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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景观营造方法探讨

杨 柳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0120
摘 要：乡村地区的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同样重要，乡村景观营造作为优化完善生态环境形态的重要支撑，通过对其有

效提炼、调整，往往可以建设出具有显著本土特色的乡村景观，在传递地域特色方面的作用颇为显著。目前乡村振兴工

作越发深入，其能够有效地缩减呈现差异，更可以为乡村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本文将会重点分析乡村振

兴背景下乡村景观的营造方法，以期望能够为相关单位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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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re equally important.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optimizing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can often create a rural landscape with significant local

characteristics by effectively refining and adjusting it, and its role in transmitt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quite significant.

Currently, the wor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becoming more in-depth,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provide more guarante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rural landscap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relevant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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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精神，由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发展

的必经道路，也是缩减城乡差异的有力工具。为实现此项

目标，应该严格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充分推进乡村

绿色发展，也需要做好农耕文明建设，借助文化和农业发

展，促使乡村地区发展强生
[1]
。乡村是具备自然、社会和

经济特征相互融合的综合体，往往是拥有多重功能的，构

成极为重要的人类生存空间。乡村景观是乡村环境的核心

体现，其发展演变是景观特征的具体映射，结合现阶段的

已有情况来看，乡村景观设计仍然缺少地域文化的支持，

结合目前乡村景观设计的表现，其急需获得营造创新。

一、乡村景观概述

目前来看，乡村景观在学术界的认识仍然没有获得完

全同意，大多数认为乡村景观是以自然生态景观为关键点

的，在传统的乡村景观设计工作中，因为缺乏对乡村景观

的概念和含义的科学认识，所以使用的无机材料数量极多，

打造的人工景观数量也有非常多，加上受到地区环境的破

坏的影响，导致生态系统的安全、平衡都受到诸多冲击，

这显然会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乡村相互背离，此种设计思

维和模式是需要受到摆脱的
[2]
。为切实有效地维系乡村景

观设计的安全科学，有必要科学合理地认识到乡村景观的

特征表现。首先，乡村的居住人口通常是农民群体，其次，

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广人稀，诸多乡村景观都是在长时间

积累下逐渐构成的，并非是人工处理二成，最后，受到地

理因素以及历史因素等多方面的冲击，这将会保障未来乡

村景观的地域特征获得明显突出。

二、乡村景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乡村聚落景观是人与自然长时间保持双线融合的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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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同时也是维系生态环境健康安全的最关键、最原始选

择，目前来看，乡村聚落景观的核心便是乡村聚落，其能

够切实有效地贴合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对优质居住环

境的重要保障。目前来看，乡村聚落景观通常会同步受到

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
[3]
。现阶段的乡村聚落便是从

传统聚落的前提下建设而来，人们仍旧维持着传统的习惯，

通常是将生产生活作为关键，在聚落景观的打造中，自然

地理环境将会直接影响到其今后发展。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景观营造方法

3.1 乡村聚落景观营造

聚落景观的营造需要将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舒适度

和满意度作为关键目标，如针对性地做好对乡村广场、公

共绿地的打造等。

首先，乡村广场是聚落景观中无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既具备道路连接、集散人流的功能，而且也是当前乡村聚

落的核心所在，可供乡村居民更好地休闲、娱乐，放松自

己的身心，目前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越发加快，乡村广场的

作用越发难以忽视
[4]
。在进行营造的过程中，对其占地面

积应作出多方面的考量，按照乡村广场的实际功能类型判

定，在充分切合乡村节日庆典、宗教活动等作用需要的条

件下，尽可能地种植本地独有的树种，使用本地独有的材

料，以此来保障乡村公共空间更加富有乡土气息，这既可

以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日常娱乐、放松需要，更可以为外界

展示出极为多彩的聚落形象。

其次，公共绿地作为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支撑，与城

市公园等应该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公共绿地应该将量提升

实用性和经济性作为核心方向，同时关注观赏性，全方位

地做好包括环境绿化、居住条件的均衡处理，在公共绿地

的植物选择方面，应该尽可能地将乡土种植作为关键方向,

目标是保障快速生长树与满速生长树可以相互融合起来，

达成彼此间的良性配合，此种方法可以更加有效地彰显出

生态多样性以及环境多彩性，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帮助

是肉眼可见的。

3.2 乡村建筑景观营造

建筑景观的营造要将传统的民间建筑作为关键，将现

代化建筑作为辅助，建筑景观的建设科学与否将会直接和

乡村景观的营造相互关联起来，如何切实有效地推动景观

营造工作的建设，这将会直接和未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情况相互关联起来，因此有必要形成对其深切关注和重视。

从建筑的选址来看，此项工作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是颇为

显著的，我国传统民居建筑经常会受到风水学的影响，目

标是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建筑景观的营造无法脱离

上述要素的支持，既要考量水源、交通等，更要做好对建

筑朝向的把控，这样才可以为使用者带来更为优质的使用

感受。结合目前的实际表现，可以发现乡村建筑景观主要

包括干道式布局、集中式布局和分散式布局等，每种乡村

建筑景观的结构表现直接与生态功能相互关联。在建造方

面，应该充分遵从经济性和本土化的要求，做到就地取材，

尽可能地彰显全部材料的性能和效果，乡土材料以及传统

构造形式的相互融合在推进建筑本土化发展上的作用是

无可忽略的。在乡村建筑景观的营造过程中，需要尽可能

地应用本地有的材料，强调彰显建筑的本土化气息，这是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从色彩层面切入，乡村建筑是民

间建筑，将会直接受到我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的冲击，其本

身色彩并非是完全丰富充实，因为建筑材料通常直接取材

在本地，所以往往具备极为显著的地域化特征。

3.3乡村院落景观营造

乡村院落景观的营造可以将我国古代风水学的理念

引入其中，种植的树木应该有桃树、垂柳、杏树等，以此

来营造更为开放和谐的植物景观环境。在乡村院落当中，

既有水井、铺装、石桌等，也有照壁等，此类元素都具备

颇为丰富的乡土气息和文化气息，是促使乡村振兴理念贯

彻落实的重要因素。在建设的过程中，包括石桌、石凳等

都应该做到就地取材，同时要保障实用性、简洁性和耐用

性，目前来看，有诸多乡村院落都会提供照壁，其作为我

国传统建筑形式的重要构成，在优化场地形态方面的作用

是无可忽略的，照壁还可以借助独特的装饰方法，优化完

善院落景观的整体表现，进而打造出足够良好的对景作用，

院落内既要设置预留地，而预留地通常是将硬质铺装作为

关键点，可以通过对花岗条石以及水泥铺地等的同步应用，

在周边预留出充足的排水沟槽，此举可以为行走便利提供

保障，也可以为后续的许多蔬菜瓜果的晾晒带来帮助，优

化乡村的生活环境。在乡村院落以内，既要做好绿化设施

和基础设施景观的有效构建，也需要重点考量居住环境卫

生等，此类内容都是需要予以拆除或者改建的，目的是更

加有效地维持生态环境的健康。除此以外，院落景观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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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充分考量到部分居民的切身需求，尤其是部分老年

群体的心理需要，因为其在退休以后，往往会闲适下来，

且家中因为没有儿女陪伴，很有可能出现失落感或者孤独

感。除此以外，有鉴于乡村经济条件的制约，并无城市般

优秀的条件，包括各种公园的打造都将会面临困境。所以

在老年住宅的院落以内，可以适当地开设相应的菜地，但

依旧可以完成对其美化处理。

3.4 乡村水系景观营造

河流是乡村用水的关键来源，是乡村水景观的关键构

成要素，河水通常为活水，所以在营造河流景观的过程中，

有必要重点保障河流的清澈整洁，如果受到污染影响，就

需要迅速做好对其处理，以此来保障河流环境的健康安全，

避免受到影响和冲击。乡村聚落以内需要设置防洪专用河

道，在驳岸的设置方面需要使用生态驳岸，如果情况有需

要，还可以尝试着设计防洪堤坝，河道驳岸还需要伴随和

岸线的自然走向，保障河道的通畅。同时，也可以依据现

实情况合理利用植物根系建立护坡，或者采用人工筑底，

尽可能维持乡村聚落的自然状态。当然，也有部分河道是

没有防洪需要的，可以应用生态型景观驳岸方法，此举能

够更为有效地维系水植物景观的安全健康。乡村池塘通常

会被应用到水产养殖业当中，可以结合乡村地区的实际发

展状况，打造类生态循环的池塘水系景观，这样可以更好

地提升立体性和完整性。除此以外，在交通条件较位便捷

且具有大量外来游客的在鱼场周边还可以设置垂钓用的

建筑，此种设计方法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对乡村池塘景观

的有效处理，最终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的发展需要。除此

以外，还需要针对性地设置湿地景观，当然并非所有乡村

都拥有湿地景观，乡村湿地景观是维系湿地资源安全的重

要因素，借助维系和保障湿地资源，既可以有效地充实完

善乡村景观文化的表现，也可以为乡村旅游行业的建设提

供更多的支持。

3.5 乡村农田景观营造

农田景观同样是景观营造的重要着力点，为保障田间

管理以及机械化作业可以顺利有效地展开，平原地区农田

形状通常是比较规则的，目前较为普遍的农田形状为长方

形，农田布局通常会以连续布局为关键点，此举不仅可以

为乡村居民田间管理以及大型机械作业提供保障，并且也

是未来乡村景观的美好呈现。农田耕种的区域通常是乡村

作物、弄既经济作物生产的核心场所，因为有来自气候的

影响和地形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目前我国农田耕

作景观往往具有诸多特性。我国北方的气候表现为气候干

燥，农作物通常是玉米和小麦等，此外还有各种经济作物，

南方地区的气候相对湿润，所以作物以水稻为主。目前国

家农田耕作的景观营造颇为关键，但是需要充分遵从农业

生产的前进方向，此外还需要更多地借鉴外国的乡村景观

经营思想与模式。

农田道路通常有生产道路、田间道路等。想要顺利打

造农田道路景观，工作人员则应该考虑到周边交通环境特

点，尽量避免给交通带来影响，这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和作用的。农田道路通常是最具观赏价值的乡村景观，同

样也是维持乡村农田道路景观构建的核心点。田园线景观

的有效构建取决于自然式植物造景构建质量，保障基本荫

庇等，此外还需要种植小灌木，以此来充实植物的立面表

现度。此外，相关工作人员还需要切实有效地做好对种植

密度的管控，以此来维持周边环境拥有优质的通风效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村景观的设计以及建造都是乡村建设中

不可忽略的组成要素，如果想要全方位地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落实，有必要持续做好乡村景观的规划设计，优化完

善生态环境的形态，此外还需要充分保持乡村环境艺术，

从乡村文化的视角着手，做好景观设计和打造，这样才可

以让乡村居民更加有效地推进乡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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