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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庄概况 

永合村坐落在诺敏河北岸，距阁山镇 7.5 公里，是一个朝鲜族村庄，属于特

色保护类村庄。永合村下辖 5 个自然屯，齐家屯为村委会所在地，王清河屯位于

村域东北部，猪场屯位于齐家屯南部；赵平安屯和周大先生屯为混合屯，赵平安

屯和三合村集中建设区混杂在一起，周大先生屯和长青村集中建设区混杂在一

起。村庄的主要产业是以种植水稻为主。 

由于是朝鲜族村庄，语言便利、文化融合和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等原因，村庄

的年轻人纷纷远赴韩国打工，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空心化”一度成为制

约永合村实现乡村振兴的难题。2019 年，全村户籍总人口 724 人，常住人口仅

195 人，猪场屯、周大先生屯、王清河屯和赵平安屯常住户数均在 5 户以下，全

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达 32%。 

二、规划构思 

基于永合村为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前提，规划编制工作先从如何编制特色保护

类村庄规划入手，明确了特色保护类村庄在常规村庄规划的“标准动作”基础之

上，通过增加“自选动作”体现村庄的特点与发展优势。本次规划结合永合村的

实际情况提出特色营造、错位发展和保护优先的发展核心，通过五方面的策略对

发展路径进行有效支撑，在村域规划和村庄集中建设区规划通过村庄撤并、土地

治理、区域合作、产业联动、生态保护等方面贯穿规划策略。 

通过营造朝鲜族风情村庄风貌和文化氛围、保护传统民居、生态环境和村庄

肌理、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引进农副产品加

工企业等实施路径对规划策略进行对标落实，做到规划有策略、实施有抓手。 



 

 

 

图 1 规划整体思路 

三、规划主要内容 

1.现状分析 

现状调研通过乡镇政府领导座谈、村领导座谈、村民走访、现场调查、问卷

调查等方式，从村庄实际情况和村民诉求两方面综合考虑。村庄方面对村庄用地、

人口、产业、风貌和民俗等方面现状进行梳理。村民方面主要了解村民作为村庄

的主人，对于村庄的发展设想。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背景的分析，总结出了朝鲜族

村庄人口流失更为严重，特色文化衰落、产业动力不足、村屯之间各类服务设施

配备参差不齐、用地不集约等问题，最终结合领导与村民代表的期望与诉求，提

出了相应的规划发展方向。 



 

图 2 问题总结及发展方向确定 

2.定位目标及规划策略 

（1）定位：充分发挥永合村为朝鲜族文化风情的优势特征，结合优质的水

田资源的基础，明确永和村“文化旅游+特色种植”民族风情宜居宜游特色村庄

的定位。 

（5）目标：推进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打造乡村振兴

特色焦点、文化亮点，以文化延续、特色营造助力错位发展促进产业兴旺。 

（3）规划策略：永合村为特色保护型村庄，明确“特色营造、保护优先、

错位发展”的规划重点，提出五大规划策略：风貌延续，营造特色空间形态；保

护有效，尊重历史生态环境；文化传承，保护传统特色资源；人口集聚，协力激

发村庄活力；产业联动，激活绿色乡村经济。 

3.村庄规划 

（1）土地利用规划：规划撤并常住村民 2-5 户的村屯，将村民集中安置在

齐家屯，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提升人居环境，撤并村庄进行复垦或建设农业服务

设施。规划在齐家屯利用现状闲置的建筑改造为旅游接待服务中心和网络营销中

心，利用现状闲置的学校改造为朝鲜族风情商业街，鼓励村民将住宅改造出家庭

民宿房间，逐步提升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建设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分拣中



心，完善市政公用设施服务水平。改造提升现状文化活动民族风情广场，完善老

年人娱乐活动项目、朝鲜族特色运动健身项目，加强公共服务设施支撑。 

规划通过具体的建设项目安排，将规划策略进行有效落实，保障规划意图逐

步实现。 

 

图 3 齐家屯规划图 

（2）道路交通规划：延续村庄现有道路肌理，考虑民族风情街景的要求，

对现有道路进行提档升级和维护，提高村屯内部道路硬化率、维护排水边沟、完

善道路两侧绿化、整理道路线杆。 

 

图 4 道路交通规划 



（3）产业规划：立足现状基础产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进程。 

第一产业：树立永合稻米品牌，结合现有米业加工厂，扩大影响力，发展水

稻种植示范区。利用撤并的猪场屯建设养殖合作社，集中养殖，增加村民收入。 

第二产业：充分利用齐家屯永吉米业有限公司打造粮食加工。 

第三产业：以文创营销为路径，实现文化传承商业化，以休闲度假为路径，

实现旅游服务精品化，以集体经营为路径，实现服务体系规模化。 

 

图 5 产业发展规划 

（4）近期建设规划：撤并猪场屯、周大先生屯、王清河屯和赵平安屯，从

土地整治、基础设施、新建农房、人居环境等方面落实近期建设项目。在村庄撤

并之前，应完善村庄生产生活的基本服务设施。 



 

图 6 近期建设规划 

（5）建筑及院落整治：延续齐家屯现有建筑风格，建设朝鲜族传统民居。

永合村现状庭院建设规整，村民住宅包括独栋和联排形式，规划根据现状庭院布

局形式，提出两种功能布局方案： 

方案一为较小的院落形式，院落大小在 350 平方米以下，主要布置住宅、

仓房、停车场地、菜园及硬质铺装。 

方案二主要考虑村民利用大棚和小菜园增加收入，因此主要布置大棚和地面

硬化，大棚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可以种植绿色蔬菜供阁山镇和游客。  



 
图 7 庭院整治意向图 

 
图 8 建筑整治意向图 

四、创新点及经验启示 

1.增加村庄规划“自选动作”，突出村庄特色优势 

规划前期，梳理特色保护类村庄规划编制的特点，在常规村庄规划的“标准

动作”基础之上，通过增加特色营造、保护优先和错位发展三个“自选动作”切

实体现村庄的特点与发展优势，进而寻求如何利用与发挥特色。 



 

图 9 “自选动作”构架图 

2.注重调研分析，摸清家底 

在调研方面，项目组采取了多种方式方法，通过座谈、影像录制、现场走访、

落实问卷、体验生活等方面，了解了村庄历史、发展背景和民俗风情，掌握了领

导的发展设想、村民的意愿诉求，在摸清家底、尊重现状的基础上，编制管用、

好用、实用的村庄规划。 

 
图 10 项目组现场调查 

3.扬长补短，区域合作，联合发展 

永合村朝鲜族民俗文化特色明显，但自身生态旅游资源有限，规划结合永合

村周边村庄的林场和诺敏河等自然资源，丰富旅游体验项目，形成合力，打造县

域旅游线路的节点，提高旅游综合服务能力。 

4.村庄特色与产业发展联动，扩展村民收入渠道 

现状许多村民远赴韩国打工，村庄活力不足，规划转变人口流失的劣势为产

业发展的优势，在村内建设韩国商品网络营销中心，将当下火热的直播商品代购

融入产业发展，在传统旅游美食、纪念品销售之外，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