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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心村规划效果图 

一、村庄概况 

西华村、红新村位于料甸镇西南角，两村西与盛新村相连，南与阿什河街道城建

村接壤，东与海沟村相连，北与新发村为邻，南与海沟村相连。村域距阿城主城区约

6 公里，通过哈亚公路 10 分钟以内可到达阿城主城区。西华村下辖 7 个屯，红新村

下辖 4 个屯。2019 年底，西华村户籍人口为 3282 人，1263 户，红新村户籍人口 1193

人，512 户。村域土地总面积 1582.60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1464.63 公顷，占比

89.71%；建设用地面积 127.74 公顷，占比 7.82%；其他用地面积 10.25 公顷，占

比 2.47%。西华村是典型的农牧产业为主导的北方村庄，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庄。红新

村是典型的朝鲜民族村，曾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奖励，属于特色保护类村庄。 



二、规划构思 

本规划立足生态优先、两村统筹、产业兴旺、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发展理念，全力推进两村总体空间格局及用地布局、功能优化、民俗文化活化利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及乡村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与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探索打造产业驱动型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编制阿城区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

规划范本。 

三、规划主要内容 

1.现状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外业调查、村民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开展实地调研，通过人口数据、

社会经济、产业服务、宅地特征、建筑风貌等方面，全面分析村庄现状优势和问题，

评估村庄发展趋势及上位规划相关要求，摸清两村资源本底、明晰现状底图底数、确

定乡村发展需求和规划路径。 

 
图 2 现状调查情况                            图 3 村庄发展评估 

2.定位目标及规划策略 

（1）定位：充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按照乡村振兴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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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接受阿城北站、阿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辐射，实现空间功能的融合和用地功能的衔接，突出节约集约用地理念，

促进城乡统筹、功能互补、协调发展，将西华村、红新村建设成为整体打造以朝鲜民



俗文化和现代生态农业为特色，休闲旅游、康养服务、生态宜居联动发展的乡村振兴

示范区。 

（2）目标：到 2025 年，产业体系建设基本完备，休闲旅游、 现代农业快速

发展，初步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给水、垃圾、改厕、道路、绿化等实现整治，消

除人居环境短板，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到 2035 年，实现产业兴旺的活力乡村、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传承创新的文明乡村、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生活富裕的富美

乡村。 

图 4 核心区规划总平面 

（3）乡村振兴规划策略： 

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尊重基本农田红线，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构建水绿融合

生态格局的建设，控制各类建设边界，避免侵占生态格局和越界过度开发。 

②产业为本，三产融合 

借鉴新技术成功经验，形成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以及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新型产业业态发展，促使乡村产业逐步扩大活力。 

③节约集约、集聚发展 

盘活乡村建设用地和闲置宅基地、农房、低效能用地，节约集约集聚发展，助推

乡村建设，促进人口、资本和土地要素实现合理配置。 

④党建引领，农民主体 

推行好党建带头引领作用，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农村党员的带头作用。通过



教育、宣传、培训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激发农民群众自觉投身乡村振兴中来。 

⑤乡村文明，活化传承 

注重挖掘村庄的风土人情、优秀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历史人文元素

以及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利用。 

3.村庄规划 

（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细化及空间布局优化 

落实上位规划，以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为目标，综合

考虑村域空间完整性，结合土地利用现状，衔接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合理扣除独立

细小斑块，对三生空间（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进行细致划定，制定各类

分区管控规则。优化调整村庄各类用地布局，统筹安排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 

 

图 5 土地利用规划 

（2）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规划：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完善公共设施配

置，根据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配置标准，各自然屯新设综合服务中心，功能包含文化体

育与社会福利功能。北安屯、小红旗屯各增设一处活动中心。 

（3）道路交通规划：补足生活基本设施短板，改善村民出行设施，通过修补通

村主路、改造局部坑洼路面，形成良好的两村间交通网络，在通村主路上增设公交站

点。 



 

 

 

 

 

 

 

 

 

 

 

 

图 6 道路交通规划 

（4）基础设施规划：规划给水为原地下水源独立供水；于西华村小南屯南侧规

划设置污水处理设施一处，两村共享，利用卫生公厕，统一收集处理；雨水经处理利

用地势就近排入现状水渠，规划沿道路明渠排水。环卫设施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

转运、区处理体系；垃圾密闭运至料甸镇垃圾处理中转站或阿城垃圾处理场处理；结

合公共服务中心新建 4 所公共卫生厕所。 

（5）人居环境改善：通过对村庄风貌的分析、村庄建筑质量的调研和分类，运用

城市设计研究手法对于现状乡土空间肌理进行对比和梳理，分析潜在可利用空间。 

图 7 建筑风貌提升 



中心村区域进行总体设计引导，建筑风貌提升、住宅范式指导及景观小品标识系

统，突出整体风貌特色。 
 

 

 

 

 

 

 

 

 

图 8 景观小品改建 

（6）产业发展规划：巩固提升第一产业基础——结合两区划定成果，巩固现代

农牧业产业基础，提升现有合作社产业科技含量拓展蔬菜种植产业，哈亚公路沿线发

展农家采摘游，高铁沿线打造稻米禾乡种植产业，打造“两带”：高铁沿线稻田种植

带、哈亚公路采摘旅游带；“四区”：高铁服务区，现代农园园区（粘甜玉米种植区，

水稻田园种植区）；依托文化特色拓展第三产业——以朝鲜民俗文化和现代生态农

业为特色，拓展休闲旅游、康养服务产业，依托红新村现有体验园，利用村内闲置酱

菜厂，建设朝鲜族文化中心及民俗食品制作体验馆，引入文化活动，促进乡村振兴。 

（7）近期建设规划：本次规划共包含了“生态修复国土综合整治、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农房新建、 产业发展、村民建房、人居环境整治”等共 7

类重点内容，包括 12 个项目。其中农房新建、公共活动空间以村民资金和社会资金

为主，其余项目资金来源为区财政，建设主体为区属相关部门，协助主体为村、镇。 

 



四、创新点及经验启示 

1.统筹规划、共建共享 

（1）统筹融合编制村庄规划，精细划定空间用途管制分区，优化整合用地空间

布局，实施基础设施统筹配建互联互通，服务设施优化布局、共建共享 

村域交通一体化发展——联通两村村内主要道路，依托阿城北站周边道路及哈亚

公路、长江路等主要干道，建立城乡快速联络体系。 

基础服务设施一体化——依托红新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优化两村服务设施；为

实现乡村生态资源保护，将给水、排水、环卫等基础设施全域考量，实现基础设施共

享。 

（2）生态治理尊重本底、系统保护，人居环境突出特色、统筹提升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划定一般农业空间落实农田储备保护标准保证村内现有

永久基本农田 850 公顷，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保护现有生态空间要素，修复乡村

自然本底：保证海沟河沿线生态林地不被破坏，修复两村村域内沟渠。 

2.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图 9 产业发展规划                   图 10 近期建设规划 



强化两村产业发展基础——依托西华村农牧业发展优势，利用闲置用地规划农民

培训学校，提高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延伸服务群体覆盖领域；依托红新村民族文化底

蕴和民俗旅游发展优势，增加民俗体验活动空间，策划提升文化特色软实力，对闲置

民房进行民宿托管升级化改造，重塑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空间载体。整体打造以朝鲜

民俗文化和现代生态农业为特色，休闲旅游、康养服务、生态宜居联动发展的乡村振

兴示范区。 

3.创新方法、突出特色 

实景调研精细化分析对比——无人机多角度倾斜摄影与三调数据精细化分析比

对等方法，列出问题清单，预留传导路径。 

集中建设区宅基地划定——采取虚、实线相结合的划定方法，充分结合现状情况

与规划实施操作性，采用住房建设控制线规范引导村民住房。 

 

 

 

 

 

 

 

 

 

图 11 基地建设控制引导 

保护乡土文化特征——在景观风貌控制引导规划中，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

计指南》的相关内容，采取城市设计研究方法，通过对村庄机理、空间尺度、建筑风

貌、节点景观、民俗文化符号特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织补集体公共空间，优化村民

园地模式，突出整体风貌特色；主要规划成果表达中，精炼凝缩为“一图、一表、一

规划”的成果表现形式，突出重点，简洁实用。 



 

 

 

 

 

 

 

 

图 12 突出民俗文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