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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特”要素是特色小镇创建的支撑点
包头市特色小镇创建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工程，在每

个具体环节都需要获得大量要素的强力支撑，这里除强
调政府为主的行政扶助，更需要考虑市场在特色要素配
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主要涉及市场支撑、资本支撑、项
目支撑等多重支撑体系。

3.3  “特”产业是特色小镇创建的关键点
产业是特色小镇的“体”，也是特色小镇长期运营

的核心，包头市特色小镇的设计初衷应立足当地特色资
源确立特色产业内容（点），并实现与上下端产业链条
的有效联动（线），最终建立一套完整的特色产业体系
（面）。这就要求：确立特色核心产业，摸索特色外围
产业；连接特色相关产业。

3.4  “特”创意是特色小镇创建的引爆点
文化是特色小镇的“魂”，也是特色小镇设计过

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当前特色小镇创建出现种种
困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模式照搬与景观复制造成的审
美疲劳。包头市特色小镇的创建本身必须依靠特色创新
手段吸引各方眼球，建立符合市场需求的特色小镇新模
式。这要求我们从模式创新、文化创意、科技创造、大
众创业等角度下大力气，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特色小镇

创建工作。
3.5  “特”需求是特色小镇创建的落脚点
特色小镇创建工作的初衷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息息相关。包头市特色小镇的建设除了按照市场
经济规则运营外，更需要考虑其对于人民的真实价值。
必须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这一新的主要矛盾为行动指南，这是中国人民
实现“城市化”转变的重要环节，更是人民提升物质生
活质量的重要途径。特色小镇的创建本身必须时刻体现
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考虑其经济效益同时必须重视其潜
在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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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特色保护类村庄的
多维“控引”规划策略研究

——以江西省高安市新街镇景贤村为例
 

□ 李小云    朱景霞    乐美棚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不同类型的村庄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背景下，特色保护类的
村庄规划缺乏较系统的研究及可借鉴的经验。本文以江西省高安市新街镇景贤村为例，在对景贤村的国土空间开发及特色风貌建设
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严格控制国土空间发展规模、发展产业引领乡村振兴、加强村庄风貌管控与塑造、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
引等方面提出村庄的多维“控引”规划策略，以期为编制实用性特色保护类村庄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特色保护类；多维控引；规划策略；景贤村

为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初，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的意见》，旨在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优化乡
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019年5月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城镇开发边界外
的乡村地区，由乡镇政府组织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
性村庄规划”。自此，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试点工作。也有学者针对前期的规
划实践，从规划类型划分及发展[1-2]、三生空间[3-4]、实
用性规划[5-6]、文化保护与传承[7-8]等方面内容进行总结，
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不同类型村庄的规划实践研究较
少。因此，本文以江西省高安市新街镇景贤村为例，探
索在乡村振兴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下，如何对特色
保护类村庄①的国土空间格局及特色风貌进行规划设计。

1  景贤村概况及需求分析
1.1  景贤村概况
景贤村位于江西省高安市新街镇中部，村域面

积717.56hm2，其中农林用地619.89hm2、建设用地
72.09hm2、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25.58hm2。景贤村地
处平原丘陵地带，高程在5m～135m之间，西北部为山

林，总体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村内大部分区域坡度
在12°以内，适宜建设。景贤村包括贾家、陈子里、万
家、饶家、南家5个自然村，村内各项服务设施业较为
齐全，基本可以满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
要。2018年底，全村总户数845户，总人口2970人，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为13.25%，但46岁以上人口比
例较大，未来老龄化速度可能会加快（图1）。据族谱
记载，宋开宝年间（公元968年）高安贾氏始祖贾湖中
进士，后调任筠州（今高安）刺史，退仕后，与长子贾
九四遂居高安坪湖。贾湖十七世孙贾季良，于明洪武初
年娶南家村南氏之女为妻，路经畲山胜地，视其佳山胜
水、良田沃野，于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间始居
畲山，距今已有650余年历史。2007年，贾家村被公布
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公布为第一批
中国传统村落。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1968027）研究成果；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编号：JC20120）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小云，江西师范大学城建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朱景霞，江西师范大学城建学院，硕士研究生。
乐美鹏，江西师范大学城建学院，硕士研究生。

图1  景贤村各年龄段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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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生空间相互渗透和融合，但缺乏整体发展管控
从“生产、生活、生态”等三生空间的分布来看，

景贤村内虽无生态红线保护区，但有少量的自然生态空
间，主要分布在村庄的北部和南部，村域北部依托卢泉
水库，周边分布着大面积的林地，村域南部为丘陵地
带，分布较多池塘和灌木林。景贤村的生产空间主要
分为两类，一是农业生产空间，主要为农林用地，面
积占村域总面积的86.39%。村民依靠种植和在外务工
获得大部分收入，虽然已有农户依托现代农业种植，开
展蔬果采摘等休闲农业活动，但发展模式尚不成熟，有待
整合。二是工业生产空间，包括废弃的工矿用地、模具加
工厂、大米加工厂等企业用地，合计7.68hm2。生活空间
总面积72.09hm2，主要沿Y928乡道分布，呈“串珠型”的
空间型格局，与农业生产空间相互融合，过渡界限清晰。

总体来看，村庄现状产业结构较单一，第一产业发
展主要依托水稻种植等，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与第二、
三产业的整合不足。景贤村工业较为薄弱，工业生产形
式以来料加工为主，如制品包装、陶瓷加工、水泥制
品、大米加工等，整体规模较小，产业关联性较差，有
待整合。古村旅游尚处于初级阶段，品牌特征不明显，
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不足，客源主要以周边的短途客源为
主，对中长途游客吸引力不足。同时，因缺乏整体管
控，村庄内房前屋后存在较多不规则未利用土地，或闲
置或杂乱堆放废弃物，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部

分建筑的功能也比较混乱，如因无适宜的活动空间，景
贤片区村民占用农耕文化馆进行舞蹈、健身活动，使文
化馆失去部分原有功能。

1.3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特色风貌营建指引不足
景贤村各村小组景观格局、风貌、建筑特色各有

不同，总体来看，主要以历史街巷、牌楼、古桥、古
井、古驳岸、重要的水塘等要素为代表，构成了与城
市完全不同的乡村景观格局。村庄现存历史建筑面积
2.82hm2，分宗祠、民居、当铺、书院、水井、街巷、
牌坊、桥梁、庙宇、寺塔十大类型，建筑风格各异，既
包含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的传统民居，同时也有近十年新建的各式现代风格的村
民住宅。其中，贾家村保留了122栋明清建筑，建筑外
观有封火墙，内部为木结构，分穿斗式、抬梁式，也有
穿斗式与抬梁式相结合的建筑（如图2），屋顶为硬山
顶或歇山顶。民居的雕刻有木雕、石雕、砖雕，雕刻技
法有浮雕、透雕、镂雕、塑雕、圆雕等丰富的古雕刻艺
术，雕刻题材有戏剧人物、花卉、古玩、几何图形、吉
祥图形文字等，雕刻技艺精良（如图3），堪称古民居装
饰代表作。但由于大部分村民文化传承意识较为薄弱，
不少乡土文化要素和文化场景已消失，现有的历史遗存
也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此外，规划新建建筑
对人文风貌、历史传承及民俗特色的提取和认知不足，
致使新建建筑风格各异，布局、风貌毫无特色[9]。

图2  建筑内部结构 图3  精美的雕刻

1.4  村庄建设意见及诉求
村庄规划采取问卷调研形式，以此了解村民对于

用地、住房、空间环境等方面的意见与诉求，推动规划
的公共参与程度，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景贤
村5个自然村共发放120份问卷，其中贾家40份，其余4
个自然村2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2份。通过问卷分
析可知：（1）大部分家庭都有1～2人外出务工，除务
农外，务工收入也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2）村
民大多只有一处宅基地住房，有建房需求的村民总体不
多；村民对现住房满意度较高，不满意主要表现在通风
不畅、采光不好等方面。（3）村民有改善住房意愿，
其中村民对修缮原有住房及到城镇购房的改善方式接受
度较高。（4）村庄周边环境存在噪声、大气污染，其
原因主要为绿化太少、垃圾杂乱和房屋凌乱，公共空间
环境亟须整治。（5）村民对建设休闲广场、锻炼场所
等的诉求较多，希望增加农贸市场、超市等公共服务设
施。（6）村民出行方式多样化，但公共交通出行主要存在
班次少、换乘不便等问题，不利于后期的旅游开发。

2  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多维“控引”规划策略
在对景贤村的国土空间开发及特色风貌建设现状分

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特色保护类村庄多维“控引”系
统。如图4所示。

图4  特色保护类村庄多维“控引”系统构建

2.1 严格控制国土空间发展规模，构建特色乡村自
然生态格局

特色保护类村庄规划不能仅关注不可移动文物及
历史建筑，其历史环境要素，如周边山、水、林、田等
自然环境的保护同等重要，这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不
谋而合。根据山、水、田、林、湖、草全要素管控的需
要，规划对生态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村庄建设用地提
出了空间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构成具有一定特色的
“山—水—田—村—塘”的自然生态格局。为实现特色
格局，在充分梳理自然生态景观要素的基础上，应严格
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按照用途将土地分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村庄
建设用地区、其他用地区等五种土地用途区，针对不同
用途区提出管制规则。重点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
度，守好耕地红线。对景贤村的耕地和新增耕地分批次
进行质量提升，并纳入基本农田储备区。对于建设项目
占用耕地的表土进行剥离和再利用，将剥离后的表土用
于土地开发复垦项目，努力实现耕地总量与质量双赢。
同时，明确生态空间，保护生态环境，优化村庄水系、
林网等生态空间格局，强化水系水体、自然植被等生态
空间的保护。深挖存量用地，对村庄建设用地实行总量
控制，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从人口规模、土地
利用和村域空间的整体性出发，统筹协调各类设施建
设，并制定相应的管制措施，强调特色农耕文明与田园
风光的结合，以保护乡村的自然生态格局，实现乡村景
观与周边山水田园环境的和谐意象[10]。

2.2  村庄发展与历史保护有机结合，多元特色产业
引领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产业发展，景贤村未来的产
业发展应建立在严格保护古村历史文化、有效传承历史
文脉的前提下，统筹一二三产业发展，推动村庄产业转
型升级。规划依据村域现状产业资源特征及布局情况，
将村域产业空间划分为农业生产区、农副产品加工区、
特种养殖区、古村研学游体验区，合理划分特色产业门
类，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其中，重点在于第二
产业的重构和第三产业的提升，逐步实现城乡的产业同
构。规划保留村域西部清高公路两侧集中连片的村庄生
产仓储用地，其他区域的生产用地予以调整，逐步淘汰
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企业，积极发展手工艺、食品
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本村人口就近就业问
题。同时，通过对贾家古村历史文化、农耕文化的挖
掘，将文化元素应用到村庄建设和产业发展当中，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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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研学游体验区，形成文化与乡村旅游产业的联动发
展、一二三产相互融合的多元特色产业发展模式，从而
引领乡村振兴。

2.3  加强村庄风貌要素管控，重塑特色文化空间形象
景贤村为特色保护类村庄，规划首先应严格落实

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等保护区划的管控规定，
同时，深度挖掘村庄特色文化脉络以及当地的传统建筑
特色，延续古村传统空间格局、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
从建筑高度、建筑色彩、建筑立面风格、建筑材料等方
面提出建筑风貌管控措施，针对不同类型的历史环境要
素也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构建富有特色的要素管控体
系。尤其要对各类新建设施及村民住宅进行风貌控制和
引导，将文化特色融入村庄的整体建设，塑造村庄特有
的农业及乡土景观风貌，让村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为重塑村庄空间中的文化风貌，需加强现有实体空
间的更新改造[7]，如在保持外部风貌特征的基础上，允
许传统风貌建筑内部更新，以改善居住、使用条件，适
应现代生活方式（如图5）。对于现状质量较好但与历
史建筑杂糅在一起，并与历史风貌产生较大差异，影响
村庄历史文化特色风貌整体塑造的建筑，应将其外立面
进行适当整治，达到整体风格和谐统一的程度。处于村
庄主要道路界面的建筑，应适当进行外立面的改造，吸
取历史建筑的一些元素，使现代建筑与古村风貌相协调
（如图6），引导村庄整体风貌逐步提升。

图5  建筑修缮效果

图6  建筑整治效果

2.4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引，打造特色公共文
化服务模式

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还要加强公
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根据村庄自身的特色发展需求，制
定不同的公共服务社区化目标，做好服务设施的功能拓
展和维护，完善相应的旅游、文化服务设施及场所，进
一步拓展地域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利用价值[7]。如结合部
分闲置民居或者祠堂改造为主题图书阅览室、儿童活动
中心、健身房、咖啡屋、老年活动室等，满足村民对现
代生活的需求[11]。重点通过梳理公共空间与周边自然环
境、村民生产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关系，挖掘村庄特色
的民俗文化、民间故事、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构建具
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公共空间体系。同时，提出公共空间
设计导则（如表1），以指导后期村庄公共设施建设，
为村民的休闲、娱乐、购物、运动提供充足的空间，以
及为游客提供特色文化的展示及体验空间，打造具有当
地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3   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背景下，特色保护类村

庄的规划设计应在充分落实“三区三线”的基础上，对
生态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村庄建设用地提出空间布局
优化和结构调整，以保护乡村自然生态格局。严格控制
村庄增长边界、盘活存量，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充分挖
掘村庄历史人文资源，延续村落空间格局、保护历史文
      

公共
空间
分类

空间特点 设计原则
整治策略

空间布局 材料 设施小品 乡土植物搭配

村
级
公
共
空
间

入
口
空
间

村庄空间环境
形成的主要标
志点，对整体
环境引导和识
别起着重要的
作用。

1.突出引导性
和标识性。
2.体现村庄历
史与文化。

1.植物营造：通过一定规模的植物群组与景观小品
组合形成色彩醒目、层次丰富的生态景观体系，
从而达到烘托村庄入口氛围的效果。
2.建筑营造：加强建筑与景观的导向性，可设置一
定规模的广场，突出入口形象。
3.构筑物营造：利用山石、雕塑、牌楼、亭廊、景
墙等小品结合植物营造村口景观。重点是保证构
筑物与环境协调，并起到提示村口的作用。

以自然为主题，多选用与
自然贴近，纯朴的材料，
如木材、竹子、藤、草、
土、石等原生态材料。

山石、景
墙，坐凳，
雕塑小品、
牌楼、亭廊
等。

可选用色彩明快
的高大乔木如银
杏、枫树等作为
村口标志。乔木
与花灌木、地被
搭配形成一定规
模的植物群组。

核
心
空
间

是村庄人流集
中 、 容 易 到
达、环境较好
的地方；是空
间中心，一般
围绕村庄主要
功能空间，如
村 庄 服 务 中
心、有价值的
历史建筑等形
成；是村庄整
体空间组织的
核心和空间形象
塑造的要点。

1.尊重自然环
境，高效利用
土地资源。
2.人性化设计。
3.突出乡土文
化。

结合周边环境地形，梳理一定的硬质场地供村民
及游人集散活动、休闲健身、游憩观赏。布置座
椅、廊架、照明设施及乡土小品等。空间布局开
放性较强，表现形式主要为公共广场、体育运动
场等。

景 墙 、 座
椅、健身设
施 ， 垃 圾
箱、照明设
施、乡土小
品、休闲亭
廊、车挡、
花箱、标识
牌，村务栏
等。

植物品种可适当
丰富，以观赏类
乔木与花灌木搭
配为主。

滨
水
空
间

村庄的水系有
点状（池塘）
和 线 状 （ 溪
流、水渠）两
种。对滨水空
间的打造能有
效提升村庄整
体景观效果。

1.维护水体的
原生态性。
2.营造滨水景
观的多样性。
3.充分考虑亲
水需求与安全
设计。
4.注重雨水的
收集与利用，
将雨洪管理与
景观设计相结
合。

1.点——滨水节点：将开阔的水面、水塘与公共活
动带相连，组织临水活动空间。在场地低洼处设
计雨水花园。处理沿水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关系。
通过亲水平台、石桥等构筑物加强空间节点设
计。通过滨水游览线路连接重要节点，形成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滨水活动空间。
2.线——滨水道路：设计尽量保持水体自然岸线，
梳理道路与水系的走向关系，利用岸线设置滨水
步道。尽可能沿路布置公共设施，以方便更多人
享用滨水空间。并注意在临水一侧设置安全防护
设施及雨水收集设施。
3.面——滨水绿化：充分结合亲水设施安排，植
物成熟体量应与所在空间的尺度和环境风貌相协
调，避免不恰当地遮挡视线和其他景观。

亲水平台、
坐凳、栏
杆、石板平
桥、路灯、
石拱桥、休
闲亭廊等。

植物品种以亲水
植 物 （ 如 青 钱
柳、木芙蓉等）
和亲水及水生植
物 （ 如 芦 苇 、
醉鱼草、细叶水
团花、荷花、野
菱等）为主，布
置方式宜生态、
自由，形成以水
为特色的植物景
观。

组
团
级
公
共
空
间

房
前
屋
后
空
间

建筑群组合形
成 的 院 落 空
间，是邻里交流
的中心，现状
可进入性弱，
使用率较低。

1.丰富空间变
化。
2.延续村庄传
统脉络。
3.突出功能多
样性。

充分利用屋旁宅间的空间，根据周边环境布置一
定的硬质空间结合设施小品，为村民提供交往游
憩的空间。种植以小尺度绿化景观为主，见缝插
绿，不留裸土。绿化种植结合空地形状自由布
置，与公共绿化相互渗透。

景墙、坐
凳、垃圾
箱、廊架、
竹篱等。

以小乔木与花灌
木为主，保持四
季常绿。也可种
植 果 树 及 农 作
物。

街
巷
空
间

主
干
路
空
间

主干路及其两
侧绿化空间，
是进入村庄必
经的空间。

1.尊重村庄现
有的自然生态
环境，突出乡
村特色。
2.突出功能多
样性（交通、
交流交往、休
闲游憩等）。
3.实用、经济、
美观相统一。

主要位于村边，是等级较高的乡村道路，沿路需
布置停车等配套服务设施。行道树间距注意不影
响村庄周边农田、山林等视域空间。

1.设施小品：以乡土材质
为主。
2.路面材料：承担交通量
和载重较大，路面应用硬
质材料，如沥青混凝土、
水泥混凝土等。

坐凳、路
灯、标识、
护栏、花坛
等

乔木选用乡土树
种，以抗性强、易
于管理、病虫害少
的树种为宜。林下
可搭配野花或常
见地被。

内
部
街
巷
空
间

内部的街巷道
路，以步行为
主，是近宅的
公共空间。

主要位于村内，道路等级较低。可在街巷空间发
生交会、转折、分叉等转化的过渡性空间打造街
巷节点景观。设计街角小游园，布置景墙、固定
的桌凳，满足村落居民随时聚集交流、开展活动
的需要，为居民交往提供必要和有益的场所。同
时布置路灯、标识、垃圾箱等设施。绿化配置注
意疏密有致，与建筑相互映衬，同时不影响道路
交通。

1.设施小品：以乡土材质
为主。
2.路面材料：承担交通量
较 小，路面可采用沥青混
凝土、水泥混凝土、块石或
混凝土砖等材料。邻近住户
并衔接户内的空间，宜注意
路面效果的整洁。可优先考
虑选用适合的天然材料，如
青砖、石板、卵石、砂石路
面等，以加强村庄道路的
乡土性和生态性。对于没
有必要进行硬化的路面可
保留泥土路等软质景观。

以小乔木与花灌
木搭配为主，如
早 竹 、 南 天 竹
等。

表1  公共空间设计指引

（下转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