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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新
时期政府的工作重点将转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
的质量。这为我国城镇全面振兴发展和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指出
了明确的方向。从十六大开始，中央明确提出了“要走中国特
色城镇化道路”，后又相继提出“新四化、新五花”的融合
共进。这就要求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与改造应融合地域特色的改
造，来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和谐化、集约化、生态
化的发展。羊角水堡在军事、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均具有典
型的特征。我国还有许多类似富有特色但又逐渐没落的乡镇。
以羊角水堡为例研究新型城镇化导向下赣南乡村的改造探索，对
推进赣南地域、乃至全国乡村改造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新型城镇化导向下乡村改造的理论
1.1新型城镇化导向下乡村改造的内涵
1.1.1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
农村文化是城镇化的灵魂和长久的吸引力。如果农村文化消

失，城镇化的建设就太过单调。建设地域性特色城镇化是城乡
一体化建设和全面振兴的终极目标。村落和古村落恰恰是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新型城镇化导向下，乡
村改造若以瓦解农村文化和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就会得不偿失，
失去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特色。

1.1.2城乡一体化应充分发挥地方人文与风俗
地方人文与风俗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也是保持城镇化多

元化格局的基础。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格局下，最终的目标是实
现国民利益分类的均等化。乡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标准化建设
本身缺乏优势，唯有富有特色的地方人文和风俗才能为乡村带来
更加长久的利益，促进成为乡村全面振兴和永恒发展的重要基础。

1.2城镇化科学发展理论
1.2.1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以人文本的城镇化，也是中国

城镇化的根本属性。乡村改造要始终围绕人推进建设与改造，实
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从“乡”到

“城”的转变。以人为本的新型乡村改造要做好科学的人口流动，
推进人也人口向市民化转型，实现全民的共建共享。

1.2.2生态文明发展理论
生态文明是衡量新型城镇绿色性、宜居性的重要标准。新型

城镇化导向下，乡村的改造离不开生态文明的整体建设。真正的
宜居向军应该有良好的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交通系统、绿色建
筑、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

1.2.3预防“过热”、“过冷”理论
新型城镇化导向下，乡村改造要杜绝“过热”、“过冷”现象，

预防“大跃进”、“运动式”乡村改造与建设。乡村改造应该从人
口、土地、资金、户籍、产业等多要素同时左手，先谋后动、

新型城镇化导向下赣南乡村改造探索
——以羊角水堡为例

叶　菁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中国·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羊角水堡为明清时期重要的军事防御地，也是经商和军民一体的乡村城堡。其存在对研究古代军事和客家文化有着极
高的价值。羊角水堡毁坏严重，但历史文化价值不可忽视。作为兴盛明清的重要村落，其不应该就这样没落和遗落。在我国推进城
镇化建设进程中，这类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地域性特色的乡村，应该充分挖掘和融合已有的历史遗迹及文化条件，建设历史
文化明村，推进该类古村落走向乡村振兴，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就以羊角水堡为例，研究新型城镇化导向下赣南乡村的改造
与探索。第一部分论述了乡村改造理论，第二部分论述了乡村改造的策略。旨在为新型城镇化导向下特色乡镇的建设与改造提供一
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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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景而作、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改造。
2  新型城镇化导向下乡村改造实践策略—羊角水保案例
2.1羊角水堡概况
羊角水堡位于江西省会昌县，是明清时期一处重要的军事城

堡。羊角水堡的规模宏大，是赣南现存的唯一的一处大型军事
城堡遗址。以被评定为县市国家三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三
面换水，北靠汉仙岩。早在西汉，周亚夫就在这里驻军。明
代为镇压闽粤赣湘四省边际客家地区的农民起义斗争，开始建
堡。建成以后，原散居在周边的村民全部迁入羊角水堡内。内
设兵署、卫衙、公馆、宗祠、码头、圩市等公共场所，形
成一处集军民、商贾、政治、经济于一体的军事古堡。羊角
水堡对研究古代军事和客家文化意义重大。

2.2乡村改造策略
2.2.1基于主体的系统性开发
羊角水堡的主体时城堡遗址和文化遗产。它的历史文化包含

丰富的客家特色文化。在进行乡村改造时，应围绕羊角水堡的文
化遗产，结合地理环境、经济学、社会学等，进行系统成开发。规
划目的要实现促区域经济、社会、呈现空间的多元化协调发展。

2.2.2基于集聚模式的集约式规划
集聚模式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羊

角水堡的集约式规划可以围绕古址中心开展，将原古堡打造为文化景
观遗产，开发旅游。在羊角水堡周边结合地理环境、地域条件规划乡
村产业链，建设完善的交通系统及其他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与配套
设施，划分按照城市功能划分乡村功能分区，进行综合化的产业布局。

3  结语
新型城镇化导向下，乡村改造要求在保留和保护乡村文化、

发扬乡村特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乡村改造，来丰富我国乡村城镇
化的内涵。羊角水堡是赣南地区富有代表型的乡村，其军事历史
文化、客家文化及风俗等，都是整个赣南地区的特色。保留羊角
水堡原有的古址，继承和发扬羊角水堡自古以来流传的客家文化
及风俗习惯，是保持羊角水堡永恒的生命力和长远发展的关键。
在进行乡村改造时，可将军事历史价值及其他历史价值与乡村旅
游相融合，建设历史文化的古村落。这样既可以保留珍贵的文化
遗产，又能发展乡村经济，实现没落古村向新型乡村的转型及乡
村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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