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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综合体模式下冀中南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
及环境设计的研究

——以井陉县天长镇宋古城村为例

郭　华　王国玺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探讨传统村落田

园综合体建设的发展方向，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以及田园综

合体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田园综合体模式作为美丽乡村建

设背景下一种新兴的发展模式，对城乡一体化的全面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冀中南地区涉及田园综合体研究较少，以传统村落宋古

城为例进行研究，通过田园综合体中田园生态、田园生活、田园

生产三方面设计策略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的基本设计原则相

结合。对田园综合体和传统村落的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并且是

对田园综合体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井陉县天长镇宋古城村田园

综合体规划设计研究对冀中南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冀中南地区传统村落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出现的日趋尖锐的矛盾

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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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有前提的乡村发展以农

村合作社为途径、使农民普遍参加并且获益，集循环农业、创意

农业、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这一新兴的乡村发展理念，

随后学者们不断地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田园综合体是在原始生

态农业体验和乡村旅游观光的结合新型发展模式，这一新发展模

式对统筹城乡一体化趋势的发展有着现实意义。

田园综合体一词由“田园”和“综合体”构成。田园有两种理解，

其一是对理想化乡村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渴望回归自然朴素的生

活情调，体现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其二是泛指蕴含丰富自然资源

的农村环境。“综合体”概念是由多个不同的功能、不同结构空

间组合形成的一种具有多样性特征的聚集体。

田园综合体是新型城镇化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种探索、发展

模式，是集生态环境、高效农业、休闲文化旅游、田园居住为一

体的生态综合规划区。田园综合体统一建设田园生态、田园生活、

田园生产，因此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田园综合开发

项目，不仅对经济产业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实现城乡一

体化发展和美丽乡村项目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田园综合体开发

项目将农业、工业、服务业相结合，使其三者循环发展，可以增

强田园综合体建设区域竞争力，实现“三生一体”“产业共生”“三

产联动”。

二、宋古城村现状分析

宋古城村地处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位于井陉盆地内，北

临玉峰山，南与雪花山隔河相望，村域面积 3.56 平方公里。宋古

城村是井陉县天长镇的核心村落，由城内村、东关村和北关村三

个行政村共同构成，位于太行山口，北邻 307 国道。交通便利。

图 1  宋古城卫星地图

宋城村城外西面、南面、东面皆被绵河所围绕。绵河为季节

性河流。护城河河水枯竭、居民生活废弃物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图 2 护城河现状

2012 年宋古城村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的名录。宋古城

村风貌仍保存着明清建筑特点，城垣及四厢名胜古迹颇多。有着

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井陉古瓷窑遗址，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

位古城垣、显圣寺、城隍庙等 7 处，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皆山

书院、王家大院、逸仙桥等 3 处。县级文化重点保护单位 17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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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保存有大量艺术价值较高的历史遗存建筑。

                  

图 3  王家大院

                 

图 4 女子学校

三、宋古城村田园综合体规划设计

（一）传统村落规划设计原则

1. 优先保护原则

传统村落未来发展中可能会出现发展与保护相冲突的情况。

如井陉县天长镇宋古城村这种基础设施滞后的中西部传统村落田

园综合体规划设计中，基础设施的建造和古老的建筑遗产之间势

必会产生冲突。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明确优先保护的原则。优先

保护传统村落原有的空间格局、街道、历史建筑、地区传统文化

才能使村落有更良好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2. 整体保护原则

传统村落在规划设计中应尽可能地将保护和发展统筹兼顾，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通过规划设计实现村落发展

良性循环。整体保护原则包括整体风貌保护、重要节点保护和地

区传统文化保护三个板块。

首先，村落的整体风貌作为村落的核心要素，也是村落保护

的核心环节，在规划设计中需优先考虑村落环境生态性和整体风

貌的保护。妥善维持、保护原有空间格局、水网体系、自然景观

资源、道路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进行田园综合体规划设计。其次，

村落保护中注重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构成。传统村落的整体保

护工作以历史遗存建筑、传统建筑的“点”为基础到传统历史古巷、

街道的“线”再构成整块区域甚至整个村落的“面”。因此历史

遗存建筑是村落历史风貌的基础要素，同时重要节点保护也是整

体保护的原则中的基础环节。田园综合体规划设计中应远离传统

村落中重要节点聚集的区域，保护遗存的空间格局和历史气息。

最后，地区传统文化保护包含地区文化风貌保护和非物质文化保

护两个层面。地区文化风貌保护指对村落文化风貌进行结构性或

外观保护修缮、更新整治等。非物质文化形式多变，包涵民俗文化、

民俗活动、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突显

艺术文化价值。

3. 居民保护原则

保护传统村落应同时兼顾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遗产。

其中当地居民便是精神文化遗产保护中最不可缺少的环节，精神

文化遗产方式众多内容丰富，并且共同之处都是依托于人的精神

或活动来表达其存在。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乡村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村落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吸引去城市发展，村落老龄化

加深。家庭环境或环境的恶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

习俗和文化的传承，因此居民保护原则有着现实意义。

4. 可持续开发原则

天长镇宋古城村这种传统村落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进一步

发展以避免此类传统村落随着历史长河所消亡。传统村落的规划

设计应遵循可持续开发的设计原则和绿色设计，减少对资源的过

度开发。例如村落建设的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恢复发展。

（二）规划设计策略

1. 田园生态要素规划设计策略

（1）水网体系恢复联通

宋古城村水系现状较差，主要河流仅为绵河。由于土壤干燥、

水源涵养能力较弱、居民环保意识较差，城内部分池塘和护城河

河水枯竭、水系统环境恶化。河流需要重新构建灵活联通的水网

体系，恢复水生态健康，使水网体系可循环流通。利用山地地形，

城内可适当创造自然水文景观和形态优美的池塘等。

（2）自然环境保护利用

自然环境生态承载力较脆弱的区域，限制游客观光游玩，以

自然环境生态恢复为优先目标。生态承载力较好的区域妥善维护、

保护，降低生态破坏，营造良好的田园生态环境。

（3）景观植被丰富多样性

景观植被根据田园综合体三大板块（现代农业、文旅休闲、

田园社区板块）进行不同的设计方案。

①现代农业板块：设计丰富景观植被资源与农作物相组合，

形成多层次、特征鲜明的风格。

②文旅休闲板块：涵盖观光、休闲娱乐等活动的农田景观植

被规划设计中采用种类丰富的植物种植，不断延伸和扩展来达到

四季美景。

③田园社区板块：田园社区板块的景观植被需要突显生态性

的特征，营造生态环境优美的田园风格的社区。

（4）生态农田恢复与丰富

农田是农业发展基础条件，但宋古城村部分农田荒废。所以

首先要进行农田生态的恢复和重建。其次，丰富农田的多样化途径。

①从使用功能出发对农田进行细化、丰富。规划涵盖了农业

生产、观光游玩、水果采摘、农事体验、科普教育、休闲娱乐六

种农田使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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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城内村北侧由于山地地形限制，农田布局杂乱无章。规划

设计中利用山地特征，使农田与景观植被立体叠加，形成多层次

的复合型农田。

③农田根据四季不同的气候，设计丰富的景观植被和农作物

种类，充分利用农田、给游客带来四季不同景色的新鲜体验。

2. 田园生产要素规划设计策略

（1）农业

农业方面大部分田地仍用作种植小麦和玉米以保证部分农作

物种植人员的收入来源。在此基础上，新建季节性采摘果园。按

照季节精选不同种类水果种植，例如在北方夏季成熟的樱桃、草莓、

杏等，秋季有西瓜、桃子、石榴、梨等。城南田地部分田地或城

内村村中部分田地可用作农事体验活动的场地，场地距离较近，

便于游客参观体验。

（2）加工业

首先，可以依托农业产业资源，增强农产品深加工的能力，

构建农产品生产、工厂深加工和迅速的物流服务形成一个完整的

产业链。其次，村东侧有井陉古瓷窑遗址，可依托资源发展井陉

陶瓷手工艺品行业。最后，天长镇的剪纸和上水石盆景具有鲜明

的艺术特色，围绕这些产品发展艺术加工产业。农产品通过互联

网销售，不仅可以拓宽销售渠道，同时也可以建立特色品牌、增

加产品附加值。手艺产品方面，打造宋古城村文化附加值手工艺

品系列周边商品的品牌。

（3）服务业

宋古城村现有东巷、北关大街、东关大街三条特色商业街，

涵盖餐饮、民宿、活动中心、文玩等服务业。在此基础上，可设

置一些剪纸、井陉古瓷窑制作体验馆等休闲娱乐服务突出体现地

域特色，使游客感受传统文化。

3. 田园生活要素规划设计策略

（1）建筑风格新旧协调

建筑物方面规划设计策略要求新旧建筑风格相协调，保持宋

古城村的整体风貌、基本空间格局的地域性、整体性、原生性特征。

针对不同建筑现状共有 4 种解决方案。

①整体保存相对完好的、不影响居民居住生活的建筑保持原

貌。

②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建筑或需要修缮的建筑在结构上、

外观上使用近似材料进行修缮和保护工作。

③新建民居中与村落风貌严重不协调的进行外观整治乃至拆

除。

④田园综合体规划设计中新建建筑保持与宋古城村整体村貌

相协调。

（2）道路系统灵活联通

宋古城村道路系统现状较完善，主要由三纵一横的主要道路

格局和鱼骨状巷道共同组成。村中主道宽 5 米，巷道宽 2 米。原

有道路系统基本灵活联通、规划合理、道路分级明确。

城内村北侧属于山地地势，海拔相较宋古城村其他区域较高，

同时城内村北侧分布少数古建筑和部分居民住宅。地势环境复杂，

道路系统规划凌乱，影响游览路线。重新构建城内村北侧山地区

域道路尤为重要。同时在整体规划设计中主要道路实施人、车分流、

新增设停车场、规划游览路线与行车路线互不冲突。

（3）社区系统主客共享

社区主要活动人员由本地居民、工作员工、游客三类共同构成。

田园综合体社区系统可以同时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员工工作需求、

游客游玩需求，不同定位的人群在同一社区从三方面需求出发进

行相同的活动，使社区系统主客共享、相融相生。

（4）公共服务设施覆盖全面

由于宋古城村由城内村、东关村和北关村三个村子共同构成，

村域面积较大，因此服务设施同样按照分级规划。首先，宋古城

村中心区域设置一级公共服务设施，涵盖游客服务中心、医疗卫

生中心、休息室、停车场、美食街、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其次，

各村临近村口区域设置二级公共服务设施，涵盖服务中心、交通

工具租赁、休息室、导游等服务。最后，每个村各自划分出区域

设置休息区、卫生间等设施。

四、结语

乡村振兴是涉及内容和学科广泛的一项课题，田园综合体模

式是从属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一项为解决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兴乡

村发展模式。而田园综合体模式的建设应用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

发展这一过程也同样位于探索阶段。本文通过研究田园综合体发

展模式，探讨传统村落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发展方向，对传统村落

的保护与发展以及田园综合体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在

学习和写作阶段中感受到自己能力有限，对于田园综合体发展模

式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相结合这一课题的认识与探讨不够充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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