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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村振兴

塑造特色乡村风貌助推乡村振兴的策略探讨
——以广西昭平县黄姚镇杨村屯为例

□  满育俊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远景目标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结合昭平县黄姚镇杨村屯在
实施广西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中的经验做法，介绍塑造特色乡村风貌发展乡村旅游及相关产业以开辟乡村振兴道路的做法和存在
的主要问题，为特色资源型村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示范和规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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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是新时代做好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远景目标是到2050年全面实现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1]。广西于2018年底启动乡村
风貌提升三年行动是乡村振兴题中之义，作为首批实施
村庄之一的昭平县黄姚镇杨村屯迎来重大机遇。本文基
于对该屯优势条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通过规划设计介
入提出塑造特色乡村风貌发展乡村旅游策略，以助推该
屯乡村振兴，并为众多特色资源型村庄实施乡村振兴提
供借鉴。

2  乡村风貌基本概念与广西基本要求
2.1  乡村风貌的内涵
乡村风貌是指乡村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基于地域的

自然基地与人文背景，所形成的可感知的景观特征和文
化内涵[2]。其不仅涉及有形的物质环境，更要凸显无形
的精神特征。

乡村风貌与乡村景观在一定程度上亦有所差异。在
没有特殊界定情况下，乡村风貌侧重文化、传统习俗与
内精神；乡村景观则更侧重乡村具体的审美对象的视觉
感受。在部分研究中，将乡村风貌等同于乡村景观，同
样可体现出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涵。

2.2  乡村风貌塑造的要素构成
按照乡村风貌产生影响的国土空间功能构成分为农

业生产景观、乡村生活景观、自然生态景观三类要素。
其中，农业生产景观以保证农业生产、粮食供给为主要
功能；乡村生活景观以人类聚居和传承地域乡土文化为

主要功能；自然生态景观以维护区域生态稳定性和多样
性为主要功能。

2.3  广西实施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基本要求
广西实施乡村风貌提升行动分2019、2020、2021

三个年度，并按基本整治型、设施完善型和精品示范型
三种类型村庄推进，具体改造建设要求为以下内容[3]：

（1）基本整治型村庄建设要求开展“三清三拆”和
环境乡土化整治活动：“三清”即清理村庄垃圾、清理
乱堆乱放、清理池塘沟渠；“三拆”即拆除乱搭乱盖、
拆除广告招牌、拆除废弃建筑；实施环境乡土化治，采
用“微田园、微果园、微菜园”的方法整治房前屋后和
户与户之间的空地。

（2）设施完善型村庄在完成基本整治改造的基础
上，因村施策开展基础设施“七改造”和公共服务设施
“十完善”行动：“七改造”即改路、改水、改厕、改
厨、改圈、改沟渠、改农村电网等；“十完善”即完善
村级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公共交通服务、完善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完善金融服务、完善医疗健康服务、完善便
民超市服务、完善广电网络服务、完善通信网络服务、
完善气象服务、完善教育服务。

（3）精品示范型村庄是在完成基本整治和完善设施
服务的基础上，开展特色风貌“三提升”行动和实施 
“五精工程”：“三提升”即提升村庄规划和农房设计
水平、提升农房特色风貌、提升村庄特色景观；“五精
工程”即精品农房工程、精致环境工程、精彩文化工
程、精美乡村旅游工程、精心产业发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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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村屯项目特征
3.1  项目概况
杨村屯位于昭平县黄姚镇东北面，2019年全屯共

350户1650人。2019年初，该屯经各级推荐被自治区住
房城乡建设厅列为第一批广西乡村风貌提升精品示范型
建设村庄。

3.2  杨村屯优势条件分析
（1）交通区位优越。杨村屯位于桂林至贺州黄金旅

游线路上，距离黄姚古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约6km，离
G65包茂高速公路黄姚出口约3km，该屯西侧紧邻县道。

（2）自然环境优美。南面和东面是喀斯特山体的村
后山和山间小盆地，山上有造型奇异的石头，东南面山
体与小盆地之间有一梯路和石门，进入小盆地，地形豁
然开朗。北边地势开阔，一派田园风光，远处是喀斯特
峰林。清澈的江水从东北往西南方向流经村庄和田野，
该江是黄姚母亲河姚江的上游段。

（3）群众工作基础较好。屯内有多名在村“两委”
任职的党员，组织能力强；该屯建立了杨村屯理事会，
自治能力较强；群众大多憨厚朴实善良，群众积极性
高；此外还有一些在外工作的乡贤，牵挂家乡建设。

3.3  村屯发展和建设主要存在问题
杨村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发展和建设，屯内建

起不少新楼房，公共配套不断完善，但也存在如下问题：
（1）有新房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村庄建设没有

经过系统规划，房屋建设没秩序、没特色。部分村民存
在一户多宅现象，建了新房子，老房子没有拆除。老房
子没人住，农宅残垣断壁、院落杂草丛生。卫生环境
差，违法乱搭乱盖，池塘沟渠淤泥堆积，门前屋后垃圾
乱堆乱放，广告招牌乱贴乱挂。

（2）村屯空心化，农户空巢化。村屯缺乏人气、缺活
力、缺生机，有的房子没有人在家居住，留在屯里的以老
弱妇孺居多，村里见到的年轻人较少，大多外出务工。

（3）村屯产业发展弱，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村屯
产业以种植水稻、青梅、红薯为主，销售渠道有限、收益
低。村屯没有二、三产业，村民收入以外出务工为主。

4  规划设计策略
4.1  塑造特色风貌，发展乡村旅游
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4]，挖掘

特色资源，塑造特色乡村风貌，营造美丽乡村视觉效
果，发展乡村旅游，主要路径包括：

（1）合理利用独特的自然环境资源打造景点。利用
姚江水景观资源，对河道进行清理，并对村口处年久

失修的旧水坝进行改造，考虑改造成一座既有蓄水灌
溉功能又有叠水效果的鱼鳞坝景点。充分利用喀斯特
地貌，将村后山的奇异石头建设成为上山观光步道，
利用村后山之间豁然开朗的小盆地打造一个世外桃源
般的景点。

（2）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该屯的祠堂文
化、寺庙文化。鉴于该屯历史悠久、深厚文化底蕴、人
才辈出，应建设一座村史馆。吸收附近黄姚古镇优秀文
化，如在鱼鳞坝面设置丁步，即当地称“石跳桥”，既
可通流水又可通行人，且造价较低廉。

（3）实施人居环境乡土化整治。采用当地的石材、
砌块等材料铺设乡土步道，实施部分房屋乡土化改造，
运用“微田园、微果园、微菜园”的方法整治房前屋后
和户与户之间的空地及废弃建筑拆除后的空地。

（4）培育特色产业。培育特色农业，利用小盆地打
造桃花种植园，在该屯旱地上种植生态水果采摘园，利
用现有水塘种植观光荷花和养鱼。配套旅游设施，如
建一些特色农家乐，结合鱼鳞坝设置游泳设施、停车
场等。

4.2  坚持量力而行，不搞形象工程
杨村屯在实施乡村风貌提升行动中只获得自治区和

县级财政资金各200万元，村民自筹资金60万元。在资
金有限的情况下，不实施超越发展阶段的项目，把钱用
在刀刃上。在实施“五精工程”过程中，重点实施精致
环境工程、精彩文化工程、精美乡村旅游工程、精心产
业发展工程，而精品农房工程 “蜻蜓点水” 式地在主要
道路对景点处和中心广场周围的少数几栋房屋做了适当
改造，其他300多栋房屋不做改造。

4.3  整合部门资源，合力推进建设
整合县级各部门资源，形成合力推进村屯建设。利

用自然资源部门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引导群众
开展“三清三拆”之拆除废弃建筑工作。统筹财政部门
革命老区道路项目，实施部分村屯道路和桥梁改造。其
他部门的项目能整尽整，形成合力推进建设。

4.4  加强村民自治，保障规划实施
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确保规划实施和项目落

实。发挥屯内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参与乡村风貌提升各
方面中。发挥杨村屯理事会协调作用，解决项目实施过
程中拆迁及用地问题。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让群众充分
了解和参与项目规划设计，积极为本屯乡村风貌提升行
动投工投劳、捐款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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