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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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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对于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中对陕西

关中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最终希望提高相关设计工作人员对特色景观规划设计

的重视程度，同时提升陕西关中乡村建设质量，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问题与对策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进程不断向前推进，我国的乡土
特色景观规划设计方式也在进行相应改革，其中陕西关中乡村
振兴中的特色景观规划设计方面也取得长足发展，也为精品建
设与设计实践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本文结合我国
乡土特色景观现状，对其建设研发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1、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的动因

1.1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门庭的设计
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门庭的设计，

在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中突显出重要地位。一个乡村，一户
人家“门脸”是反映一个村子、一户人家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
内在底蕴的表现。作为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
规划的一个部分，“脸面”的问题应该摆在最前面，按照中华
风水学理念，房子要坐北朝南，中国人在长期生活中总结出的
经验，根据地球自转的规律，我国又处于北半球，入口的选择
还要符合陕西关中山体的脉络走向来科学布置。门不能选择工
业化的铁制门和钢质门，要选有木质门，木质门纹理脉络能很
好的表现出充满乡土气息的韵味和时代年轮刻画的根源。木质
门要选用整块的树木，不要选拼接的木材，这样的木质门给人
们很好的辨识度和充满陕西关中乡村特有的韵味。

1.2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房屋的设计
房屋建设是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的

组成部分。建设之初我们就要有明确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下的数字化新农村，还是具有陕西关中地区特色、具有时
代明显特征的新农村，我们要选择后者。建设中我们要采取统
一的风格来呈现陕西关中乡村的特色，不仅仅是建设风格的统
一，也包括色彩运用、佩饰风格等的统一。建设陕西关中乡村
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就要走出一条符合乡村的路，家
家户户建筑风格都蕴含着乡土的气息，一股浓郁的陕西乡土气
息跃然在乡村中。例如：在墙壁上画上陕西风景的画，家家户
户在门前挂着农用工具和农作物衍生产品。在户与户之间选取
不规整的石头铺垫成小路。这样设计的房屋和周围事物，让人
们看过之后有很强的记忆点。

1.3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外景的设计
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外景的设计，

房屋在搭配配饰的同时还要加深历史的陈旧感和厚重感。陕西
作为红色之火的源泉，设计外景时，要侧重体现红军时期艰苦
卓越的精神内涵，和划时代的文化碰撞。可以悬挂玉米、高粱
等农产品表现丰收的喜悦和安居乐业的愉悦。还可以喷绘红军
时代的标语口号，让人民群众身临其境之后，感受那个时代的
文化氛围。把一些不能修复的裁缝机、旧式电视剧、飞鸽牌自
行车，错落在乡村的各个角落。让群众来到乡村的同时，到达
每个地方都会发现惊喜和感受时代的记忆点。

1.4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乡愁的设计
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乡愁的设计，

乡土特色景观侧重表现离家人的思念家乡的乡愁之感。在设计
乡愁时，不要刻意去用机械化修剪草坪和树木，要让树木和草
坪显得杂乱无章，有一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的美感。利用水文、地形、地貌特征，绘制出有房屋、有树景、
有河流的乡土之情。还要在水中规划建设出河心亭，让人和水，
天与人有机结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然景观。让人民
群众来到这里感受到了思乡之愁，又让人们身心舒畅。沉浸在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之中。利用村
里的广播播放老歌，让人民看到“乡愁”的同时，也能听到“乡
愁”。还可以用广播播送简讯，能把人民群众拉回那个物质匮
乏的时代，使人们更为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
存在的问题

2.1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自然景观工作开展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为建设乡土特色景观规划，以乡村为重点的规划中，部
分设计开发部门为了追求人造自然景观的同时破坏天然自然景
观，甚至出现为了建设出特色的景观牺牲掉原有的景观的现象。
我国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村村通、路路通的建设，网络时代
的兴起，户户与之间被错综复杂的电线网线所连接，规划这些
线路的同时会对自然景观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当初设计者空
间观和理念观的落后给现阶段规划设计带来了繁重的工作，之
前的设计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恶劣影响。

2.2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田园景观工作开展中存在
的主要的问题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推进工程，乡村群众的反对意见强烈，
认为建设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需要现代化推
进，要更快和城市接轨建设同城市一样的规划设施建设。陕西
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中，一些人认为打造乡
土特色田园景观就是打造成吃玩“一条龙”的“农家乐”，用
土鸡、土鸭、土鸡蛋这种所谓的特色代表这田园景观特色，这
种固化思维制约了田园景观设计的发展。事实上，田园类景观
的设计是丰富多元的，不仅仅是“农家乐”，也包括实景为微
景观、田园风格设计、国内外乡村风格融合等等。

2.3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人文景观工作开展中存在的
主要的问题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人文景观缺失的问题，在挖掘民俗文化
方面，没有抓手形成不了合力。不知道怎么抓人文方面的建设，
比如，乡村人民为了经济的发展，年轻一代选择离开家乡去创
业，乡村领导的工作中心放经济建设方面，导致相关设计部门
忽视了历史人文建设。

2.4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中人员管控能力不足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乡土特色景观规划管理在认知层面上，还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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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薪酬方面，奖惩机制的有效性在乡土特色景观规划管理实
践中的意义并未体现出来，这些现象，都严重制约了乡土特色
景观规划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在长期的缺乏科学
奖惩机制的环境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员工的薪酬往往停滞多
年，或者福利待遇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再加上，乡土特色景观
规划管理的奖惩制度缺乏有效约束，导致一些专业人员外流，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工作效能被架空。

3、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
解决对策

3.1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从原始生态着手
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要本着“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来建设特色陕西关中乡村，在打好
建设新农村这场战役中，把生态环境建设摆在首位来抓。让人
活动的空间存在生态，让没有人居住的空间生态不被破坏。让
人民在喧闹的城市中脱离出来的同时，不破坏生态环境。要让
生态和人们生活和谐共生，长久发展为下一代造福，真正实现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
观规划中，生态建设至关重要且影响着全局，决定着全局的建
设是否成功。

3.2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从设计资源开发着手
现如今，由于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政策的大力推行，乡

土特色景观的设计者应当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发现有效
地景观设计资源，无论是自行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的设计相关的
资源，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有效规划设计资源，都可以采
取无差别的“拿来主义”，再通过反复的工作实验与总结工作，
将设计工作资源整合为最适合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规
划设计利用的资源。

3.3  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从文化渗透着手
历史故事无论对于小孩还是大人，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与

趣味性，基于这样的特点可以在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中有效
融入历史故事，例如：讲“沟通中外闻名的丝绸之路”融入乡
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中，为参观者讲述对于张骞被拘留软禁还

被迫娶匈奴的女子为妻，但他“持汉节不失”，在敌人的监视
渐渐有所松弛时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
王庭的故事讲述，使参观者的对于文化渗透更为广泛，更使其
对于景观的记忆更为深刻。设计者需对传统文化的设计意义加
以了解和深化，明确自身担负着发扬传统文化的重任，切实通
过优秀传统文化来向参观者传播中华传统美德、弘扬高尚民族
精神。

其次，设计者需主动挖缺可利用的传统文化设计资源，并
将其使用在设计内容中，例如：在设计关于“经济”相关乡土
特色景观规划设计时，设计者可对当前的我国人均收入状况以
及分配的内容进行了解，在有了初步的概念以后，在设计中融
入中国传统古诗词《悯农二首》对参观者进行传统文化渗透，
通过这两首诗的内容理解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在中国封建时代
中，农民的耕作状态、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环境状态以及社
会状态，突出了农民通过辛勤劳动获得粮食大丰收，最终却颗
粒无收、无处倾诉并惨遭饿死的现实问题。最后以“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这样反映当时对于贫苦生活无奈表达的辞藻，
使参观者理解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引导人们尊敬农业劳
动者、尊重粮食，减少食物浪费。

4、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陕西关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特色景观
规划设计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且现象也并不是很乐观，这需
要相关部门提高对于乡土特色景观规划设计的重视。将景观规
划设计优点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并逐渐提高设计质量，为中国
乡村振兴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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