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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域重要的生态涵养区。
2.2.2  生活空间策略

依据现状发展条件与村民意愿，合理推进村组拆
并，规划引导村庄发展向人口、用地较集中的村组集聚
发展。一是规划将偏远零散居民用地以及位于基本农田
内的三两户的零散住房调整为耕地或林地，进行生态移
民。二是考虑各村村民风俗习惯以及行政边界等因素，
搬迁安置主要为本村内部解决，同时考虑到重大农旅项
目，涉及整村组搬迁，以及本村内难于安置等情况。规
划结合赣州铜铝产业园中的居住组团，合理布局一定
规模的集中建房点，如坳头村布局新增3.31hm2建设用
地，共享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三是严格控制
新增建设用地，保留的村组应集约化发展，梳理各组现
状建设情况，整理闲置地，拆除村庄内危旧房和独立的
旱厕、猪牛栏用房，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规划户均基地
面积控制在120m2以内，建筑层数控制在3层以内。四是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构建内通外畅的交
通体系，全域依托现有主要对外交通，提升道路等级，
加强与中心城区的联系，实现互动发展，村与村加强交
通联系，以及村内部道路疏通与改造，为田园综合体的
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2.2.3  生产空间策略

做大做强现代农业，夯实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基础。
赣州市区城郊现状耕地面积为1277.44hm2，人均耕地面
积0.06hm2，略高于赣州市0.05hm2的人均耕地面积。生
产空间基础较好，规划引导第一产业大力发展现代高效

农业，例如花卉、苗木、脐橙、草莓、粮食、蔬菜等种
植，建设成现代化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区。以第一产业为
基础，推进第三产业的融合联动发展。现状拥有五彩城
农业科技示范园、台湾部落民俗文化村和清云谷休闲度
假小镇等农旅项目，第三产业已具一定基础，推动以第
一产业为基础的衍生产业发展，以现代农业园区、观光
度假、科普示范、垂钓休闲运动、民俗文化村、主题庄
园和健康养生度假为载体，发展乡村体验式生态旅游。

3  结语
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背景下，乡村空间规

划是空间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3]。城郊型乡村是既特
殊又典型的一类乡村空间，是城乡要素流动最频繁的区
域。提升其空间治理能力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关
键，是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
通过梳理赣州市城郊型乡村现状特征并提出发展策略，
下一步有待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更深入地对乡村
建设用地边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乡村风貌和公共服
务设施等方面进行研究，全面提升乡村空间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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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原则及其要点

□ 黄洪卫

[摘   要]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主要是以生态为理念对城市整体进行城市设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旧城区部分决定了城市的规
划下限，提升城市的下限可以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发展。本文基于城市的旧城区对城市整体生态存在的影响，论述城市在生态规划设
计上需要遵循的原则，并提出相应的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和改造方案。

[关键词]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原则要点

建设生态城市，是将城市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
自然环境三者相结合来进行城市的设计和规划。要对城
市整体进行规划，同时考虑将城市的旧城区部分进行更
加合理的设计和改造，使其与新城区良好过渡，这样才
能提升人们生活的环境质量，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1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原则
1.1  和未来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关系紧密，城市里的每一个

行业都与其在城市中的位置和部署有很大的关系。城市
规划设计综合性比较强，它与城市的统筹协调规划有很
大的关系。促进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规划，只
有这样，城市的建设才有科学的依据，后续的建设才能
更加有序地进行[1]。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光要建新建筑，对于城市中
已经存在的或者是比较旧的建筑进行改造和规划，也是
比较重要的部分。对于旧城的规划，不能仅作为旧城翻
新的概念，而是要将其改造成一个具有发展潜能的“新
城”、能够带动城市发展的“新城”。此外，对城内的
村庄进行改造，可以提升城市的整体改造水平。一个城
市的生态规划并不是看做得好的地方有多好，更重要的
是看城市较差的地方有没有改善，这样才能推进城市一
体化建设。

1.2  遵循生态承载力的原则
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过程当中，应该要科学规划

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城市的生态承载力需要结合
技术、经济、社会和生活等多方面进行估计[2]。

一个城市的产业种类、数量和建筑结构与布局，
对于城市的生态承载力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城市绿化是
衡量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因其具有一定的自净能
力，与城市的生态承载能力也有很大的关系。遵循城市

生态承载力的原则，能够保证城市资源的合理利用。
2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性
2.1  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城市的规划设计作为战略性的规划，和城市未来的

发展息息相关，它可以很好地协调各个方面的发展：土
地要如何最大化利用，如何安排布局绿化地段，以及与
城市发展有关的重大建筑如何进行建设等，都需要对城
市进行一个全面整体的规划布局，才能保证城市的建设
和发展有序进行。否则，盲目地建设城市会影响城市未
来的发展。

2.2  保护城市的生态系统
在我国近些年的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新

建筑出现，相比之下，许多老旧建筑显得落后，这些落
后的建筑因为是在发展初期建设，没有遵循生态平衡规
律[3]。比如说某些落后的工厂，在运行期间会对环境造
成污染，如果超出了城市的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范
围，就会破坏生态系统。所以，进行生态城市规划设计
不仅可以展现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还可以保护城市的
生态系统。

3  如何进行城区内村庄旧城改造
3.1  用科学技术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城市的城镇地区是居民集中活动的地方，同时也

是各种污染集中的地区。因为重新建造房屋对于城镇地
区的环境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对城镇地区的城
市设计需要围绕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而进行。通过研究
当地的环境、气候以及居民生活区和企业生产区之间的
关系，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水资源污染、建筑能源
消耗、出行交通等与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相关的方面进
行改善，更好地协调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两者之间的关
系，保证居民生活安全健康，保证企业生产。

[作者简介] 黄洪卫，山东省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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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旧城区结合当地情况进行改造
建筑是城市发展的标志，也造就城市发展的历史。

相同的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留下不同风格的建筑。
有新建筑也会有旧建筑，对旧建筑的改造可以更好地提
升城市的整体品质，保证整个城市发展的协调性。在我
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关于旧城区的改造，主要包括对棚
户区进行改造、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对道路进行整治[4]。

棚户区的房屋大多数使用塑料材料或是防水布料进
行搭建，且通常建在比较低洼潮湿的区域，长时间没有
维修，存在安全隐患，使用价值较低。这部分区域的建
筑可以拆除。在拆除后再建造新房屋，或者是将居民迁
移到其他新居，重新开发该地区。这不仅可以解决人们
生活环境的问题，切实改善城市的居住条件，还可以打
造城市的新形象。

城区内村庄旧城改造还可以采取部分保留、部分拆
除的方式。根据建筑的新旧程度不同，拆掉一些旧房，
建设一些新房。因为房屋的建造结构不同，可使用的年
限也不同，有些建筑可以使用几十年，有些只能够使用
几年。因此，可以保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房屋，对已经破
损或是可使用时间较短的建筑进行拆除。不仅可以避免
建筑资源被浪费，也可以将有隐患的建筑拆除重建，节
约建设资金。

3.3  进行城区周边绿化建设
城市绿化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工作内容。城

市建筑的不断扩张容易破坏生态平衡，绿化建设可以有
效地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绿化水平。应遵循客观规
律，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城市的气候和特点，
严格规划绿化面积，进行绿化的设计和建造。

植物需要定时灌溉，因此城市的绿化养护浇灌需
要大量的水资源。水资源不充裕的城市如果选择了不耐
旱的植物，容易导致植物干枯，所以要尽可能选择耐旱
的、适合城市绿化的植物。

3.4  对城市环境进行整治
由于城市的中心比较拥挤，想要对其陈旧部分翻

新，容易产生环境问题，所以应该加大对城市的管理整治
力度，及时迁移或是清除城市中心的违章建筑。同时及
时推广建筑的节能技术，让城市具备更好的环境条件。

要结合城市的工业布局对城市环境进行整治调整，
将城市土地进行集中有效的利用，通过合理的布局可以
让城市经济得到更好的提升。

3.5  保护城市的资源
一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消耗资源，主要包括

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应该要合理地使用可再生
资源，节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这样才能更合理地布局
城市的生态结构。由于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也是有限
的，所以对于资源更应加以合理保护和利用。

3.6  加强城区周边治安管理
由于旧城区的建造时间比较早，没有形成系统的治

安管理体系，因此加强对城区周边的治安管理也成为城
区改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不仅仅是对城区社会
秩序安全的保证，还包括管理好城区的交通路段，保证
在道路拥堵时能够进行及时疏导，快速将道路恢复正常
的通行状态。在建设旧城区时，设置的道路数量较少，
一旦出现交通堵塞，人们的出行便会受到影响。所以，
加强旧城区的治安管理，可以让人们的生活安全和交通
便利性得到较好的保障。

3.7  改善城区附近的配套服务设施
一个好的城市布局，应该是居民生活的周边交通便

利且距离城市的服务功能比较近。例如幼儿园等学校，
应该按照居民的分布情况进行更加合理的安排和布置，
将学校建在方便家长接送的地方；中小学校的位置，应
避免设置在学生需要穿越城市主干道的地方。与此同
时，许多学校附近都会有居民楼，学校的操场等设施
可以考虑向周边的居民开放，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利用
资源。

对于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旧城区，其附近也应该建
设服务基础设施，例如建设超市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
需求，规划公交路线以保障居民出行，建设卫生服务站
以保证紧急情况的医疗服务。

4  结语
生态城市的建设不仅要注重城市的生态，更要对城

市的生态和发展问题进行合理规划。本文探讨如何对城市
中的旧城区进行更好的改造，以期推动城市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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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地区乡土民宿设计实践
——以桂林市社门岭村乡土民居改造为例

□ 宋   飞    张   静

[摘   要] 广西桂北地区文化内涵深厚、自然景观充足、交通便利，民宿产业发达，将乡土民居改造为乡土民宿，是乡土民居适应社
会发展的重要策略。本文在了解桂北地区乡土民居现状和民宿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对桂北地区乡土民居进行民宿化更新设计实践。
运用设计的方法，从历史沿革、基址区位与周边环境、基址现状、消费者需求的转变等角度进行梳理总结，确立桂北地区乡土民宿
设计的目标，进而对方案进行深化，最终得出乡土民宿的设计方案、空间效果和设计反思，为桂北地区乡土民宿的设计实践提供设
计思路和方案参考。

[关键词] 乡土民宿设计；乡土民居；设计实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人们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方式。目前，传统的景点观光旅
游已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人们开始向往风景优美的传
统古村落和古镇，从中感受传统文化和体验传统生活方
式。民宿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空间使用的需求，而
且还可以体验到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桂北
地区文化内涵深厚、自然景观充足、交通便利，并且乡
村旅游发展较早，民宿行业市场呈现持续发展趋势[1]。
对桂北地区乡土民居进行民宿化改造，是既能保护传统
民居，又能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策略。目前，村落中大
量的传统民居遭遗弃或拆建为仿城市建筑，传统民居的
现状岌岌可危。桂北地区旅游经济发达，为民宿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本文在了解桂北地区乡
土民居和民宿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以桂林市社门岭村乡
土民居为例，进行乡土民居民宿化设计，为当地乡土民
居的发展提供设计思路和方案参考。

1  历史沿革
社门岭村是古桂柳运河（也叫相思埭）第一村，曾

经也叫东陡门村、老陡门村，位于桂林市西南面、雁山镇
的西北面，距离桂林市区约23km，距离雁山镇约3.5km。
社门岭村在靠近水源、田地的区域分布有少量的传统民
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传统民居
被大量破坏。本文选取此地对乡土民居进行设计实践。

2  前期调研分析、空间功能转化及目标确定
2.1  前期调研分析
2.1.1  基址区位及周边交通分析

基址周边道路交通发达，可以从桂林市沿着城
市主干道广成线到达目的地，桂林市、本基址、阳朔
县城都在该主干交通线上。同时又有绕城高速公路连
接桂林市和阳朔县城，从基址出发沿着乡镇道路可以
到达会仙镇湿地参观。在基址周围形成以基址为中心
点，到桂林市区、阳朔县城、会仙镇短时便捷的交通
网络系统。

2.1.2  建筑及周边环境分析

基址内建筑为典型的“天井堂厢”型传统民居。三
进三开间，入口、堂屋和两侧厢房构成一个围合空间
（天井），前后2栋建筑和厢房构成一个围合空间（天
井），后排房屋和后门形成一个围合空间。本民居采
用穿斗式木构架搭建，一明两暗三开间，房屋的架数
多，根据实际需要灵活搭建。建筑外墙为泥砖砌筑，
但没有承重作用，在裸露的泥砖墙上复贴青砖，房屋
内部建筑结构裸露。建筑采用当地的泥砖、木头、青
砖、灰瓦作为主要材质建造，空间形态与周围环境融
为一体。

基址周围保留当地的乡土民居，民居前部为乡村
田野风光，视野开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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