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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 实 施乡 村振兴战略 的 大 背景下 ， 村庄规划 作为 乡 村发展的 顶房设计必然在 乡 村振兴之 中起到 至关

重要 的作 用
， 那 么如何有效推动 乡 村地 区谋定 而后动成为 亟需解决 的 问题 。 本文从发展与 保护 、 生产 与 生

活 、 形式与 实 效三类关 系 中梳理 乡 村振兴新常 态 下的村庄规 划新要求 ， 探索 以
“

刚性约束
”

与
“

弹性发展
”

相协调 、

“

供给导 向
”

与
“

需 求导 向
”

相结合、

“

技木合理
”

与
“

以人为 本
”

相统
一

为 核心要义的村庄规

划新 思路 ，
并 尝试 以上海 大都市郊 区的 练塘全域村庄规划 为 例

，
重点从空 间管 制 、

发展 引 导 、 设施配套 、

项 目 导入和景观提升等五 大方 面来详细探讨 乡 村振兴战略下的规划新路径
，

以期能 为 其他地 区的 乡 村振兴

规划提供一 定 的参考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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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年 １ ０月 ， 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首次提出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

２ ０ １ ７年 １ ２月 ， 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研宄确定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
２ ０ １ ８年 １ 月 ， 中央

一

号文件公布 《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 以下简称
“

实施意见
”

） ， 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 。 从乡 村振兴战略

的提出到实施意见的出 台 ， 表明农业农村农 民的发展 已经摆在了 国家战略层面上进行决策和

部署 ， 体现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战略构想 ， 也为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的解决提

供行之有效的路径 。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 、 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大背景下 ， 传统乡村的功能与性质相对单
一

， 呈

现同质化发展格局 ， 同时又受城乡二元发展 的影响 ， 城镇对传统乡村辐射带动作用有限 ， 也

就决定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与困境 。 东部沿海等发达地 区的城乡

融合程度相对较高 ， 引 导城 乡互动 、

一

体化发展 ， 乡村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 同时城镇

对乡村的辐射作用带来 了更多 的人流 、 物流 、 资金流和信息流 ， 为发达地区特别是大都市周

边的 乡村振兴提供了更多 的机遇和更大的可能 。 因此 ， 大都市区周边 的广大乡村要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走在全 国前列 ， 充当排头兵的 引领示范作用 。

大都市 区周边乡村较其他地 区具有更多样 的资源 、 多元的人群 、 多方的政策 ， 更应该做

好乡村地区发展的顶层设计 ， 充分发挥规划 的龙头引领作用 ， 谋定而后动成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关键 。 因此 ， 大都市郊区 的村庄规划如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下 ， 拓展新思路 、

探索新路径 以实现农业强 、 农村美 、 农民富 的
“
三农

”

同步发展格局 。

１ 新常态 ：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庄规划新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规划要实现
“

产业兴旺 、 生态宜居 、 乡风文 明 、 治理有效 、 生活

富裕
”

的总体要求 ， 就要走出传统村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所存在 的误区 ， 转变农业农村发展

方式 ， 改变农业农村农 民发展同步的窘境 。



１
．
１ 从

“

重发展 、 轻保护
”

向
“

发展与保护并重
”

转变

过去制定的乡村发展规划等公共政策 ， 更多的是 围绕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乡村地区 的原

料和粮食需求来制定的 ， 也就注定 了 乡村地区 的公共政策变成了
一

种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

向的农业发展战略 。 因此 ， 要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对乡村地区的不断蚕食 ， 导致

大量的耕地和基本农 田被侵 占 ， 带来了 乡村地区 的工业污染逐渐加剧 ； 要么是农村地区过分

的强调农业的生产功能 ， 而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 问题 的逐步恶化 ， 二者均忽视

了对乡村地区 的资源与环境 的保护 ， 是
一

种重发展 、 轻保护 的发展模式 。

新常态下的乡村振兴要求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 山银 山 的发展理念 ， 就要转变传统外延式

的粗放发展模式 ， 以绿色发展为引领 ， 走 内涵集约式的增长之路 。 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进

程中 ， 优先保护江 、 河 、 田 、 林 、 塘等 自然资源以及文化遗存 、 名木古树 、 传统村落等人文

资源 ， 划定农业 、 生态和文化空间保护红线 ， 并实施严格 的管控策略 ；
其次是在保护的前提

下围绕农业 、 农村 的差异性和发展趋势 ， 积极培育适合乡村地 区发展的新功能 、 新业态 ， 倒

逼乡村地区走发展与保护并重的道路 。

１ ．２ 从
“

重生产 、 轻生活
”

向
“

生产与生活并举
”

转变

从２ ００４年至今 ， 中央
一

号文件连续 １ ５年聚焦
“

三农
”

问题 ， 其中仅 ２０ ０４年 、 ２０ ０６年和 ２０ １ ０

年分别 以农 民增收 、 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为主题 ， 而其余的要么是强调农业基础设施 的建

设 、 要么是强调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 ， 均是 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主题 。 由此可 以看出 ，

从中央到地方聚焦到
“
三农

”

上更多 的是关注农业发展 的问题 ， 过分的强调农业生产能力的

提升 ， 而忽视 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和农 民的就业创业能力培训 ， 是
一

种重生产 、 轻生活 的发

展模式 。

新常态下的乡村振兴要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 就要转变农业农村发展方式 ，

提升农业生产环境 、 修复农村生态环境 、 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 打造
“

高颜值
”

的宜居宜业美

丽乡村 。

一

方面 ， 要将与农 民关系最为紧密的人居环境 品质提升作为主攻方向 ， 以开展乡 村

地区 的生活垃圾 、 生活污水 、 村容村貌等环境整治为手段 ， 全面改善农民生活的物质环境 ；

另
一

方面是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 从基本保障和品质提升两个维度来建立

和健全基本生活圈服务体系 ，提高农村的 民生服务水平 ， 实现乡村地 区生产与生活协调发展 。

１ ．３ 从
“

重形式 、 轻实效
”

向
“

形式与实效并进
”

转变

从过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如今 的美丽乡村建设 ， 不可否认在
一

定程度上加快推动

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进程 ， 但同时也存在多种误区 。 既有缺乏对乡村价值和功能的认知 ， 普遍

热衷于千篇
一

律 ， 搞形象工程 、 样板工程 ；
也有政府喧宾夺主 、 大包大揽 ，

“一

厢情愿
”

的

代表农 民的意愿来刷墙扩路 ；
还有的毕其功于

一

役 ， 搞
一

阵风 、 运动式的美丽乡村建设 ， 由

于这些误区的存在导致 了美丽乡村建设只能落在形式上 、 而忽略 了实际效果 。

新常态下的乡村振兴要转变乡村建设思路 ， 就要走出
一

条既能
“

形式美
”

、 又能
“

实效

好
”

的新路子 。

“

形式美
”

就是要避免盲 目模仿抄袭 ， 在尊重乡村传统格局的基础上 ， 融入



本土的 自然和历史环境要素来全面激活乡村的
“

小足迹
”

生活空间 ， 打造
“一

村
一

景 、

一

村

一

韵
”

；

“

实效好
”

就是要注重以人为本 ， 从人的需求角度 出发来营造人性化 的场所 、 打造全

生命周期的服务 、 培育农艺特色的产业 ， 全面增强居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 只有当单

一

的注重形式向
“

形式美
”

与
“

实效好
”

向结合转变 ， 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美丽宜居乡村 。

２ 新思路 ： 乡村振兴视角下村庄规划新方向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 下 ， 村庄规划必然 以落实新时代的新要求为出发点去拓展新思

路 ， 也就需要重点处理好发展与保护 、 生产与生活 、 形式与实效之间 的关系 ， 因此实现
“

刚

性约束
”

与
“

弹性发展
”

相协调 、

“

供给导向
”

与
“

需求导向
”

相结合 、

“

技术合理
”

与
“

以

人为本
”

相统
一

成为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村庄规划新方向 。

２ ．１ 实现
“

刚性约束
”

与
“

弹性发展
”

相协调

乡村要实现发展与保护并重 ， 就要坚持 以保护为前提 的发展 ， 在保护 中发展 、 在发展 中

保护 ， 实现
“

刚性约束
”

与
“

弹性发展
”

相协调 ， 促进乡村地区的绿色崛起 。

所谓保护为前提 ， 就是要
一

方面优先关注乡村地 区的保护要素 ，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 生

态保护红线 、 文化保护红线等刚性控制线 ， 明确乡村地 区的发展底线框架 ； 另
一

方面是梳理

高速公路 、 高压走廊及其他重大市政设施等不利于乡村发展的约束 因素 ， 划定乡村地区 的不

宜建设区 ， 从而保障乡村地区 的发展品质 。 将底线框架和不宜建设区共 同作为乡村地区发展

的刚性约束条件 ， 实施差异化的管控策略 。

所谓在保护 中发展 ， 就是在 明确刚性约束条件的基础上 ， 从区位交通 、 发展规模 、 资源

禀赋等方面综合评估乡村发展的弹性潜力 ， 并将刚性约束与弹性潜力有机整合起来进行村庄

发展综合评估 ， 确定重点发展 、

一

般发展和限制发展等三种村庄发展导向 ， 并施行不同 的分

类引 导策略 ， 从而保障乡村能够实现发展与保护并重 。

２
．
２ 促进

“

供给导向
”

与
“

需求导向
”

相结合

传统的供给思维导向下 ， 片面的关注乡村对于城市的粮食 、蔬菜等基本供给的战略安全 ，

而城镇对于乡村地区的供给更多 的是投入到村容村貌等美丽乡村建设上 ， 也造成了
“

输血
”

有余 、

“

造血
”

不足的窘境 。 这些供给既不能满足休闲消费时代背景下的城镇居民 的消费需

求 ， 又不能较好的满足乡村居民关心的 民生需求 ， 供给效率相对较低 ， 也造成了农业 、 农村

和农民发展不同步的困境 ， 因此必须转变传统的供给模式 ， 走向供给导 向与需求导向相结合

的道路 。

需求导向模式就是从关注城镇居民的 消费需求和乡村居 民的 民生需求的角度来供给相

应的产品 。

一

方面 ， 乡村地 区 良好的农业基础在保障粮食 、 蔬菜生产安全的 同时 ， 可 以适度

营造大地农业景观 ， 导入农业观光和休 闲体验等功能性项 目 ， 促进单
一

的农业生产功能向多

元的休闲生活功能转变 ， 实现农业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相辅相成 ； 另
一

方面 ， 在推动村庄发

展建设的 同时 ， 注重乡村居 民的民生需求 ， 既要加大乡村居 民关心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 又要



引 导培育乡村休闲 民宿 、 传统工艺体验等
“

造血
”

功能 ， 也有利于为城镇居 民供给更多 的消

费产品 ， 提高居 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 全面实现生产与生活并举 、

“

三农
”

同步发展的

新格局 。

２ ．３ 坚持
“

技术合理
”

与
“

以人为本
”

相统
一

传统的村庄规划更多 的是在技术合理 的层面上统筹分析 ， 关注于规模合理化 、 配套标准

化和布局模式化 ， 往往忽视 了乡村居民 的实际需求 ， 也就造就了
“

重形式 、 轻实效
”

的乡 村

发展误区 。

在实施乡村振兴大背景下 ， 村庄规划也要回归理性 ， 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考虑居 民的

需求 ， 在 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实现技术合理 ， 促进乡村规划的价值回归 。

一

方面 ， 要从技术层

面出发 ， 统筹好村庄发展规模 、 配置好公共服务设施 、 营造好公共开放空间 ， 保障村庄规划

在技术层面上的合法合规 ； 另
一

方面 ， 要从人本角度出发 ， 设身处地的为乡村居 民考虑 ， 在

村庄布局上要由
“

要我搬
”

向
“

我要搬
”

转变 ， 在设施配套上要 由
“

标准化
”

向
“

精细化
”

转变 ， 在公共空间上要由
“

见物不见人
”

向
“

见物见人见生活
”

转变 ， 保证村庄规划在人本

角度上的合情合理 。 当
“

技术合理
”

与
“

以人为本
”

相统
一

时 ， 就能有效保障村庄规划 的合

法合规与合情合理 ， 有利于 引 导乡村建设走向形式与实效并进的发展道路 。

３ 新路径 ： 大都市郊区村庄规划策略

村庄作为
一

个最小的行政单元 ， 空间尺度相对较小 、 功能结构相对简单 ， 单纯的就村庄

本身来研判村庄的发展势必存在
一

定的局 限性 ， 而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村庄规划不能单纯 的就

村庄来论村庄 ， 需要在
一

定的 区域尺度上来考虑村庄 的联动发展 。 因此 ， 笔者建议村庄规划

应该在
一

个更大的尺度上去统筹考虑村庄 的联动发展 ， 然后再将各项管控指标分解落实到具

体的村庄布局上 。

基于上述考虑 ， 本文在研宄大都市郊区村庄规划策略的过程中 ， 将整个练塘镇域作为
一

个整体 ， 统筹考虑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要求和新思路 ， 重点从空间管制 、 发展引 导 、 设施配

套 、 项 目导入和景观提升等五大方面来探索乡村振兴规划的新路径 ， 引 导全域村庄发展 。

３ ．１ 底线思维 ， 强化空间管制措施

乡村发展的空间管制就是要在区域层面统筹划定生态 、 农业和建设三类管制空间 ， 构建

系统化的空间管制基本框架 ， 实施差异化 的管控策略的 同时 ， 进
一

步细化土地的用途管制 ，

落实到具体的规模管控要求 ， 严守乡村发展底线 。

３ ．
１

．
１ 强化差异化管控 ，

优化 乡 村三生 空 间格局



突扭還异化管救 ， 划Ｍ＆

农业和建设
“

三太￥间
赞

－作

为食频管制的墓本框架 ，鱼面优

化多村三生？：间格遍 。

曹先， 结合上位规划要求和

统零相爾业管理要求 ，戀浦

江上游永源保 ．护区 、 ．大蒸港野生

？物栖息地、：！；鋪｜ ｉｐ｜食義港進

态廊道划■为二类親三类生
＇

愈

空＿ ， 实施簾异化的管较策略 ，

锚固地区轚体生态袼靖
５
其次 ，

以保护耕地和基本农 由为出发点 ， 划定粮《产
＇

．

、 蔬菜生产 、 标准化养殖 、 设施农：业籍四类

农用地功能 区 ， ＿动农用地髮脊利用 ， 促进农用地
“

幾量？ 虜量％
生态 ．、 景观、 文化

”

宠位

—

体建设 ； 第三 ， 极铒导低效利用 的￡业用地和零散分布的农村居琦点减量隱出来优化村庄

建设查间布局 ， 推动基本生活圈建设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 逋过钥 导乡村＿牲用地布

痗保障功能性项 綺落地 ， 鼓励开麗土地综含整治来養化乡村最规环境质瀵 Ｉ 逐渐３了导全域＿

麵多ｆｆ違设 》

３丄２ 严 守底线思維 ， 细化土地用 途管制

在空簡誉＿＊本框架的基挪上， 进一歩细化到土地趙途會制 ．

， 严＃村＆发展底織 ， 客＿

规禳換称 曾先，

？ 实行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 确保耕地实有面柄暴本稳隹＾ 廣＿下释，

实现
“

＇

农用地全＆命周期管鋰
”

；
同射 ， 充分衔接农业布Ｍ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以及近斯駕

点建设琐Ｉ 划倉金域永久 农 田 ， 确保农产韻生产＾金 ， 从而优先确定农业用地的用途

和规臀＿底线＃分解至各行政村 。 其次 ， 产格锁定乡村地Ｋ的建设用地
“

夭花板
”

， 推进

农村ｇ？．点集中集约利用， 別导农村经：營性用地含理布扁 ， 全面激活乡村地区发展活力 ， 确

定建设用地的用途和规模管制底线并分解至各行政村 第三 ， 余面推进土地縴合奢私 有 ：序

引等生态廊道和农用地功能区内 的低效工业用地和零散农村■民点减量退 出 ， 生态廊道内建

设用地控制在 １ ０％以 内 ，
：逢读用 地复梟以补充水源涵养棘＿生蠢期地为主 ， 救Ｍ地功能匡 ：内

的建畏苗地复垦优先荀导补充：耕地 ， 促进优虜耕地象中连片布灣 ， 从而确定建设用 地复具的

用途
？

和规模響制底线并分觯至各行政村 。

３ ．２ 全域统筹 ， 分类引导村庄发展

村庄的分类发展就要布全域的 ．ＭＳ上从两个展面进疔３丨导 宪针对行政村是通过逢寶

錄含评估模型确定重 ．虚、

一

般和限制等发展类奧 ，
并蔡实底线思维确定相应的村史发展栽糢

和功能定位 ， 其．次针
■

对動然村落是统馨考處＆然村发展的各项影响因素 ， 按照保护、 保留和

撤并三餐§ 丨导亩然村霧的綱，

（〇 ？ ＊？ ？？ ＊ ？ ？？ｔ 拿ｄ

ｍ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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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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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办 金域村生 分类引 导规划 图

３
．
２

．
１ 全域统筹村庄分类发展

轉东塘
“

大柿 、 小城翁
，
的祕辭城乡 统筹的埋念 ， Ｈ織练塘发齡位为坩

发点 和 ：落脚点？ 通过建食刚性■弹性相结合的村庄发展评估樓型， 全面弓１导村＆分类发麗，

提升村庄规划的軔性。

醉 ２ ： 翁在農焉轉佘评＃模餐

一

友面Ｋ持底线思谁 ， 蹲生态敏感性较寶Ｉ基础设施廊道影响较尤的区域 ， 原興上予以

限制ｔ雇 ．

， 弓 丨导＃４遂步迁笄Ｉ 另
一

方面突迸弹性弓 １导 ？ 从交通
：
条彳 发展规模 、 赍调

等方面加权分析综合发展潜力 ， 统筹考虐刚性约鬼和发顯替力迸＃綜ｍ平估》 将全域２ ５个行

政村划分为麗点发展１
一般发展和限爾发■馨三种发展导 向 ， 在满足规椹控制底线的前提下

明确各村ｆｔ发雇规模 １ ， 研判村虫食展的功能定位 ，

‘

Ｉ
Ｉ
导村？分类食ｆｅ 有效促迸村歲集德布

屬的科學性 ．



会藏 自蠢翁齋 导魏劍Ｍ

３
．
２

．
２ 有序 引 导 自 然村落布局

茳行政村分类咧 导的基础

上 ， 统筹考虑自然村时发展影响

嫌素 ， 确萣保护 ．型 、 保留型和撤

并型三类 自然村落的布蔚 原则

上优先 铒导限制发展型村庄 内

的 自然村落撤并 。

首先 ， 落实 《上海市管浦Ｋ

款村风魏屬 ：蠢趣灌身梅护村选

点规划》 的要求 ， 将泖甸村 、 叶
？

港村 、东库村内 自然风貌独特的

３个 自然村列入保栌犁村庄 。 其

？失是近期优先铒导零散分布且规模较小 、 Ｓ３态敏感？
＇

和基础设施廊道肉＿发履受限国素较多

的自 然村藉减臺灌出
； 远期重ｉＳｆ导户均宅基地较大 ， 城贵开金边界周边 、 人户分离比童龛

等发展相对粗放的 自然村落减瀵＿出 ， 促进农村居民点鮝中幾约发 駕Ｅ ， 将其他的 自然

村落作为保留型村庄 ， 原遍上不再扩大 自然村落用地规模 ＊可在保证公共设施齐备的情况下，

逋Ｓ的进行功能置换 。

３ ．３Ｓ艮务均等 ， 构建乡村生活圈

月ｆｔ务均等就晕饔统筹考虡
《
自上而下

”

的相关规范要求和 自下而上
”

的繁民使用需求 ，

确定ｆｔ镇厘、 社区 、 乡材３个Ｒ度上 、 在基本傑障和品质提升两个层面上时生活圈服备体系

的设施配置标．准 ， 并结含现状公共：服务设施与规划保留保护村落 ｉｉ
■

空 ＿布舄来构建乡村墓本

生辑圈 ， 优化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

３
．
３

．
１ 基础保障和品质提升相 兼顾的基本生 活圈体 系

规划统筹考處相关规■的技术合理性与展 民梗用露求的价值合理性 ， 构建
？“

镇区
－

杜匡
－

乡村
”

生锫？服务体系 ， 按需配置棊本保障＿和品质提升遵设施 。

，中 ， 镇Ｋ生括隱最大服务－極约５公孤 擧，佳服务半極控制在 ．２ ．５公里， 以 ．骑抒３ ０分钟

为界限 ， 镇Ｓ生括隱的配套设施是必须要满足全域城乡空间的基本公裳服备均等化要求 ，
是

属于讓本保障的标准配置 ；
社扉生活圓

＇

最大服务－径约２ ．５念馬 ？隹服务半極 ：控制密１ ．５公

里， 队藤行 ３０分钟 、 骑行 １ ５分钟为界服） 社区生－鼠是是織足社区及其辐射的乡 村碁本公＃

服务＿求 ， 以基本保障＿为＆ 翁：条件的社：麗适度增设教曹设施配置 ； 乡村生：活隱最大服务

半爸约 １ ． ５公里， 最隹腺务半輕撞制在 ０ ． ８公里 ， 以步行 １ ５分钟为界限 ， 乡村生涪偃根揭 自身

发屦歲位和輿际趣用薔求乘练修考虑基础保障型和遥质提升型设施配置。



表 １ 生活圈体系配置标准表

类型 乡村生活圈 社区生活圈 镇区生活圈

村委会 社区事务受理 中 心 镇政府

多功能活动室 文化活动中 心 文化活动 中 心

室外健身 点 室外健身场 社区体育中 心

基 卫生室 卫生服务中 心 卫生服务 中 心

础 便民商店 菜场 菜场

保 幼儿园 幼儿园

障 小学 小学

型 初 中

高 中

社区学校

福利设施 福利设施

品 日 间照料中心 初 中

质 为农综合服务站 社区学校

提 综合服务用房

升 社区事务代理中 心

型 室 内健身 点

３ ．３ ．
２ 技术合理与价值回 归相 兼顾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以基本生活圈理论体系为支撑 ， 结合全镇域范围 内 的村庄分类发展导向和 自然村落的 空

间布局特征 ， 进
一

步细化乡 村生活圈公共设施配套标准 ， 为引 导乡村地区 的公共服务设施布

局提供前置基础 。

一

般零散的 自然村落以配置多功能活动室和室外健身点为主 ， 限制发展型

村庄以配置基本保障型设施为主 ， 原则上不新增公共服务设施 ，

一

般发展型村庄在完善基本

保障型设施的 同时适度增设为农服务站和便民商店等提升型设施 ， 重点发展型村庄既要配置

基本保障型设施还增设 品质提升型设施 ， 以保障乡村地区 的公共服务品质 ， 镇区 、 社区周边

的村庄因受到镇区和社 区生活圈辐射而仅需配置村委会 ， 其他设施可适度降低配置 ， 以促进

建设用地节约利用 。



轉 參機摊纖娜服备麟空间布顯求

自然村落 限制发展村 —般发展村 重点发展村
镇 （社 ） 区周边村

庄

纖ｆｌｌｉ喔室

麟賴露纖
－

雛务设施外 ， 以

新增设施

鑛麵繼 纖Ｈｆ
ｉ雞

：

除村營会辨 ， 義他

誠服錄施可

：适到释低梅藤

齡健身齒 鱗健身Ａ 鑛健聋論

村蠢会

卫雜 卫輪

■＿ＭＳ＿

使贿店 賴商店

日间照料中心

齡継鑛施

社区事务代理中心

軸健誠

ｆｔ确定乡村基本生飯圈设施配置要求的基础上 ，综含考量 自然村落的居民？便用霱求和基

本生活圈体系的養翻影响 》 将现状＃理论乡村生锫鼠从设施窝書痗度和菔务繼鲁程度两个方

面进ｆ校核后＊ 以补齐设施短板和提甯膨务品质为出发点 ， 提出改造利用型、 ． 功能资善型 ， 、

童点握升鹽彐种不同设施配置要求的乡＃生括菌 ， 优化全域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 壶面提

裔公共脹务设施布遽合理性 ｅ

其中 ， 改造剎用型是以村庄 内现状公共服务设施 的保留利用 ：为惠 可适度引 导破旧设施

的更新改造担不龛蠢升服务能级 ； 功能竞鲁處：主果是针对村ｆｔ 内部公共读施不齒鲁的情况，

从补齐设施配套和服务眞貧的角度完養村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
重点提升遵生寒是针对部分

重点发展型村在Ｓ善基本保障麗设施配置的基础上 ， 桉照实
：

服需求补充品质提升型设施配

置 ， 室眷行政村公共躯务设施 ， 以全面实现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多屬枚 、 高可达、 高品质的配

ｓ＿驗麟雜拿＃＊身＃ 國 ｓ 埋齋模式 下甚本４
？

活 圈取务ｔ分析



３ ．
４ 注重实施 ， 落地乡村休

闲项 目

３ ．
４

． １ 城市 设计 与 土地规划

相 统筹的策划项 目 布局

在传巯的村＆规划的ｄｍ

上 ， 以村庄发膦的功能库位为导

向 ， 按照
—

古鑛＋古村 ｉｒ纖游

发展模式 ，遴选实施条件相对成

熟 ＞
发展诉求相对明确的休闲旅

游型村庄作为乡村
“

造血
”

功能

的歲處靖育区域 。

其孜 ＊是在尊重村 有的

白 ：獅几曝和布減禮构前龜

通过城市设计的手孩梳＿和植

入具有地方時色的 功能性筢动

项龜 从而保障项Ｓ策划的合
？

霉

性 ， 同时也在 地利用规划 中通

过建设用地營控揎标的校核籴

保障项 貝義设用地的ｆ怯性 ，实

现顶 目策划和土地规划 良性互

＞ ■ ■■ ＾ｒ ■ ■癱

３＾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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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ｉ
： ：

－
Ｊ ＾ ；

？Ａ
？撕 ’

々

？刚 ，

，

＼
？？， ／ＴＭ

Ｚ＂＊＼ ．？７…—／

ｎｒ
￣

ｉ

ＨＪ
Ｍ ｉａ

舊 ｆ：？逢籥 ．

圈襄翁下Ｉ＃懲麁？ 导＃身 ：圈

滅 ＿计 ＩＩ專 下會翁 議＃ｆｉｎｉ ｔｅ

动 ， 擔高親划的行萌慷 ，

３
．
４

．
２ 以村庄 图 则 为 管控手段 ，

保障策划项 目 的可操作性

在保障乡村功能性项ｇ既能顺应村庄发展的趋势和需求 、又能符舞土地规划的論设用地

管經要求的基础上 ， 进＾步强化规划管救思路 ， 以村庄图则为手段， 保障漦划项 目的可操作

性 。

以镇域西部的叶港村为例 ＊ 在村 分类￥ １导中以休闲旅游？村注为主襄定位 ， 第划以休

闲养生为龙题， 着造和恢复鹤荡渔歌历史量观 ， ＆土地规戈（

Ｉ中庸挪弁预留 ５公顷建设用地指

标 ， 在村庄Ｍ则中明确建设用地的使用性质 、 用地规樓 ｓ 开发强度＿凤貌１
１
导等相．英技术指

标 ， 使得策划项有 能够落地建设 ， 该项 目 也谀练塘镇政府纳入Ｈ年行动计划 ， 致力于设施完

善和产村融吾发展 ， 弁积极 弓；
１
入 乡村旅游配套项Ｂ ， 金面提升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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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土遍４０１麗划 慶擁

３ ．５ 景观提升 ， 优化郊野田

园风貌

积极开屬乡村土地雜 ，
优

化郊 ：野地区凤．格局？贯彻落实

或議姻控策略 ，优先划定；
ｔ地整

治重處区．域 ，有舉积导郊野地区

利用敎率柢下、利用方式粗放的

建设用地遂步＿暈遐出 ，
积极开

展减量建设用地整理复墨，落实

生态敏威区域内土地線合整治
？

和 ，生蠢环境修复 ， 壶面优化郊野地区景观风藐格貝 。

探索：全域羃现设计路毽 ， 优化郊野田园 ．

风貌 ９ 规划围绕练塘怍为上海大都市远郊的农业

３１导型城镇的特点， 强调田１ 水 、 路 、 林 、 村？大要素作为—个生命共同体的概念 ， 统筹

兼廟生态保护与生濟体闲功能 ， 从亩 ：然生蠢＾ 鬵观风貌和社会人文三方面揉素玄大碧素的＃

价技术框架 ， 明确村ｆｔ！观格騎和 ．田眞擧观风貌提升策略 ， 村
．

庄促进产村敏含 ， 农地費造多

样景观 ， 靈塑乡村Ｂ 园Ｒ编 ， 卖现全域郊：野 田园凤貌设计 《 着力提高郑野 量靈生态与社

会效 保障乡村能够留往乡愁与钻Ｉ

４ 展望

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綦下 ， 村庄规划作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其价值取向也在

逐步发＆转变 ，
也就要求我们既

田水路 林 村
襄理解传统村庄规划的毅验教

训 、又要；Ｅ视新时代下的村庄规

划薪璧求和新方向 ，才全面保？！

农難：农村农賊槪快的翁勝

固此 ， 在总结Ｈ翁發验的基础

九 积极拓魘规划思路 ＞顧新规Ｍ １０ ：ｉ■讓 价敎米懸髮 虜
Ｉ

划方法、 探爾实施途径＊ 不断完醤村庄规划路＆ 着力探爾Ａ
—

条有颜值 、 有肉涵的乡村振

兴之路 。

ｒ

Ｙ Ｔ Ｔ
Ｓ

财？ 糊

生初多样性 ？ 聚落

绿色■吉 、 农地思观 ． 协调性 、

ＫＷ性 ＇ 丰＊性， ＾ １２

活动空间、 设施 、 区位 ． 交通便利

度文彳 引力 、 想染力 ． 记记 力

自然环境 生态系统 参与性可达性文化性

钍会人文

圍
；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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