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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态环境保护及整治规划
根据规划区现状用地类型，规划划定核心保护区、

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对每个分级制定相应的保
护规则、相应的保护力度。针对水资源保护、耕地资源
保护、大气环境保护、声环境保护、固体废物治理等内
容，进行相对应保护措施和分类保护相结合方式，并制
定了生态优先、可持续及人与环境和谐相处3项原则[6-7]。

通过分析自然生态要素，保护重要生态斑块，维护
生物迁徙路径，补缀优化生态廊道及构建生态安全框架
格局的保护策略，将周璞新村保护规划范围划分为生态
保护区、生态缓冲区和生态建成区三个等级。针对核心
区实施现状保护并在水源地制定相关的水源保护策略。
同时编制环境整治规划，围绕“一轴、一心、多节点”
的村庄绿化布局原则，编制相应的乡村景观整治规划、
村庄景观整治规划、特色绿化种植引导及乡土景观元素
利用等专项规划，同时对村庄重点地段提出景观整治及
建筑风貌整治要求，并提出设计引导。

6  结语
“三规合一”乃至“多规合一”虽已提出多年，但

在目前的应用实践中仍有待推广及加强。作为行政区中最
低等级的村庄，是更高行政区等级的基本组成单元[8-9]。新
时期的村庄规划，应在对村庄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以“三规合一”为前提，将空间设计、政策保障与土地

制度等充分融合，才能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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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规划总平面图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村庄产业发展探讨
——以广西贺州市灵峰镇爱群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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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村庄规划要从规划布局、规划空间和建设用地规模上统筹安排，有效衔接各类项
目用地空间。本文通过对广西贺州市灵峰镇爱群村现状调研分析，从产业规划和村庄发展建设的方案进行探讨，为村庄建设的具体
实施奠定基础。同时，针对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总结出在实用型村庄规划中，应把产业规划与乡村建设有机结
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点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打造村庄特色产业、强化生态观光农业和改善乡村面貌。

[关键词] 村庄规划；产业规划；设计；建设规划

党的十九大以来，“三农”问题已成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党中央、国务院对做好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
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进
一步明确了村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体系
中的地位和重要意义，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
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规划项目许可
证、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2]。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精神，广西发布
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的通知》《广西乡村振兴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等一系列实施性文件。提
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3]。并
要求各市县编制村庄规划或实施方案，科学制定县城
乡村空间规划，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推进规划实
施，加快村庄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编制。

综上，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乡村振兴的战
略目标要求，根据地方实际需求，在贺州市爱群村等6

个村庄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力求以点带面，开启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广西村庄规划的试点工作。

1  项目概况
爱群村位于广西贺州市灵峰镇东部，东边与广东

省怀集县相邻。爱群村村域面积约3800hm2，耕地分布
在村落四周面积1250.50hm2。全村户籍人口3920人，
村域呈南北走向的山谷地形，村域中部为较为开阔的河
谷平原，是灵峰镇政府驻地的村庄。主要种植水稻、玉
米、蔬菜、竹子、甘蔗和桉树。主要养殖有合作社养
牛、自家散养牛和鸡鸭。

1.1   发展优势
（1）区位优势。作为广西东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

重要区域，区位优势明显。爱群村处于粤桂县域经济产
业合作示范板块，爱群村中部核心地段是灵峰镇的重点
发展区域及综合服务功能中心。

（2）土地优势。用地比较集中，利于规模化生
产。中部河谷地段地势较平坦，降雨量充沛，是优质的
耕地分布区。耕地主要种植水稻、花生、玉米等作物，
采取一地多种的种植模式，耕地利用效率较高。

（3）农业产业。种养殖业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稳步
发展。近年来，爱群村建设了以优质竹子、水果、药材
等为主的种植基地，以及生态肉牛养殖基地，产品销往
广东地区。

（4）良好的自然环境。中部溪流东西贯穿整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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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北部、南部有大面积的林地，自然环境较好。
1.2  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1）特色产业发展不足。目前农业产业基础较好，
但未成规模化发展。爱群村主要产业为农副食品加工、
木材加工、金属制造等为主，但工业结构单一，市场竞
争力较弱，规模偏小，尚未形成规模经济。第三产业发
展较慢，产业体系尚未形成。

（2）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村庄主要道路过窄，会
车困难，且部分村屯入户道路尚未硬化。现有公共服务
设施严重不足，缺乏农贸市场、篮球场、文化室、图书
室、健身场地等公共活动场所。

（3）空间利用相对粗放。在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占
比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爱群村居民倾向于到镇区街
上建房居住，故闲置建设用地较多，此外，爱群村存在
一户多宅的情况，户均宅基地面积偏大。

（4）文化传承缺乏彰显。村内保留有多栋清代时期
的青砖灰瓦老民居建筑、岭南风格的老旧祠堂，特色民
居建筑营造以院落式为主，但特色民居建筑的文化内涵
未能得到更深层次的挖掘，大部分老旧特色民居建筑已
无人居住，且老旧祠堂废弃，长期缺乏维护，特色建筑
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2  总体规划设计
2.1  对接上位规划
根 据 《 贺 州 市 灵 峰 镇 总 体 规 划 （ 2 0 1 6 — 2 0 3 5

年）》，爱群村在村镇体系规划中处于灵峰镇镇区。灵
峰镇区（爱群村村委所在地）职能定位为综合型村庄，
是灵峰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中心，以金属
制品加工、新能源、木材加工等为主导产业。

2.2  产业发展定位与目标
根据爱群村产业的政策机遇、区位条件、交通条

件、生态条件等诸多优势，爱群村将进一步引导产业向
纵深方向延伸，大力培育第三产业，带动经济综合发
展，强化乡镇风貌建设，打造“以金属制品加工、新能
源、木材加工等为主导的东融先行示范村”。规划目标
把爱群村建设成为镇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示范小镇
（村），生态农产种养殖特色村，兼顾避暑戏水为特色
的省级边界乡村文旅明珠。

2.3  发展思路
2.3.1  产业转型升级

以传统种养殖业为依托，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打
造贺州市农业示范村。结合现有田园及景观资源，配套
发展农事体验、田园观光、休闲运动等旅游项目，推动

一三产业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2.3.2  加强设施建设

全面改善村庄设施条件，加快完善村庄交通邮电、
农田水利、供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和文化娱乐、医疗卫生
等公共服务设施，为村庄发展夯实基础。

2.3.3  景观风貌

结合村庄良好的农田景观和水系条件，在保护传统
空间肌理和整体风貌的前提下，进行环境提升改造，提
高环境品质。

3  三产融合发展规划
3.1  产业体系构建
爱群村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规划构建高

端、规模化、复合型和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循环生态产业
支撑，实现产业由单一的“生产型区域”向“集生产、
生活、生态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链”转型（见图1）。

图1  爱群村产业体系构建图

（1）加强区域产业合作，强调联动差异化发展[4]。
爱群村在产业分工、区域旅游协作、农业产业化等方面
进行合理的差异化发展，同时应强化自身在土地资源、
金属制品加工、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抢占发展先
机和高点，发展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基础产业，金属制
品加工、木材加工等为支柱产业的产业链。

（2）梳理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承接产业。梳理现状
产业，根据现状已有的金属制造、木材加工、农副产品
加工等产业的发展基础和资源条件，结合上位规划产
业发展方向、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市场需求选择主
导产业。

（3）延伸主导产业链，扩大基础产业优势[5]。围绕
砂糖橘、三华李等水果种植产业以及村域丰富的林地资
源，发展特色珍贵苗木种植、森林疗法、户外旅游、林
下种养植等产业，打破原有以速生桉种植为主的单一的
业态，丰富和延伸产业链条，增设观光、体验、度假、
民宿等现代服务业。

（4）保障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在编制村庄国土空间
规划中安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爱群
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在长龙寨、金坪、白莲屯的可建
设用地范围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布局。

3.2  产业空间布局
依据现状产业布局和自然条件选择适宜发展的产

业，以加强区域合作，做大做强支柱产业为手段，以实
现镇域经济跨越式发展为目标，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
本次规划将灵峰镇产业空间结构划分为：一轴、一镇、
两区。一轴为镇域产业联动发展轴；一镇为灵峰产业小
镇；两区为民生林业乡村旅游发展区、农牧田园发展示
范区（见图2）。

3.3  产业分区
依据自然资源及产业现状发展情况规划爱群村的产

业分区。本次规划将爱群村划分为9个产业区（带），7
类产业发展方向（见图3）。

灵峰镇商贸综合服务区主要为灵峰镇镇区以及爱群
村沿国道355地段，以集镇综合商贸氛围为产业发展方
向；灵峰工业园为贺州市八步区的重大项目，主动承接
广东省的制造产业转移；经济林种植区（西北、东、南
三片区）为现状爱群村农林业的主导产业之一，是灵峰
工业园相关板材产业的重要原料配套生产区，远期可向
民生林业转型；白莲农牧休闲区结合白莲屯古树资源以

及肉牛养殖业，发展高附加值农牧产品生产与乡村休闲
结合的特色休闲农业；金鹅文旅休闲区结合爱群村桂花
屯优质的水资源、温泉资源 、避暑气候资源，打造面向
贺州及广东怀集县域周边市场的以“避暑戏水、民俗休
闲”为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林水果园休闲区结合现
状河流——松柏水和金鹅屯上游至社塘、大冲、时鱼屯
河谷地段的砂糖橘、三华李等水果种植带以及大冲、时
鱼屯的传统民居建筑开发文旅民宿度假产业；民生林业
发展区利用松柏水上游现状尚存一定规模保存较好的原
生态山林，打造成松柏水最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建议
停止区域内的速生桉种植业，保护未采伐的原生态林，
积极发展民生林业，发展特色珍贵苗木种植、森林疗
法、户外旅游、林下种养植等产业。

3.4  产业经营体系构建
3.4.1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探索发展农业产业
联合体[6]，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开展企业化
经营，发挥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积极
发展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规范发展专业合作社，
稳步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开展形式
多样的合作经营。

3.4.2  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

支持农民创业，鼓励兴办专业合作、股份合作和社

图2  爱群村产业布局结构图 图3  爱群村产业空间布局图（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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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推动跨区域合作和同
业联合发展。创新生产经营模式，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
形式入社[7]，大力发展“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生产
经营模式。

3.4.3  支持盘活利用空闲房地资源

支持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在兼顾旅游开发与文化保
护的前提下，以自营、出租、入股、联营等方式盘活利
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

3.4.4  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职业技能培训工程

整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 教育、科技、扶贫
等部门教育培训资源，健全农业培训体系，提高培训的
功能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开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培训班[8]。

4  结语
通过对爱群村的规划设计和产业发展分析，结论

为在编制实用型村庄规划中应着眼于村庄建设的各个方
面。以产业作为抓手，注重村庄规划建设与产业规划的
有机结合，创新发展本村产业特色。因地制宜，科学安
排各类功能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快推进乡镇转
型与镇村融合，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乡村产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视顶层设计和村民发展意愿。
实用型村庄规划中乡村产业规划和生态空间格局是村

庄建设的核心内容，发挥村民的主体地位和村支两委
的领导作用，协调好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实
现城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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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城市拆迁区对待拆迁区居民生活的
影响研究
  

□ 李   星

[摘   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因为城市化进程开发涉及面太广而产生了许多待拆迁区域。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的待拆迁区
域，是伴随着雨城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大面积拆迁而形成的。本文通过对大兴镇雅东路一带进行调研，就拆迁区域居住区现状以
及现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改善居住环境的合理对策，旨在减少拆迁带给附近居民来的困扰，优化待拆迁居民区生活环境。

[关键词] 乡村振兴；拆迁区域；待拆迁区域；居住环境；优化对策

1  研究背景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

建设和城乡融合快速发展，一些欠发达地区为加强地方
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部分城镇
及农村进行房屋拆迁。在拆迁的过程中，产生了如村民
的临时居住、房子补偿、征地补偿等诸多问题，甚至在
拆迁安置规模和数量较庞大地区出现了无人居住的拆迁
区与长期有人居住的待拆迁区并存的情况。

针对当前城市拆迁对拆迁居住人群的影响，黄凯南
等通过对Q市7个拆迁村的田野调查和行为实验[1]，对房
屋拆迁中村委会偏好特征对村民合作水平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王煜正运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
据和Probit模型对房屋拆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进
行研究[2]，发现房屋拆迁会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心理不
健康的概率。武小龙以江苏省N社区的拆迁纠纷事件为
例[3]，从政府回应策略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基于沟通、
对话、协商等软手段形成的“柔性治理”对解决拆迁纠
纷问题的有效性。尹媛媛、张松、郭晓勇、曾建发等研
究了征地拆迁工作中村民与拆迁工作者间存在问题并提
出相关的解决策略[4-7]。张雨山等在分析农村乡土文化
的基础上[8]，调查研究了农村拆迁后农村居民精神文明
建设的现状，提出了乡风文明的建设对策。宋思璇、
张军涛等也先后针对拆迁安置小区村民的互动社交与精
神文明建设进行研究[9-10]，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策
略。林叶借助“测度”方法讨论了拆迁遗留地带中“钉
子户”的日常生活实践[11]，并探究“钉子户”如何建立
新的社会空间，使其在“废墟”上的临时生活正常化。

杨华等从行动规划的理念出发[12]，对拆迁滞留区更新进
行探索，对我国目前城市更新中的拆迁滞留区提出新的
更新思路。

综合以上发现，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拆迁过程中的
问题及解决策略研究、拆迁对人们心理健康影响研究、
拆迁以后安置小区居民的文明建设研究及拆迁滞留区域
的更新规划研究，而对当前因拆迁安置规模较大形成的
已拆迁地区对待搬迁居民生活影响方面研究较少。因
此，本文主要从拆迁区域对在暂未拆迁区域中居住时间
较长的居民生活的影响做调查研究，针对居民生活的集
中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2  拆迁区域居住区现状与困扰
2.1  调查地区概况
雅安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邛崃山东麓，东靠

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
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雅安市雨城区为
该市主城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青衣江中游，属成都
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带。气候类型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
气候，降雨多，有“雨城”“天漏”之称。雅安市大兴
街道办为原雅安市辖镇。1951年置大兴乡，1958年改
公社，1983年复乡，1992年建镇。位于市境东北部，
距市区4.7km，面积33.8km²，人口1.3万。辖高家、
天宝、顺路、穆家、前进、寨坪、大堰、龙溪8个村委
会。2019年，撤销大兴镇，设立大兴街道，以原大兴
镇前进村、穆家村、顺路村、寨坪村、高家村、大堰
村、龙溪村、天宝村所属行政区域为大兴街道的行政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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