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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觉下的涪陵区马武镇方碑村乡村旅游景观规划
设计策略研究

张洪祥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8000）

摘要：重庆市涪陵区市级全域旅游示范建设为方碑村带来了

发展机遇和契机。方碑村旅游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具有

历史文化价值的旅游景观资源，作者通过调查研究，着重分析了

方碑村的旅游资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阐述了全域旅游视觉下方碑村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策略，希

望对方碑村乡村旅游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也为其他乡村旅游景

观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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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主要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

村旅游业可以起到旅游“一业兴百业”的带动作用，整合农村旅

游资源，促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因此，乡村旅游近年来已然成

为乡村振兴的主要途径，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也成为了乡村振

兴不可或缺的手段。

二、全域旅游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意义

全域旅游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统

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产业和公共服务等要素，来实现区域资

源有机结合、产业融合发展和社会共建，以旅游业促进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全域旅游有利于不断提升旅游业现代化、集

约化、品质化、国际化水平，更好满足旅游消费需求。2021 年涪陵

区成为重庆市级全域旅游示范建设单位，涪陵区马武镇方碑村（以

下简称方碑村）交通便利，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基础，同时毗邻重庆

市著名景区古今花海，古今花海、农耕文化馆、马武将军馆等，有

丰富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人文资源，因此对方碑村乡村旅游景

观规划设计研究对涪陵区全域旅游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方碑村旅游景观现状及资源禀赋

（一）方碑村交通及区位条件

方碑村距涪陵城区约 38 公里，与惠民、石朝门、兴隆以及蔺

市街道清水、新桥村接壤。方碑村道路通畅，主要依托惠万路（乡

道 035）与蔺白路（县道 179）组织对外交通，周边高速路网便捷，

现有沿江高速、南涪高速与两南高速呈围合之势，分别在蔺市、

马武、青羊设有出入口。

（二）方碑村旅游景观现状

方碑村乡村旅游经过十余年的培育和发展，已初步形成了

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反哺农业农村的良性循环。

2011 年成功引进重庆从古到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已建成从

古到今生态园和古今花海景区。同时，依托十里果品长廊，方

碑村每两年固定举办梨花节、采果节等乡村旅游节庆活动，吸

引了大量游客，乡村旅游商业服务活跃，现目前旅游已达 20 余

万人次。

（三）方碑村旅游资源禀赋

1. 方碑村村名由来及基本概况

方碑村由原方碑村和河沟村合并而成，因现存有“八方碑”（修

路行善积德的功德碑）而取名方碑村。全村幅员面积 7.2 平方公里，

现有耕地 4594 亩，林地 4207.8 亩，森林覆盖率为 48%，海拔在

600—700 米之间。生态旅游景观发展发展基础较好。

2. 方碑村旅游资源禀赋

方碑村风貌特色景观、人文遗迹、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

一定的旅游开发价值，主要有：

（1）风貌特色景观

①朝皇寺水库：朝皇寺水库，位于马武镇方碑村三组，水库

四周都是森林，宽阔的水面像一面大镜子一样明亮。目前已被“从

古到今”公司已打造为乡村旅游的重要景点。

②十里梨花长廊：以梨树为主题，每两年举办一届梨花节。

现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化种植，建设有生产道路、旅游步道、形象

栏栅、休闲设施等，在营造美丽的乡村生态景观的同时，向游人

提供观花、采果、品尝鲜果活动。

③海螺奇石：海螺石位于白果湾与杉树湾之间山坳处，是一

块方桌大小的石头，石上有一拳头大小的洞孔，此孔外大内小，

且如同海螺一般旋孔深入石头当中，相传古时久晴久雨之后若要

变天，海螺石便会迎风发声，音似吹响海螺号一般，同时也预示

着天气将要变化。

④百年苦楝子树：方碑村有一棵百年苦楝子树位于寿坝，该树

自地起 2 米后分叉，该树形态十分有趣，由于空心后，从一定角度

可看为两棵相互依连的树连在一起，再结合其树种，真可谓之“苦恋”。

⑤炸弹湾遗址：位于方碑村六组，相传为侵华日军轰炸重庆期间，

方碑村村民夜间组织开会，散会后的村民打着火把回家，途经六组

一个小地名叫牌坊的山湾时，被日军发现后轰炸。之后，这个地方

就被村民叫作炸弹湾，以此牢记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

⑥古今花海：古今花海景区占地面积 1100 亩，最大程度地保持

了天然山林、峡谷、水库的风貌。景区内还设有花卉育苗基地、草

莓基地、葡萄园生态农场、拓展营培训基地、婚纱摄影基地、水上

娱乐项目、儿童娱乐设施，并配置各类人物、动物、花鸟等观赏雕塑。

（2）人文遗迹景观

①朝皇寺：朝皇寺水库旁边有一座古庙名为朝皇寺，其历史

已无资料考证，古庙原貌已无存，为尊重民众的信仰，结合乡村

旅游开发，“从古到今”公司在此将庙宇 --“朝皇寺”恢复。

②八方碑：八方碑是涪陵区区级保护文物，位于方碑村万寿

场往蔺市方向的古驿道边，以八角形石柱为台，上置一块“八方

碑”石碑。八方碑地名的来由也正是由于石柱是正八边形的缘故。

相传最早的八方碑立于 1783 年，此碑是为铭记当时修建青羊至蔺

市古驿道捐资出力的人而塑。

③万寿场（石板古驿道）：万寿场位于二社原村委会所在地，

相传古时的客商、力夫靠骡马步行此道，从贵川、南川经龙潭、

青羊下蔺市长江码头外出通商交流，路过此地歇马驻脚的人络绎

不绝，当地人见有商机，便设栈开铺，供路人食宿下榻，且生意

兴隆而逐步繁衍为场镇——“万寿场”。

④垮牌坊：垮牌坊位于桐子堡附近，当地地名亦叫垮牌坊，

相传此处曾有一女子早年丧夫，多年守寡，皇帝为彰其贞节，赐

下圣旨立此牌坊。现存残石上仍可见“圣旨”二字。

⑤古石桥：该桥为连接方碑村二组、三组的一条交通要道，

距今已有上百年历史，为当地村民集资共建。桥长约 10 米，桥宽

约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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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马武将军：马武（约公元前 15 年～公元 61 年），字子张，

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湖阳镇）人。为光武帝刘秀麾下助其一统

天下、重兴汉室江山的功劳最大、能力最强的二十八员大将之一，

有“东汉中兴名将”之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 49 年）春，马武

将军所部在途经今马武镇，下令部队屯兵于此，从此，人们就称

这里马武垭，今涪陵区的马武镇因此而得名。

⑦古朝门：原为方碑村大地主荣绍武所建祖屋，新中国成立

后被分配给多户村民居住，现仅存大门及门楼。

四、方碑村旅游景观开发现状

（一）村域基础设施与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不足

村域基础设施与乡村旅游配套相对滞后，对外交通不畅制约

了区域范围的产业联动。村内道路不成体系，乡村旅游配套设施

不足，重大时节，比如花期时节道路拥堵严重，停车困难，村内

现有餐饮、住宿等服务设施接待能力有限。旅游对象较单一，未

来需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内涵。

（二）缺乏系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规划设计

方碑村风貌特色景观、人文遗迹、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

一定的旅游开发价值，但由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的制约，旅游

景观资源的开发力度不够，同时缺乏系统的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

计，现目前，方碑村旅游景观资源开发不到 30%，只开发了古今

花海、朝皇寺水库、马武将军等几个典型的景点，还有大量的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景观资源有待开发和系统规划设计。

（三）乡村景观风貌有待进一步优化

乡村景观是由一定范围内的森林、田地、种植业、畜牧业和

村庄等要素构成的，乡村整体风貌宜结合旅游发展进行优化，乡

村风貌与人居环境有待优化与提升。村内建筑风貌多样，缺乏美

观与地域特色，部分建筑风格不协调。方碑村缺乏统一规划，农

民建房选址以地势好、交通便利为出发点，随意性比较大，房屋

外观，色、材质、色调差别较大，比较凌乱，不具备统一性和观

赏性。同时村域绿化没有系统的规划设计，村民根据喜好在自家

院子房前栽种植物和果树，没有景观性可言，也缺乏相应的景观

设施，村民参与性不高，导致村域环境越来越差。

（四）主要游览资源节点景观设计欠缺

方碑村景观现以乡村农田景观和当地的自然风貌为依托进行

简单的景观建设，对具有历史文化和人文遗址的旅游景观研究不

够，缺乏以乡村独特的民风民俗和历史人文为主题的旅游项目，

方碑村的多个具有历史文化和人文内涵的重点旅游资源节点如海

螺奇石、百年苦楝子树、炸弹湾遗址、八方碑、万寿场（石板古

驿道）、垮牌坊、古石桥、古朝门等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旅游节点

没有相应的景观设计，其周边环境较差，难以吸引游客驻足游览

观赏，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升温，以乡村农田景观和自然风貌为

主的景观远远满足不了时下人们的旅游需求，难以吸引游客长时

间时停留，而且回游率也不高。

五、方碑村乡村旅游规划设计的策略

（一）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道路基础设施

完善基础设施是发展旅游业的必备条件，方碑村历史遗址所处

的位置较为偏僻，应对通往遗址的道路进行整改，增加可达性，吸

引游客前来观光。方碑村中部的二社、四社、六社、七社缺乏良好

的交通路线，而中部具有大部分的有价值的旅游开发资源，根据丰

碑村实际情况，旅游资源景点分布余全村村域，因此需要修建一条

连接惠万路（乡道 035）与蔺白路（县道 179）的村道，达到乡级

公路标准，能有效的把各个景点资源进行有机的连接，形成完善的

旅游景观游览道路系统，另外需要根据需要游览设置足够的停车场

和公共厕所等服务设施，同时发挥配套资源建设的作用。

（二）旅游景观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与整合

对资源的有效调配是发展全域旅游的基本要求，全域旅游对乡村

旅游景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乡村旅游资源通常都比

较分散，只有通过有序的组织和合理的协调机制把处于分离状态的各

类资源整合成为具有工作目的的系统。从全域旅游业的角度来看，对

乡村旅游景观的资源整合和统筹管理更应该得到重视。方碑村虽然旅

游资源众多，但都比较分散，需要完善的交通和服务设施来带动整个

方碑村的旅游潜力，结合现有的民宿、农家乐在适当的位置增设提供

饮食、零售等结合景观节点设计，以点成面整合全村旅游资源，将相

邻几个旅游景观节点整合为一体，突出其景观特征，设定为旅游景观

组团，在其中心位置设立相应的基础设施，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体

验和优质的服务，推动方碑村村旅游的全域性发展。

（三）加强乡村风貌景观规划设计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是发展乡村旅游，提升游客好感度的主要手

段，没有优美的景观，再好的人文旅游资源也会给游人留下脏乱差

的客观感受，乡村景观是由一定范围内的森林、田地、种植业、畜

牧业和村庄等要素构成的，乡村旅游景观要打造的是天然的旅游景

观，需要更好地保留其本身的自然特色和观赏价值。因此结合方碑

村实际情况，以主要旅游景观资源为着力点设计不同的景观节点，

通过旅游道路连接形成一段一景，一程一特色的乡村景观，避免城

市公园建设的大面积人工干预，不同的历史、人文旅游资源要素点

设计有不同的景观，形成明确的景观边界和特色的乡村旅游空间。

（四）针对特定旅游资源节点的景观设计

乡村景观有别于城市景观设计，城市景观设计是为了美化环

境，很多景观都只是为了景观而设计景观，而乡村旅游景观不是

为了景观而创造景观，必须是在某个特定的点，有一定的历史文

化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地方设计景观，比如方碑村的旅游景观就要

在海螺奇石、百年苦楝子树、炸弹湾遗址、八方碑、万寿场（石

板古驿道）、垮牌坊、古石桥、笑合寺石马遗址、古朝门等有历

史文化价值，有观赏价值挖掘潜力的位置进行重点的景观设计，

让游人旅游的过程中知道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位置，来到这个位置

想要看到什么，而对这些位置景观的重点打造，能让游人游览的

过程中赏心悦目，又得到历史文化的洗礼。

六、结语

乡村旅游景观包括乡村风貌景观、历史人文景观、历史遗址、

自然生态景观等，乡村景观是乡村旅游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规

划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促进涪陵区全

域旅游的发展，方碑村应该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景观建设，通过

旅游景观规划设计促进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能带动基础设

计的完善，以改善方碑村旅游景观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景观资

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促进方碑村旅游景观、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

农村经济的全面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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