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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园综合体概述 1

田园综合体这个概念由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

出，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之一和重要抓手，实现乡村

振兴的亮点举措。推动乡村发展，城乡一体化，最有效

的途径就是城乡互动，利用乡村的自然生态文化资源，

吸引城市的居民来到乡村，带动城郊乡村的经济。田园

综合体的模式是农业、文旅、社区综合规划，保证当地

农民的参与度，田园景观原生态的保护利用，提取地方

文化，发展地方产业，结合旅游业吸引城市人到乡村消

费，实现城乡互动，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脱贫攻坚。

今年 5 月份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级

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融合农文教旅，

建设生态优、环境美、产业兴、消费热、农民富、品牌

响的乡村田园综合体，持续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有效路径。”[1] 建设田园综合体，景观规划设计尤

为重要，整个田园综合体不管是生产、生活、生态都和

景观密不可分，传统的农田乡野景观缺少观赏性和趣味

性，难以吸引人们驻足，保留原生态的基础上，对道路、

景观进行合理规划设计。

二、田园综合体的景观特征

1. 地域性文化

田园综合体包含农业、文化、生态等方面，不同地

区的田园综合体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地域性文化，农业和

生态是每个乡村都共同具备且比较相似的田园景观，而

不同的乡村各自有着自己的地方文化。“地域文化则是指

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经过长期人类生活，由于地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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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特色，这种特色可以是物质

上的体现，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体现。”[2] 物质上可以体现

在当地民居建筑、传统纹样、服装式样等方面，精神上

可以体现在民俗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等方面。这

些地域文化运用在景观规划设计中，从而突出当地的特

色，不同于千篇一律的田园景观。田园综合体要具备足

够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需要将地域性文化同景观规划设

计相结合，营造出生态景观、文化底蕴身后的特色景观

设计。富有文化底蕴的田园生态景观让人们休闲放松的

同时，体验地方文化特色，实现城市居民回归田园休闲

旅游的目标。

2. 整体性规划

未进行统筹规划的乡村地区，普遍由大片的农田和

破旧的房屋组成，地方生产力不足，孤寡老人和留守儿

童居多。田园综合体的目的在于让城市居民来到乡村休

闲旅游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吸引当地年轻人回乡创业，

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实现双赢的局面。乡村具有丰富

的自然生态资源，地方文化资源，田园综合体即将这些

资源进行整合，整体规划使这些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

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资源、农田景观、地域文化，对建

筑、道路、景观、文化进行总体规划布局，综合设计，

避免割裂的情况出现，相互之间不协调，各方面堆砌而

成的设计，使民居建筑、农田景观、自然资源相联系，

整体统一。

3. 特色性景观

田园综合体就是跨产业、多功能的综合规划，打破

原本的单线思维，多方向发散，特色性景观不应局限于

某一种单一的形式、功能，打造特色性景观一方面结合

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在当地自然生态资源基础上进行规

划设计。田园综合体涵盖的范围很广，总体规划设计可

以多种功能相结合，如农田景观可以由原本单一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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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转变为观赏 + 种植 + 体验 + 采摘，多种功能形式增加

趣味性并增添活力；老旧建筑可以改造修旧如旧由原本

的纯粹住宅转变为民宿，集居住和酒店于一体，结合当

地文化和原生态景观打造特色性景观；当地特色美食可

以结合建筑文化、民俗风情打造特色美食街。特色性景

观的规划设计需要整体的规划和细节的设计，多种功能

形式更能吸引更多不同的人群，这也使田园综合体极具

特色。

三、药王村田园综合体

1. 背景概况

药王村田园综合体坐落在亳州市古井镇西北部，包

含王集村和赵楼村两个行政村，规划用地总面积 5.3 万

亩，核心区占地面积约为 3.09 万亩。村庄东连 105 国道，

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资源优良，文化底

蕴深厚，包含有酒文化、药文化、道文化、耕读书院文

化、养生文化、皖北特色文化等。但是，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乡村老旧房屋年久失

修，年轻人进城发展买房定居，偌大的村庄基本只有一

些老人居住，逐渐形成土地荒废、房屋闲置、空心村的

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药王村在国家大力支持乡村

振兴的大背景下，探索乡村建设的新途径。“2019 年药王

村被评为安徽省首批美丽乡村示范村”[3]，“2020 年 8 月

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4]

2. 区位分析

亳州市地处华北平原南端，安徽省西北部，地势平

坦，地理优越，交通便捷，成为地域文化的融合过渡地

带。药王村位于亳州市古井镇西北部，与河南省接壤，

毗邻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鹿邑县、夏邑县、虞城县

等。这些城镇距离药王村 50 公里左右（图 1），约一小时

的车行路程，适合周末假期家人朋友一起休闲游玩。

图1　药王村区位距离分析图（作者自绘）

药王村临近古井酒厂产业园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

置，便于挖掘特色酒文化，发展酿酒产业；同时药王村

农田资源丰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

适中，有利于作物生长，适宜种植小麦以及白芍、牡丹、

白芷等中药材，打造中药产业，挖掘药文化。产业的发

展更能带动当地的经济，走向脱贫致富的道路。

3. SWOT 分析

Strengths（优势）：药王村区位优越，地处城郊，交

通便利，同周边城镇的距离都比较近；当地文化底蕴深

厚，拥有酒文化、药文化、农耕文化、道文化等；药王

村隶属于古井镇，毗邻古井酒厂，富有产业基础资源。

Weaknesses（劣势）：地处平原适合种植但缺少特色

性，没有明显地势高差；村庄建筑风格单一，没有明显

特色；宣传广度不够，需要打出知名度；目前规划区域

仅建造开放一小部分，内容还不够丰富。

Opportunities（机遇）：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大背景下，

政府主导，加大扶持政策，田园综合体有助于重塑乡村

文化生态，是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

Threats（挑战）：药王村是亳州市第一个试点田园

综合体，处于探索阶段，缺少经验，基于平原地区如何

打造出皖北特色，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4. 景观设计策略

（1）建筑与景观融合

药王村分为新村和老村，民俗村坐落在老村区域，

这里保留着传统村落老旧房屋，带有历史感，对原本现

存的建筑修旧如旧，景观规划结合建筑风貌，“建筑与景

观的融合需要注重对于建筑外立面的营造，在这一过程

中，相关人员需要增加不同景观要素在建筑风貌中的比

例，营造空间整体的秩序感与序列感。”[5] 药王村地势平

坦，没有明显起伏高低的先天条件，景观规划设计上需

要注重空间的层次感，着重竖向设计，如在中心活动区

设计一个下沉式广场，采用木质和青砖铺装，和建筑场

景相融合（图 2）。新村的规划设计也要增强同老村的联

系，应该采取多元化设计，加强场地文化的融合，主要

体现在文化元素的提取、空间材料的使用、细节的处理

等。

图2　中心活动区下沉式广场（作者自摄）

（2）保护挖掘地域文化

药王村主要以白酒文化和中药文化为依托，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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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外立面和景观空间设计中融入文化元素，运用多

种手法，实现建筑景观的融合；另一方面通过民俗活动、

历史文化展厅、美食体验等，让游客在活动体验中感受

药王村当地特色文化。利用中药材种植和古井贡酒的产

业优势，打造独特的药都酒乡的田园综合体，药王村打

造一家特色餐饮美食——华膳坊（图 3），主打养生药膳，

结合当地中药文化和养生文化，独具当地特色的餐饮美

食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来此体验。重大节日在民俗村中举

办特色民俗活动，游客休闲养生放松之余，可以感受当

地的民俗文化，药王村实现吃住玩购一站式体验。

图3　华膳坊（作者自摄）

（3）当地居民的参与度

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乡村的地方经济发展，带动乡村居民

收入。因此，规划设计要考虑当地居民的参与感，结合

居民生活习惯、地域文化、原始生态风貌。带动乡村居

民参与到药王村的建设中，既保留原本的习俗，又增加

收入来源。农田采用承包租赁的方式，乡村居民既可以

把自己的田地流转给企业，也可以自己种植药材；自家

房屋被用于民宿经营，可以和企业合作，共同经营民宿，

带来经济收入；当地乡村居民根据自己的时间可以在企

业中选择长期工、和临时工。多种选择也为乡村居民提

供了可参与性，让他们为自己生活的地方出一份力，同

时带来经济收入。

（4）保护生态环境资源

乡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别在于原始的生态环境，农田

风光、多样植物、新鲜空气，这也是吸引城市居民来到

乡村的根本吸引力。田园综合体模式下，景观规划设计

人员要遵循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尽可能保留原有的建筑、植被、农田、水资源，低影响

力开发，保护原本生态环境资源并修复已被破坏的生态

环境，从源头断绝污染源，使用可再生资源，维护好生

态景观，实现田园综合体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药王村田园综合体以当地特色酒文化和药文化，发

展特色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景观规划设计在田园综

合体发展中占据重要方面，保留原始风貌、推广地方

产业、传播地域文化、都与景观有着密切联系。田园综

合体要考虑当地居民和城市居民两方面人群，既保证当

地居民的参与感，又能吸引城市居民来休闲体验，刺激

消费，平衡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各自的需求。尽可能保

留原生态环境，既保证原住居民的生活场景，又让城市

居民感受到城市中缺乏的环境。通过对药王村田园综合

体的分析，针对皖北平原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可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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