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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管理工
作，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做好资质衔接过渡，确保检测市场平稳有序。

二是抓好贯彻落实。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资质就位具体实施措施，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强化工程质量检测行业资质管理，加强检测机构监督检查，保证《资质标准》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三是做好宣贯引导。各地要认真做好《资质标准》解读，加强宣贯培训，认真学习《资质标

准》精神，强化社会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来源：《中国建设报》202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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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横州市寨脚村项目概况

（一）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横州市位于广西东南部，南宁市东部，地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与珠江—西江经济带交会处 , 以“茉莉甚广，
有以之编篱者，四时常花”闻名。横州市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嘉靖时期，《君子堂日询手镜》就有横州茉莉花
大规模种植的记录。现今，横州市的茉莉花香飘四方，以花期长、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郁等优势而闻名国
内外，已然成为广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横州市寨脚村位于横州市横州镇东北部，区域面积 6.80 平
方千米 , 下辖 6 个村民小组，农户 250 户，全村户籍人口 1100 人。距离广西南宁市约 120 千米，距离横州市
市区 12 千米，与横州、南宁呈“一轴三点”布局，交通通达性好，区位优越，与周边多个村庄形成资源共享
及优势互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和通达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发展农业旅游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鲜明的产业发展优势

横州市农业基础雄厚，寨脚村作为横州市传统县城，其农业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拥有大片优质茉莉花产
业田、稻田、玉米地、蔬菜园等农业用地，村庄周边分布有水田和可种植林果类的耕地，围绕“茉莉花”产业
为核心，为提升、优化、培育特色多元农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资源禀赋，利于形成特色

横州市寨脚村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地形平缓，景观资源错落有序，村内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然山体“奔象
山”，其造型酷似大象，又名“窟窿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也是村寨特色标志性景观。村内还有一处天
然湖泊，数个小水塘贯穿于稻田间，水稻面积 2652 公顷，占比 55.40%，可耕地面积 4786 公顷。村庄大多为
建于 2000 年后的砖混结构建筑，有 15 栋带庭院的老建筑，周边遍布蔬菜种植地及大片稻田，四季春苗、夏绿、
秋黄的农田植物颜色变换丰富，具备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整个村寨农田环抱位于村中心的“奔象山”，形成独
具一格的景观风貌，是一座具有花香、稻香的美丽自然村。

二、寨脚村农旅规划设计策略

（一）目标定位

项目通过实地调研，以实际诉求为导向，从优化规划布局、品牌提升等方面打造宜文、宜居、宜态、宜业的
寨脚风貌；以“奔象山”为核心，以茉莉花产业为主线，以“鱼生系列”美食活动为推手，建设“四宜四好”，
即宜游、宜业、宜居、宜农，实现规划好、建设好、传承好、经营好的美丽寨脚村，见图 1。

（二）优化布局，打造“一核四宜”整体布局

寨脚村整体布局设计需统筹利用生产空间、合理布局生活空间、严格保护生态空间，明确规划底线，突出
几个“不”：不拆房（特别是优秀历史建筑）、不劈山、不填河塘、不砍树、不刻意取直道路街道。基于村内
建筑、水体、道路、植物等元素分析，项目创设“一核四宜”的设计理念，依据原有村寨布局进行合理的开发与
改造，整体统筹规划“茉莉花”造型格局。其中的花心为一核，以“奔象山”为核心，四大花瓣为“四宜”，即
人居适宜（保护与修复现有村庄建筑，以寨脚村建筑改造为起点）、生态心宜（利用优质自然资源，以稻乡池、
茉乡塘、绿乐园、谷物道场、花农亭等项目设计为依托）、文化拾宜（基于地方文化，以梁氏祠堂和芳香体验馆
的规划为展现）、产业时宜（基于地方特色产业，以生态茶园的观光农业、采摘体现等项目为契机），通过项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寨的传承与
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传统村寨是我国乡土文化的根本，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及视察广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围绕广西政府
提出的按照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的要
求为指导思想，深度挖掘各地乡村地域特色资源，合理运用景观规划设计手法，打造独具乡愁乡韵的美丽
乡村景观，以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推动当地乡村旅游业发展，带动乡村整体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旅特色村寨景观规划
设计探究
           ——以广西横州市寨脚村为例

文＿冀海玲（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

农旅特色

景观规划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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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一体化的格局下，将“新旧共生”理念与乡村居住环境改良设计相结合，能最大限度发掘现有建筑的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项目重点对村寨内部老旧闲置建筑进行改造，在村民自愿的原则下积极盘活闲置的农民用房，

设计打造成具备地方特色与鲜明主题的精品民宿，既能美化环境又能为农民增加创收。可将原有老旧建筑围绕

茉莉花“花语 + 花种”的形式对室内外环境进行修复与改造，在民宿形式、尺寸、色彩等方面做具体要求，如，

清芬民宿、久远民宿、玲珑民宿、质朴民宿、友谊民宿，分别融入宝珠、虎头、狮头、菊花、黄茉莉等茉莉主题，

图2  横州市寨脚村茉香馆改造效果图

图3  横州市寨脚村“奔象山”景观造效果图

整体布局规划，合理有序构造特色明显、功能齐备、居住适宜的生活空间，营造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培育形

成独具特色的“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美丽乡村格局，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和谐。

（三）品牌提升，打造特色“四名”景观

在乡村品牌的培育与提升方面，应在梳理产业现状、调查村民发展意愿的基础上，依托乡土独特资源进行

设计打造，从村寨自身区位条件及周边可借势的资源角度出发，确定主导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细分乡村发展

功能分区。寨脚村品牌的培育提升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是全面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村寨资源

情况分析，项目将其品牌打造形成“四名”景观。

1.打造形成茉莉花“茗”片

基于茉莉花特色产业，打造形成“奔象”品牌。以“茉莉花示范基地”建设为基础，深入拓展茶产业链，

从茶品牌提升、茶事体验、茶园规划、茶产品推广等方面进行整体提升，附带“微花园”“微果园”“绿乐园”

等环境提升项目。依托“横县长安茶厂”为出发点，培育 2 ～ 3 个产业品牌，规划创设围绕“茉香文创馆”“芳

香体验馆”“茉莉商业街”“花露奶茶店”“茉莉茶苑”“茉莉盆景园”等环境空间引领茶叶相关产业，鼓励

农户和返乡人员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作、承包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同时关注具备相关专业的高校，加强校

企研发合作，推动基地产业与高效种养业、现代物流业、生态旅游观光业有机结合，见图 2。

2.打造形成“奔象山”名片

在整体规划中，注重突出“奔象山”地标，坚持生态保护原则，合理利用奔象山周边稻田，创设“奔象溢

彩”主题景观节点，通过茉莉花舞台、花田灯光秀等形式打造形成热门景点，做好生态景观，促进“山田联动”，

见图 3。

3.打造形成精品“民宿”名片

目前寨脚村暂无提供游客旅游居住设施，这成为制约其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主要因素。村内主要为砖混结

构建筑，其中有 15 栋建筑较为老旧，多为传统四合院结构，周边环境优越，适合改造为特色民宿。

在民宿改造方面，建造新旧融合共生的现代化乡村民宿，对当代乡村民宿有一定的引导和提示作用。在城

图1  横州市脚村农旅规划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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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稻田”“花田”“山体”为重点改造对象，按照“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耕地保有量不减少、环境
风貌不被破坏”原则，优化调整寨脚村各类用地布局，改造形成“寨悠湖”“稻花香”等景观。“寨悠湖”景观
改造提升中注重保留湖泊原有自然式驳岸，通过丰富乡土植物、亲水构筑物，以及打造鱼生体验馆等形式，丰富
景观元素，将各景点相互连贯，形成富有层次的“宜农”景观。“稻花香”景观最大限度保留奔象山周边大片谷地、
茉莉花茶田、水塘，营造“稻乡池”“茉乡塘”“绿乐园”重要景观节点，借助春苗、夏绿、秋黄的农田植物颜
色变换，为游客展现自然稻香之村。在水田中配养鱼、鸭、蟹等，增加乡土气息和丰富特色餐饮食材，在稻田内
建设“谷物道场”作为游客体验五谷收割、篝火晚会、稻草人创意的主要体验地，在茉莉花田内建设“花农亭路”
作为游客体验茉莉花采摘、闻香、休息的体验地，给游客一种“临水稻花香、自然乡野景”的诗意氛围，见图 5。

（五）传承历史文脉，打造“活力”寨脚村

在调研中发现，寨脚村缺乏村庄文化元素的展现，需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因此在项目规划中，设计的出发
点是通过文化振兴激发村庄活力，以“严格保护、永续利用”为原则，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传统风貌的保护与延续，实现村寨的特色发展、人居环境的不断提升。注重在结合村民、游客的需求的基础上，
深度挖掘寨脚村历史文化、字画、人文、饮食文化，突出祠堂、典型景观资源等元素，将其与自然田园风光相
融合，打造文化氛围浓厚、环境自然优美的旅游景区，形成一批具有“活力”的景观项目。如设置寨西文化广
场、文化活动室、鱼生体验屋、茉莉舞台、手工坊、画室、花工坊、茉莉冰场、茉莉汉服馆、茶社等环境空间，
囊括横州大粽体验、茉莉原创产品手作、稻谷收割、插花、汉服装扮、摄影、制茶品茶等沉浸式体验。根据乡
村振兴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需要，有序配设停车场、接待中心等服务配套设施，完善垃圾箱、污水处理池等
基础设施修建。

图5  横州市寨脚村稻香池景观效果图

通过花语、花形、色彩的形象设计形成特色民宿，各民宿之间既统一主题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在建筑外观改造方面，坚持“修旧如旧”原则，以砖、石、木为主要材料，以红、白、青、灰为主体色调，

以坡屋顶为主要屋顶形式加以修复与改造，通过局部翻新墙身、加固破损构件等手段保存老旧建筑原有特色，
体现当地文化建筑特色。建筑取材尽量选用绿色环保材料和技术，通过自然元素与人工手段相结合的设计手法
使院门和院墙散发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勃勃生机，使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在民宿设计方面，注重“田园”元素的延续与整合，在居住环境中增加绿化覆盖率。寨脚村的建筑布局、
街道间距等元素基本已定型，不宜大范围修改，设计提倡以“见缝插绿”的手法最大限度激活空间，形成微景观、
微庭院，将乡村庭院景观元素合理延续到室内外空间，见图 4。

4.打造形成“精神文明”名片

规划通过丰富乡村文化，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文明创建工程。基于现有资源，创设优化形成“寨
脚村村史馆”“寨西文化广场”“梁氏祠堂”“茉莉书斋”“文化墙绘制”等主题景观。将村内的文化墙、信
息栏、宣传牌等宣传设施统一布局，应用于村庄主入口、活动中心、文化广场等公共活动区域。在信息资源中
加强党建文化、村庄发展历程、文明村民等内容的植入，利用宣传平台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引导村民摒弃陈规陋习，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村庄风貌。

（四）添加景观元素，打造“宜农”景观环境

乡村振兴是以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有效推进农村现代化、实现生活共同富裕为目标而提出的战略，因此，
在以乡村振兴为背景设计景观时，应基于符合生产需要的原则，开展相应景观规划设计，从而有效推动农村农
业生产。寨脚村有、山、湖泊及大片稻田、茉莉花田、小池塘，项目从乡村风貌提升等相关要求出发，以村内

图4  横州市寨脚村禅茶民宿庭院改造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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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排水系统与人们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给排水系统的要求从节水、节能、环保
向安全、健康、舒适转变。202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七部门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将提高建筑室内空气、水质、隔声等健康性能指标，提升建
筑视觉和心理舒适性列为重点创建目标。因此，提高建筑绿
色、健康性能指标，是提高建筑品质的有效途径。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基于绿色建筑和健康建筑理念的广西建筑
给排水品质提升技术分析
文＿杨志凤（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师）

健康建筑

给排水

绿色建筑

2022年度广西科技计划

项目“广西建筑高质量健康

设计与绿色建造关键技术

研究应用”（编号：桂科

AB22035051）研究成果。

（六）结合信息技术，推进“互联网+智慧”农旅

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当前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时人们通过网络查看
景区资料、旅游攻略、旅友评价等信息，并通过网络安排交通、住宿及购物。因此，景区网络信息化程度高便
会更容易被大家了解和熟悉。将“互联网 + 智慧”农业融入寨脚村建设需求，一是提升电子商务的应用，建设
电子商务运营中心、电子商务服务站。引导农资、物流等企业和农业生产基地开展电子商务，鼓励产品供销、
电子商贸、物流、金融、邮政、快递等各类社会资源加强合作，构建电子商务购销网络平台。二是完善智慧旅
游系统，构建寨脚村智慧旅游平台，打造集宣传、讲解、展示、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智慧网络平台，实现智慧
乡村链接智慧城市。三是依托村史馆，完善和普及远程教育，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三、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各地乡村建设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本文选取广西横州市寨脚村农旅景观规划
设计项目为案例，探讨在资源整合乏力，无统一规划、特色文化不凸显，缺乏品牌建设、配套设施不全，村民
活动项目较少、建筑风格不统一，老旧建筑需要修复等情况下，如何从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民生、创新等
领域进行思考，运用景观规划设计手法，从设计理念、培育品牌、优化整体布局、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进行改造，
打造以“生态旅游特色农业”为总方向的寨脚村新格局，美化村寨生活环境，优化村寨生产生活条件，为乡村

振兴发展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