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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袁城乡之间的差距被进一

步弱化遥但工业体系的建设袁必然给村庄带来一定的冲击袁
使现代的村庄面临着一系列变革遥为了适应这种变革袁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势在必行遥近年来袁随着我国一系列政策

的出台袁农村地区的布局规划日益科学化和完整化遥这不仅

保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袁还激发了农村的经

济活力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的经济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遥
安徽平原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袁在这片

广袤的土地上袁基数庞大的农村人口对我国社会进步和经

济发展贡献巨大遥在面临变革的今天袁安徽平原地区的农村

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袁但如何能够进一步激发安徽平

原地区农村的经济活力袁从而使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发挥更

大的作用袁已经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遥
1 新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布局规划的目标

1.1 村庄逐步转化为特色村或新型社区

安徽平原地区的村庄袁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

件遥为了激发村庄的经济活力袁使农村能够实现经济的均衡

发展袁新农村的规划布局并不会以传统农业发展为主线遥新
时期的农村规划布局袁应该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策

略袁更加偏向于特色旅游村庄的建设袁并结合城镇化不断发

展的现状袁建设与城市协作共存的新型城市社区遥这不仅有

助于激发农村的经济活力袁还能够实现城市和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的均衡发展袁使广大农村人口能够积极为家乡的发

展贡献力量[1-2]遥
1.2 公共服务均等袁城乡双向流动

在农业科技发展迅猛的今天袁我国农业已经逐渐向着

自动化和机械化靠拢遥农业的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袁极大

地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遥在我国工业迅猛发展的今天袁这些

富裕的劳动力将是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基石遥为了保证城乡

的均衡发展袁使工业和农业都能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袁
必须逐步减少农村的人口数量袁在完善农村配套设施的同

时袁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发展遥只有逐渐实现了城乡

公共服务的均等袁才能促进城乡人才和经济的双向流动袁激
发农村的经济活力袁并保证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

需求[3-4]遥
1.3 提高对乡村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优化力度

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的

自然风貌受到一定的影响和破坏遥为了实现乡村自然资源

和旅游资源的开发袁必须做好农村的环境保护和恢复袁激

发乡村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袁建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遥这就要求执政者能够逐步完善乡村的各类配套设

施袁尤其是废水处理和生态治理袁保护和恢复乡村良好的

自然生态环境袁使乡村成为人们宜居的家园袁建设独具魅力

的乡村遥
2 原则

2.1 城乡统筹袁服务均等

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袁城乡之间文化的

差距正在不断缩小遥为了推动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发展袁必须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袁在保证城乡均衡发展的

同时袁有序引导农村人口聚集袁营造更加完善的农村社会结

构遥为了让广大农民朋友能够不再被升学尧医疗尧交通等问

题困扰袁还要不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袁拉近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差距袁最终实现

城乡经济的平衡发展遥
2.2 因地制宜袁分类指导

安徽平原地区的广大农村袁拥有着广袤富饶的土地资

源遥但不同的村庄有着不同的位置特点和地形风貌袁在农村

布局规划中袁要重视不同地区乡村之间的区别遥这就要求在

乡村规划时袁要重视环境差异尧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袁根据

乡村的文化特点尧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来设计合理的规划

布局策略遥只有这样袁才能实现城乡的差异化指导袁才能最

大化地激发乡村的经济活力袁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建设和发展遥
2.3 发展产业袁促进就业

农业是农村的第一产业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袁一
定要保证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袁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体系的

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遥但为了实现农村经济收入的提高袁还
要积极发展旅游业尧传统手工业和食品深加工等产业的发

展袁让农村居民能够有足够的个人发展空间袁并促进农村居

民的增收致富袁缩小城乡经济收入差距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打下基础遥
2.4 政府组织袁村民参与

乡村地区的政府人力资源不足袁相比于城市完整的社

会服务体系袁农村政府在应对新农村建设要求时袁缺乏足够

的人手开展工作遥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袁就要激发村民自我发

展和自我建设的积极性袁不断提升乡村执政民主化袁让广大

农民参与到农村布局规划和建设工作中袁从而保证农村规

划布局能够最终得以实现遥

摘要 首先对新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布局规划的目标和原则展开研究袁并给出了村庄布局规划的具体方法袁以期为城镇化背景下安徽
平原地区乡村布局规划与设计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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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法袁以前的静态尧快速静态尧动态测量都需要事后进行

解算才能获得厘米级的精度袁而 RTK 是能够在野外实时得

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测量方法遥它采用了载波相位动态实

时差分方法袁是 GPS 应用的重大里程碑袁它的出现为工程放

样尧地形测图以及各种控制测量带来了新曙光袁极大地提高

了外业作业效率遥RTK 技术的应用袁使得土地确权测量工作

的精度尧作业效率和实时性达到最佳的融合遥随着数据传输

能力的增强袁数据的稳健性尧抗干扰性水平和软件水平的提

高以及传输距离的增加袁RTK 技术将在地籍测量及其他领

域得到更广阔的应用遥GPS RTK 技术在地籍测量中的应用

和普及袁必将使经典籍测量理论和方法发生深刻的变革袁也
将进一步加强地籍测绘与其他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袁从而

促进测绘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展遥
2.3 CORS技术

CORS 是继 RTK 技术后的另外一种先进测绘技术袁该
技术综合了卫星定位技术尧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数字通信等

先进技术袁适用于高层建筑少尧山体少的平原地区遥该技术

采用了 GPS 差分技术原理袁在测量时卫星信号遮挡较小袁其
测量精度能够满足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的要求袁测量效率也

得到了大大提高遥该技术在我国河南等平面地区的农村土

地确权登记测绘中已经得到应用袁并且提高了测绘精度和

可靠性袁而且该系统覆盖范围极广袁极大地节约了测绘资金

成本投入遥除此之外袁CORS 技术还能够实现单机作业袁显著

提高了土地测绘的工作效率遥
3 结语

综上所述袁由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中测绘难度较高袁因
而必须加强现代中和测绘技术在确权登记土地测绘中的应

用袁不断提高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测绘的效率和准确度遥因

此袁在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土地测绘中袁要灵活运用 GPS 技

术尧RTK 技术尧CORS 技术等先进测量技术袁不断提高农村集

体土地测绘的精度和准确度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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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尧电商袁逐渐提高信阳毛尖的知名度袁培养更多地域的消

费者袁让信阳毛尖能够走出河南尧迈向全国袁实现跨越式国

际化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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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方法

3.1 村庄耕作半径把握

安徽平原地区地广人稀的区域袁一般村庄的耕作半径

较大袁单位面积村庄密度小袁一般要求以最少的人口耕种更

多的土地袁否则会有土地闲置袁一般适宜规模化种植为主的

粗放农业遥地少人多的区域袁一般村庄的耕作半径较小袁单
位面积渊如 100 km2冤村庄密度大袁一般要求以最少的土地承

载更多的人口袁一般适宜精细化的设施农业为主遥在交通系

统规划设计中袁要保证农民从居住地到地块的交通时间不

超过 15 min袁并保证村庄居民经济收入的稳定遥最重要的

是要不断提高乡村农业生产单额现代化水平袁提高农业劳

动力的生产效率袁从而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够投入到其他

产业袁实现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提高遥
3.2 城市化背景下村庄规模设计

村庄的规模设计袁影响着基础设施建设投放力度和公

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难度遥安徽平原地区地广人稀袁现存的村

庄规模更是有着极大的差异遥在新农村规划布局中袁尤其要

注意对村庄规模的控制遥村庄规模的因素包括村庄分布现

状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经济性以及耕作半径

等遥目前安徽平原地区的自然村人口规模一般为 300 人左

右袁而行政村人口则达到 1 000 人遥这种现状是中国传统农

业社会发展下形成的袁比较适合乡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生

活开展遥因此袁在村庄规划中袁可以以此为数据基础袁对公共

服务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进行设计遥 一个居民

点的人口为 300 余人比较合理袁并可以保障村庄居民的收

入基本与城市市民持平袁村庄规模比较稳定遥
4 结语

综上所述袁新城镇化背景下的平原地区乡村规划设计袁
必须首先确定规划的主要目标袁并把握好新农村规划设计

的几点原则遥想要实现城乡的平衡发展袁在新农村规划中

就要把握好村庄耕作半径和村庄规模设计袁并根据这些内

容来对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进行标准化设计袁在遵

循经济性的原则下袁为广大乡村营造更加方便尧适宜的发展

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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