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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步骤,基于此,改善农村地区环境水平,需要对农村地区的文

化、生态以及建筑进行综合的考察及了解,以此实现科学合理的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本文主要结合现

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存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探索新农村建设的规划策略,为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设,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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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s a key step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i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level in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and understand the 

culture, ecology and architecture in rural areas, so as to realiz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new rural landscape. This paper mainly combine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new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lanning strategy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better promoting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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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农村建设研究已经受到了各界的

关注,而景观规划设计在其中占有重要

地位。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的不断进步与

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如何把人文环境

与生态环境相结合的景观规划研究已经

成为一门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为了进

一步完善农村景观规划的科学性,就需

要从实际情况入手,对现有资源进行合

理的配置,从而促使新农村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优化新农村的生态结构与生活

空间。 

1 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研究的

意义 

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大背景下,

关于新农村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新

热点,现阶段,我国新农村建设相关行业

对农村景观建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

等方面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划方案。

然而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因此对城乡建设中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

进行研究可以丰富相关研究案例,对今

后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意见。并且可以

有效找到现阶段农村景观规划中存在的

弊端,积极主动地去调整规划方案,推进

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对城乡发展起到促

进作用。 

2 新农村建设景观规划设计方

案的基本目标 

通过系统的规划,乡村景观可以充

分体现中国乡村景观的特点和类型。在

大多数情况下,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靠

农民自身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况不适应

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农村建设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

景观类型。需要国家统一加强新农村建

设景观规划,注重设计方法研究,确保统

一多元规划,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

村建设景观类型。乡村景观规划应以促

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基础,在规划中

合理考虑耕地占用,以免对当地整体生

态环境造成破坏,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

成一定的干扰。在规划方案的设计过程

中,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长远效益

的相互统一、共同发展. 

3 新农村景观规划存在的问题 

3.1农业生态破坏严重 

农村地区的建设离不开农林业、河

流以及其他自然因素,这些因素也是农

林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农村的大规

模开发建设缺乏考虑到农村固有的自然

因素。对原始林地大肆破坏导致原始森

林与生态系统的破坏；在农业种植过程

中缺乏标准化的管理导致化学制剂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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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及河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不仅失

去了乡村景观建设的特色,而且对生态

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除此之外,在新农

村建设中,耕地流失十分严重。替代发展

的理念是草皮、观赏树,这一错误的乡村

景观建设理念使农业生产受到限制,严

重破坏了农村地区原有的产业结构与社

会意义。 

3.2景观设计同质化严重 

在新农村景观设计中,统一管辖范

围内的规划往往过于单一,缺乏与实际

情况的结合。随着新农村建设脚步的快

速进展,景观规划的问题逐渐暴露,目前

设计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区域内同质

化严重,缺乏文化特色等问题。在随后的

规划中需要考虑到不同环境的区别,对

农村地区的特征与布局进行考察,丰富

景观规划模式,充分体现和谐的、有特色

的新农村景观形象。 

4 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原则 

4.1生态保护原则 

绿化面积大、自然资源丰富是农村

地区的重要特点。因此,在新农村景观规

划过程中,必须以保持农村生态环境为

首要原则,以便可以充分发挥生态效益,

创造良好的景观格局。通过扩大农村地

区的开放性空间,可以围绕自然河流水

系、山地树木进行规划,把农田、林地和

农民生活场所有机结合起来,使每一个

乡村元素都能接触到这种装饰性和有益

的生态环境。将生态理念融入到新农村

景观规划设计中,不仅能充分体现农村

文化特色,还能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活

环境。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新乡村

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4.2因地制宜原则 

因地制宜原则主要是需要根据农村

地区特有的地理位置、生活环境、文化

特征等科学的制定新农村景观规划的方

案,其中加强生态建设是因地制宜原则

实现的主要途径。由于农村地区本身具

有一定的自然绿化条件和开阔、复杂的

地貌特征,因此在景观规划过程中需要

充分考虑自然实际情况,减少人为改造。

除此之外,还需要对农业生产、农业用地

进行综合考虑,区别于城市景观绿化的

设计理念,建设应具有动态恢复功能,有

利于农业生产的新农村景观设计的首要

原则。 

4.3文化协同发展原则 

新农村文化作为规划设计的重要组

成部分,需要通过景观规划来表达,这是

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不同地区的农村

历史文化与生成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和精

神特征。这种地方特色可以作为新农村

景观规划设计的象征。协同地方特色文

化,营造不同于其他农村地区的景观,不

仅可以塑造新农村人文品牌形象,还能

保证绿地建设固有的良好生态特性。这

就要求在尽量保持原有乡村景观的基础

上,在不破坏地方特色的前提下,对乡村

景观进行新的设计。保持农村独特的文

化特色,深入挖掘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

农村地区的文化承载着农民的生产生活

文明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因

此,在新农村景观的规划和建设中,不仅

要注重以自然生态为中心的自然景观的

规划和建设,同时挖掘隐藏在地方文化

中的文化景观元素,对保护和恢复地方

文化景观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 

4.4统筹兼顾原则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从统筹

城乡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新农村建设。统筹

城乡发展步伐,实现互补性,实现协调发

展,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一种理性

建构。在展现农村独特魅力的同时,要加

强与城乡总体规划的衔接,营造优美的

农村景观,发展地方旅游,提高农村在城

市化发展中的作用。新农村景观不仅要

为公众服务,还需要对其功能进行强化。 

4.5全民参与原则 

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的

政策引导,而是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居民

生活环境的重要方法。因此,全民参与是

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首先,作为

主要参与者,农村居民对生活环境与景

观建设的意见是不可忽视的。其次,调动

农民的积极性,让他们积极行使建房权,

对建房后的养护也具有积极意义。在实

践中,要充分与当地居民沟通,组织不同

层次、不同生活需求的群众表达意见,

以服务人民、尊重当地居民意愿为宗旨,

营造景观规划。 

5 优化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的

措施 

5.1农业景观与旅游产业相结合 

新农村景观规划需要结合农村地区

的综合发展。首先,农业作为农村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农村景观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实际的景观规划设计中,

要注重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入挖掘

景观价值,实现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的

结合。在景观设计过程中,可以根据区域

农业生产的特点,为游客设置特色景观,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乡村农业景观的旅游

价值。开展荒山边坡绿化和道路树绿化,

重点建设农民生活去,巩固和拓宽绿化

美化成果,促进农村振兴。此外,农业生

产与当地文化特色相结合,可以形成多

种类型的旅游项目。这种乡村景观设计

方法既能体现乡村文化的特色,又能促

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例如：广西的龙脊

梯田,既符合了农业生产需要,要呈现了

旅游生态景观。如图1所示： 

 

图1  龙脊梯田 

5.2利用现代化的景观规划设计理念 

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必须适应现代

发展的要求,改变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

和观念,通过对农村各方面的综合治理,

促进区域的全面发展。将现代化理念融

入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可以确保设计内

容能够满足当地发展的需要和人们的价

值需求,实现乡村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

使乡村景观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步伐,

展现现代乡村景观的形态,有利于乡村

景观的创新发展。 

6 总结 

新农村景观规划设计包含土地及土

地上的居住区、建筑物、道路、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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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内的地域综合体的规划设计,是建

立在布局规划和景观规划的基础上,结

合区域的基本特征与属性,在区域的范

围内进行环境与空间的合理结合。新农

村景观规划是改善农村形象、发展农村

经济的关键部分,因此在实践中不断总

结经验,根据不同地区农村情况进行规

划,遵循相关建设原则,并且使景观规划

与旅游产业、农业发展相结合,运用现代

化设计理念,促进新农村景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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