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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景观设计的思考

范晶晶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湖北武汉 430000

摘 要：伴随乡村振兴策略的不断推进，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进行农村景观建

设，农村景观建设以自然景观和农业生产为基础，提高人居环境。本文主要描述农村景观的设计意义、设计原则以及当前存

在的不足，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设性建议，遵循可持续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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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gap, achiev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insist 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rural landscape const

ruction has been initiat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natural landscap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p

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design significance and principles of rural landscape,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In resp

onse to these problem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

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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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农村景观建设是

重要实践途径，乡村景观建设以农民需求为主要方向[1]，尊

重当地农民意愿和想法，结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群众

创造美好环境，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农村景观设计的意义

（一）改善乡村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应及时进行统筹规划，观察乡村地理位

置和空间结构，联系当地自然条件和地理特征以及乡村当前

发展的产业，进行景观设计，改造乡村基础设施[2]。充分利

用农村已有的自然景观和建筑，进行合理布局，提高人居环

境质量，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经济收入，遵循人与自然

协调发展，不能破坏农村生态环境，鼓励就地取材，保护农

村原有景观，在其基础上进行建设，传承传统文化，景观改

造应符合乡村整体形象，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

（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城乡发展不均衡仍然是我国重点问题，传统村落发展落

后，造成人口外流，农村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严重，农

业生产机械设备落后，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出现“空心村”

现象，这些问题限制农村经济发展，加大城乡差距，合理对

乡村进行规划，有利于产业融合，推动经济发展，例如，当

前，政府部门加强对农村景观的重视，关注到农村经济发展

价值，加大对农村景观建设的投资力度，开展旅游业，增强

乡村活力，加强人才引进力度，引巢筑凤，吸引人才来到乡

村发展，在当地创业，利用当地已有资源开发农家乐、乡村

民宿，吸引人们前来旅游，农村人流量增加，农民可以利用

此契机，发现商机，主动创业，提高乡村知名度，调动当地

农民创业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壮大乡村经济实力，促进

乡村经济持续发展。

（三）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提倡五位一体综合发展，乡村文化是农村景观

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景观建设保护传统村落，提高农民居

住环境的舒适度，文化是乡村独有的魅力，是乡村建设亮点

[3]。农村主要产业是农业生产，开发文化产业，为农村经济

的发展，注入新思路，乡村开展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文化素

养，丰富农民内涵，进而提升农民的思想觉悟，对当地传统

文化保护和传播，有利于提高当地村民的自豪感，中国人追

求落叶归根，加大文化建设，吸引海内外侨胞回到农村定居，

进行传统文化和新式文化的碰撞，促进文化软实力不断进步，

为创建文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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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

（一）符合生产需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景观应该以农村居民接受的内

容为主要依据，对农村景观进行设计和布置。农村景观设计

应具有实用性，满足当前农业生产发展需要，推动农业生产

有序进行，农村景观，应注重环境保护，减少农业生产污染，

有效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景观对农村功能进行划分，

分割生产区和生活区，农村景观可以对生产区域进行划分，

合理规划生产区域，达到预期建设目标[4]。农村景观建设前，

要进行图纸设计，要求设计人员结合当地特色，融入绿色发

展理念，景观分布符合劳动生产需求，农村景观不能只具有

观赏功能，应发挥景观在农村生产中的实用价值，承担实用

义务，开展入户调查，了解农民生活意愿。当前农村生产趋

于集约化、机械化，要保证现代化农村生产与农村景观融合

中保留当地文化特征。

（二）符合自然风貌

农村景观依托于当地农村地质风貌、自然风光，农村景

观建设应保证结合自认环境同时应弥漫人文气息。首先，农

村景观建设应尊重自然，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变，气候环

境多样化，建设前首先应进行实地勘测，了解地形地貌，土

壤密度以及气候灾害的发生频率，遵循绿色可持续发展原则，

避免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其次，禁止大肆翻拆，尽可能在

原有建筑基础上进行改造，传统村落文化，要加强保护，尊

重农民意见和情感，从人文角度进行设计，最大发挥农村景

观的妙用。

三、农村景观设计存在的问题

（一）不符合乡村发展需要

农村景观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提出的，应适应乡村振

兴整体经济发展，严格按照乡村振兴的总规划布局，体现乡

村景观的价值，当前部分地区农村景观建设存在一些缺陷，

脱离乡村振兴实际，缺乏对地域条件进行实地考察，建设不

符合自然条件，与当前农民生活生产不能良好契合，不能做

到设计要求中提到的因地制宜[5]。同时，农村景观设计忽视

农村实际生产需求，在农村基本布局上进行改造，改造力度

极大，将农村原有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行现代化改造，污染

严重，景观规划不完善，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除此之外，农

村景观建设时，缺乏对可持续性的考虑，用材量大，分配不

合理，造成资源浪费，违背了农村景观建设初衷，对环境卫

生设施的投资力度不足，农村基础设施不全，当前农村景观

规划缺乏秩序，最后，农村景观建设引入大量现代新型设施

和元素，不利于传统村落文化的继承，新式农村景观形式新

颖，与传统村落格格不入，割裂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建设的关

系，放弃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导致传统文化无人继承，逐渐

消失。

（二）无法融入周围的大环境

农村景观强调融于自然，但是当前农村景观建设在规划

前，建设理念以建设新农村为主，迎合现代年轻化审美，多

数设计师通过网络进行图纸设计，不进行实际调查，导致景

观设计与农村环境划分较为明显，不伦不类，统一地区的农

村景观建设一般由同一名设计师完成，出现同质化现象较为

严重，同一地域的村落布局以及传统文化各有所长，统一设

计不能良好体现农村特色，统一的设计图纸应用到不同村落

中，致使景观设计质量参差不齐，造成空间分配不合理以及

资源浪费。更有甚者，农村景观建设，没有专业的设计，凭

借村民意见自搭自建，缺少了协调性，不及时挖掘地方特色，

景观造型缺少独立性，不利于实现乡村振兴[6]。

（三）景观的实用性不突出

农村景观主要为村民进行服务，因此进行景观设计时应

考虑到实用性，但是当前乡村建设主要注重美感，虽然具有

观赏性，但是不具备实用性，不能及时发挥作用，此外空间

规划不合理，景观设计主要是对街道主干道进行规划，忽略

农村小路以及宅基地的死角，不能体现农村景观建设的整体

性，农村自然环境、植物、建筑都可以进行利用，实现住宅

和农村景观的有机融合。

四、农村景观设计规划的建议

（一）尊重传统文化特色

对于农村景观中的传统文化应该予以保留，使其具有传

统特色。农村改造以人为中心，农村监管建设需要当地村民

的认同和参与[7]。对现有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传统文化

作为改造主要特色，结合当地古建筑，进行农村景观的丰富，

将传统村落中的宗族文化，民间文化遗产融入其中，例如当

地是戏曲主要传承地，那么景观主题可以是戏曲元素，保留

戏台等古建筑；其次，严禁生搬硬套，景观建设应试人性化

的建筑，要有自身的独特性，尊重当地文化要素和风俗习惯，

合理运用特色景观传承优秀文化，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引领

原住民学习传统文化，当地政府和村委会可以积极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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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活动中强化村民对传统文化的印象，营造文化特色

鲜明的乡村，将人文、自然有效结合，呈现和谐的乡村。

（二）尊重自然环境因素

农村景观设计应合理利用自然条件，以提高农民经济水

平为主，发展绿色建设，根据当地水资源以及地势，例如，

当地水资源主要是温泉水，气候温暖，可以建设温泉度假村，

能够合理利用资源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动态景观和静态

景观相结合，优化景观布局，最大限度发挥生态作用，山区

多林木，景观建设时应注重对树木的保护，尤其是对古树的

保护，保护原有资源。引入新理念，以有效手段完成对景观

的建设，体现农村景观的价值。

（三）满足生活娱乐需要

农村景观主要为村民的生活生产服务，应注意完善农村

基础服务体系，配备专业的公共设备，改善经济、生活环境，

建设乡村交通，改善当地群众生活条件。农村景观具有休闲

娱乐的功能，在建筑时，应结合园林设计，例如，乡村田园

式自然风光，结合农村景观，在农村设置简易的亭台楼阁，

保证农村景观具有观赏性和实用性，有助于老人、儿童锻炼

身体，景观作为农民劳作后的放松场所，体现娱乐休闲功能，

农村景观以农民需要为主，贴近农民生活，有利于改善农民

生活，保护乡村环境，提升农民幸福感。

（四）适度的开发旅游业

农村景观具有经济价值，当地文旅部门应积极与旅游业

合作，多数人群每天生活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间，休息时

间渴望放松身心，会寻找复古的乡村进行心灵的休憩，政府

应抓住商机发展旅游业，提供整体旅游服务，景观布局不应

破坏原有建筑风貌，原有建筑是景观建设的灵魂，根据游客

需求适当进行改造，利用当地已有资源进行创新，展示农村

特色，运用古朴建筑让游客体验传统文化的韵味。增强民族

自信。适度地开发旅游项目能够为乡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对于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能

进一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五）以人为本，建设农村景观

农村景观建设关乎到每一个村民的生活生产，村民应提

高觉悟，认识到农村景观建设不仅和政府的政策相关，而且

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农村监管建设要求自上而下进行改造，

因地制宜，村民需要主动参与进来，而不是政府强制性下达

任务，通过村民主动参与，设计适合当地乡村发展的方案。

景观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服务于人，为人们生活和工作提供

良好的环境，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应深入分析和研究人的需

求，将乡村居民的主要需求体现在景观中，能够更好地提高

乡村景观的价值和作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发展的

目标。

五、结束语

乡村振兴与农村景观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农村景观有

利于传承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发展，建设时，应充分利用自然

景观，以及村落中既有资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

农村景观不仅可以为农村带来新面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农民收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政府应注

重对人才的引进，人才是乡村的活力，引入经济项目，引导

农民创业，增强农村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这是乡

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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