、文化集锦等功能。
重点融合乡村娱乐，规划成景区服务、办公及特色餐饮、乡村文化展示、现代花海及生
态瓜果种植，同时兼顾体育康乐等

Ⅱ 民寨山体森林游览区
以景区半围合成“U”形的官村村寨及官印山为空间的乡村风貌景观为主调，形成民寨
建筑文化系列空间体验链及山体风景观光片区。保留原有点状分布的水体荷塘、稻田茶
圃，建设特色瓜果园，改造民居建设文化商品街，建构体验活动多，形式丰富，参与性
强的游览区

Ⅲ 官村生态湿地保护区
凸现景区湿地植物资源生态特色，以溪水芦苇保护为设计，为通过线状水体、堤坝潭
池、浅水荷沼、跌水瀑布构成自然生态游览空间，同时沿山弯布局官泉居，自然养生泳
池，扩大食宿与保健功能

表1  融安县大良镇官村生态湿地旅游景区功能分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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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内除蓄水堤坝水潭处可游泳外，其他水域不能开展水
上活动。规划中，在湿地下游沼泽地补种荷花、芦苇、
野芋等植物，湿地面积约4公顷，见图1。
              

图1  生态湿地图

4.1.2  官印石

生态湿地中段官泉居北向有一大巨石，石形似立
方体，稳固大方，能独占一方，自行景点。巨石周边自
然植被丰富，还有一泉从石边涌出，即“官泉”。此石
因自然生态，十分稳重，显大气，因此有“官印石”之
称。相传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路过融安（大良），在大
良一带停留较长时间，因粮食不足，只好向当地大众征
招，因多次征粮，群众对此特别反感，当征收到官村
时，群众已经无粮可提供，官人非要征粮，拿出印章以
服大众，从此，官印就在官村留下了印墨，见图2。
             

图2  官印洞图

4.1.3  官村响瀑

自然瀑布因湿地溪在此落差而成瀑布，又因瀑落时
有巨大声响，近听如咆哮，因此称“响瀑”。响瀑呈多
级跌落，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整个瀑体隐藏于溪水杂树
之间，游人通过听松亭石级下到观瀑台就可看到并听其
声响。

4.2  项目建设建议
（1）重视对景区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

对官村生态湿地的保护，绝不能破坏这些资源，两山夹
水的地貌空间必须原生保护，严禁在景区喀斯特峰峦内
挖石开方。

（2）注重官村传统村落的建设风格，按规划设计方
案实施，不得改变原有民居建筑固有风格，新建的砖混
结构楼房要适当外观修缮装饰，突出传统民居样式。

（3）分期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山庄片区重点项
目要优先安排，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安全设施要先期
做好。

（4）加强技术合作，注重考察吸收外部生态农业种
植展示的成功经验，学习生态湿地保护技术，同时加强
湿地生态科普教育，运用科普项目提升景区品质。

（5）要重视管理运营，组建有技术有经验的景区管
理团队，成立景区投资开发与管理公司，以公司运营模
式进行景区开发建设。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当地群众
参与项目建设，保证项目建设有利于致富一方，造福乡
民，适当开展联谊活动，密切民众，共同分享项目成果。

5  结语
乡村生态湿地的景观打造应遵循“尊重原貌，回

归自然人文生态，集聚休闲娱乐功能，展示乡村风景特
色”的原则，以“整合空间功能布局，凸现乡村山水要
素，确保景域主题特色”为规划理念，以生态旅游基本
要素及生态伦理观融入旅游元素，进行综合创新布局。
提倡自然循环和自然生态，根据景区自身特点与现状，
坚持生态原貌为先，适当整合资源，因地制宜，利用山
水空间的优势，突出生态湿地与自然环境空间的保护，
综合展示乡村自然风貌和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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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策略

□  马潇潇

[摘   要] 我国正处于儿童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初级阶段，城市建设中仍有一些对儿童不友好的问题存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孩子们
居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能否拥有开阔、多样化的绿色活动空间，是城市设计者需要关注的问题。从儿童视角出发，提出在社区
儿童出行路径、活动场地、儿童设施、绿化等方面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更新策略。

[关键词] 儿童友好型；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策略

1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概念和特征
1.1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概念
“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于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

居环境会议决议中首次提出，建议将儿童的根本需求纳
入街区或城市的规划中。这个以儿童利益为中心的倡导
性计划，重点是引导政府制定一系列的行动计划让城市
环境适合儿童生活、成长，为政府和社区提供一种能让
儿童积极参与城市质量评估的方法，从而使儿童在城市
中获得优先权，通过一定措施，提升原有街区或城市的
儿童友好度。

1.2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特征
（1）所有的儿童都能便捷地获取高质量的社会公共

设施、充足健康的公共卫生设施和安全的活动场地[1]。
（2）地方政府确保在城市治理和政策制定上以儿童

优先为原则。
（3）为所有年龄段的儿童提供安全的活动环境，使

他们能够充分地在这种环境中玩耍、学习和交往。
（4）保护儿童免受自然和社会灾难的危害，在公平

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5）儿童有权利参与关于他们生活的决策，有权利

保护他们提出意见的机会。
（6）给予弱势儿童群体更多的关爱。
（7）消除因为性别、社会和经济差异造成的歧视。
2  国内外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举措
2.1  国内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举措
我国关于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

较晚，近年来，国内对居住区儿童活动场地的趣味性、
安全性等方面均有关注，深圳、武汉、长沙等城市提出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口号。深圳自2011年实施第三轮

《深圳市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来，规划
中大部分可比量化指标提前达到标准；2016年率先系统
性提出“建设中国首个儿童友好型城市”目标，将儿童
参与纳入城市管理中，完善城市公共政策体系，构建适
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城市环境。长沙于2016年开始
编制儿童友好型城市设计导则，从交通空间方面开始
改造。

2.2  国外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举措
2.2.1  英国伦敦“步行巴士”

“步行”巴士按照传统巴士的路线，沿途设立“站
点”，由学生家长轮流护送孩子们步行上下学，一般是
一位家长在队伍的最前面充当“司机”，另一位充当
“售票员”跟在队伍的最后，家长一前一后护送孩子上
学放学，是一种环保健康的出行方式。

2.2.2  荷兰代尔夫特市“儿童出行路径”

1986年荷兰代尔夫特市构建了自行车网络系统，
连接学校和其他活动场地的骑行路径，提高了学生的每
日活动量。此外还启动了确保儿童活动安全的七个子项
目。在儿童出行、儿童游戏质量等方面逐步完善，和周
边城镇建立网络体系，建成“儿童友好型城市”。七个
子项目中包括儿童出行路径，为单独出行的儿童设置安
全通廊，通廊具有安全性、连通性、可玩性，儿童可以
沿着通廊骑行或步行到达目的地，这个网络将出行、游
戏、运动等功能串联起来，其功效超过单个场地，使儿
童能独立、便捷地前往学校、运动场。

2.2.3  美国丹佛“见学地景”模式

有美国“第一儿童友好型城市”之称的丹佛，探索
出了“见学地景”的模式。该模式由科罗拉多大学景观
建筑系进行设计，将全市废弃的学校场地改造为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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