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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角下粤西水湄村旅游景观设计文化策略
Cultural Strategy of Rural Tourism Landscape Design of Shuimei Village in Western Guangd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Tourism

摘要：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梳理新兴县及其周边旅游资源现状。以新兴县六祖镇水湄村为例，阐述了水湄村旅游发展

存在着文化资源利用不足，乡村特色体验景观缺乏和自然资源破坏的现状问题。通过对水湄村文化、自然资源深入挖

掘，根据乡村景观资源的综合特征，提出以“红色文化参观、民俗风情体验、田园风光游览”三线并行的景观设计文

化策略，形成以体验为导向，“红色”文化与民俗文化、生态资源相结合的混合开发模式，期望打造全域背景下六祖

镇差异化的乡村特色文化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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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int of Global Tourism,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Xinxing County 
and its surroundings. Taking Shuimei Village in Liuzu Town of Xinxing Count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of Shuimei Village, such as in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lack of experience 
landscape with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stru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cultural strategy of landscape desig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tourism, folk custom 
experience and rural scenery tourism. A mixed development mod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folk culture and ecological resources 
is formed. It is expected to create a differentiated cultural tourism with rural characteristics in Liuzu Tow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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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

围内，以旅游产业为主导，通过对区

域内的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和

优化，实现区域内的旅游业协调发展，
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共同增长 [1]。在全

域旅游发展视角下，乡村不仅仅是单

一的旅游性场所，更是融合了农民生

活功能、旅游功能、生产功能和自然

教育的综合功能场地 [2]。迄今已有大量

学者从产业融合、文化交融、旅游发展

路径、景观系统构建等多角度探讨了

全域旅游与乡村旅游的结合 [3~5]。
粤西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包含

自然山林、文化古迹、红色文化、传

统民俗等。一直以来，粤西地区乡村

旅游以自然山水为基础，人文条件和

粤西风情为特色，旅游产品多以“一

日游”的参观游览模式为主，与周

边旅游景点的联动较差，很难留住

游客二次消费。同时，粤西欠发达

地区各区县之间联系较弱，社会经

济发展与各发达城市缺乏联动，具

有相对孤立的城乡发展关系 [6]。在这

种矛盾下，粤西地区的乡村建设不

仅仅是提升乡村景观，更需要将乡

村景观与全域旅游结合，打造全域

乡村旅游的模式。因此，本文以广

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六祖镇水湄村为

例，探讨粤西乡村在全域旅游思想

下的景观设计文化策略，丰富粤西

乡村的旅游发展形式，力争在区域

范围内打造差异化的旅游产品。

1 水湄村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1.1 新兴县六祖镇基本情况

新兴县毗邻珠江三角洲，其 1.5 h
的“高速出行圈”内已覆盖广州、佛

山、肇庆、江门等城市，交通十分便

利。新兴县政府提出了“文化崛起、
绿色增长、城乡统筹、共建共享”
的县域科学发展新模式，立足于新

兴县大量宝贵的自然资源，重点打

造“禅意生态文明县城”，将创建

中国首个禅文化产业园。主体项目

位于六祖镇，包括国恩寺、六祖故居、
龙山温泉、藏佛坑景区、神仙谷景区、
水湄村景区等（图 1）。

新兴县域及周边的旅游景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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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自然观光、禅文化体验、康养

为主（表 1 ）。《新兴县 2017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
2017 年新兴县接待中外游客 1 170.9 万

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 102.6 亿

元 [7]。因此，新兴县在旅游业方面有

一定的发展基础，也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但通过对新兴县及周边旅游

资源的调查研究发现，尚缺少可以

让游客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游览体验

和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表达。乡村

是多元文化的载体，乡村文化景观

的开发能够丰富全域旅游资源。可

通过文化创意的介入，对当地文化

资源、农村特色民俗资源、自然资

源进行整合，打造集文化教育、农

事体验、自然教育、节事活动体验

等多功能旅游空间，打造全域旅游

的差异化产品。

1.2 水湄村发展现状

水湄村位于新兴县西南部，距
新兴县城 10 km，开村至今有近 700
年历史，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自身
文化特点。该村人文资源十分丰富，
诞生了叶季壮等多位将领，被誉为

“将军村”，村志上还记载着大量
抗日英雄的名字。根据《2019 年六

祖镇工作计划》和《中国共产党新兴
县历史第二卷（1949—1978）》记载，
六祖片区 3 个“传承红色基因”基

地分别是舍丰村的新兴县农村第一

个党支部旧址瑞轩书房，水湄村的

叶季壮故居，上朝村的新兴县委机关

旧址新民小学 [8]。
水湄村中现存有 156 间明清时

期建造的青砖大屋，是广东省现存

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9]；农副产品

资源丰富，有大片农田、水塘和荔

枝 Litchi chinensis 林；自 然 资 源 中

有现状保护较好的河道、水塘和农

田景观（表 2）。

2 旅游产业面临发展瓶颈

2.1 文化资源利用不足

水湄村具有丰富的“红色”旅

游资源，但是目前利用和开放不足，
例如对将军故居的保护和利用都不

够完善。同时其作为六祖镇镇域“红

色”旅游路线的一部分，在旅游开

发和配套服务方面与其他旅游景点

联动性差，旅游路线的规划和设计

存在各道路之间连接性不够、景观

效果差等问题。因此，水湄村虽然

近几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旅游业，
但是每年旅游产值仍然不高。

2.2 乡村特色景观体验较差

水湄村具有特殊的文化节庆习

俗，但缺少承载活动的公共空间。
目前游客到访水湄村，主要是快速

参观、拍照的游览方式，村中缺少

能够留得住人的体验式活动项目，
游客难以深刻感受其景观风貌，体

验独具风土人情的空间。紧凑整齐

的老建筑群极富民族风情和地方特

色，街巷式的空间布局具有鲜明特

点（图 2）。但现状老建筑大量荒废，
街巷空间利用率低。

2.3 不重视自然资源保护

村内有大片农田和水塘，但部

分水塘受到严重污染。水湄村地势

较为平坦，南北走向的船岗河围绕

村庄，但对其景观资源利用率低，
河道景观处于荒野状态，且部分河

道存在水土流失现象。

区域 名称 景点特征

罗定市城区 罗定文塔 历史文物古迹

阳春市、茂名市、罗定市的交界点 八排山 自然山地风光

云浮市云安区富林镇 大云雾山旅游区 自然石林景观

云浮市区北部的狮子山 蟠龙洞省级风景名胜区 次生溶洞景观

六祖镇西南部留村 神仙谷景区 自然山谷景观

新兴县天堂镇 李耀汉大屋 历史文物古迹

新兴县与开平市、恩平市、阳春市之界 天露山景区 自然山林景观

新兴县城镇龙山下 龙山温泉 温泉度假

新兴县六祖镇 六组故里度假区 禅文化体验

表 1   新兴县及其周边重要旅游资源特征

图 1  新兴县及周边主要景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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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策略研究

在《新兴县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2013—2035）》[10] 中 指 明，六 祖

镇以旅游产业为发展重点，拉动经

济增长。其依托独有的自然资源、
禅宗文化和“红色”资源，拟建设

成文化度假小镇。根据旅游发展规

划，需要将禅宗文化与“红色”旅

游资源结合，让其旅游市场发展更

加多元化。拥有仅存 3 处“红色”
文化资源之一的水湄村，在六祖镇

的旅游发展中必然承载着重要作用，
同时其在未来将作为承担起新兴县

大部分的党建活动开展的基地。因

此，依托“红色”文化根基，结合

现有的自然资源开展水湄村的特色

旅 游 开 发，能 够 适 应 六 祖 镇 镇 域

规划的定位和发展需求。
水湄村具有典型的乡村景观风

貌，拥有宝贵的文化、自然资源，
通过结合原有资源对其进行景观提

升，以促进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

刺激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这也是

当前主要的乡村改造模式之一。乡

村改造不仅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

环境的关系，同时要考虑如何通过

资源整合、空间组织，达到吸引游

客和满足旅游发展功能需求的目的，
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基于全域旅游的理念，水湄村

的空间规划形成“一环、三线、多

节点”的结构（图 3）。“一环”为

连通村落的主环路，“三线”为“红色”
文化参观路线、民俗风情体验路线、
生态田园风光游览路线，并以“三

线并行”的策略，串联水湄村多个

空间节点（图 4）。
3.1 人文资源：“红色”游览体验

“红色”旅游资源以中国共产

党奋斗的革命历史为依托，本质上

有别于其他旅游，部分学者认为，“红

色”旅游是游客通过参观游览“红色”
旅游景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行

为活动 [11]。对“红色”旅游的开发，
需要挖掘其内涵，并通过与其他资

源整合，以简单的方式反映出“红

景观资源分类 景观要素 特征说明

一级景观资源

河道景观 船岗河环村流过，水质清澈，成为村落优质景观
资源，两岸被植物覆盖，部分驳岸荒废。

水塘景观 村内水塘分布零散，水质清澈，成片连接。

红色资源（将军故居） 3 处故居保护较好，其中叶季壮故居作为新兴县
重要的红色资源。

古建筑群 布局整齐，外观优雅，古色古香， 是广东省现存
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二级景观资源

农田景观 农田景观主要集中在北面，景观肌理完整，农田
主要用于生产。

文化市集 有一个戏台、篮球场，是村民主要活动场地，同
时作为村内停车场。

三级景观资源 产业资源 村内养殖产业主要分布在船岗河转弯处，养殖用
房分散零散，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

表 2   水湄村现状景观要素

图 2  水湄村古建筑群布局

图 3  水湄村总体规划平面

1. 水湄村村口

2. 游客招待中心

3. 叶季壮纪念馆

4. 叶季壮纪念公园

5. 亲水栈道

6. 乡村农家乐

7. 绿野仙踪

8. 休息廊亭

9. 滨河观景平台

10. 明德广场

11. 办报广场

12. 龙德广场

13. 龙德庙

14. 观景平台

15. 船岗桥

16. 阶梯广场

17. 篮球场

18. 文化楼

19. 休闲绿地

20. 家禽养殖场

21. 环村步道

22. 叶禧年故居

23.叶肇故居（村史馆）

24. 抗日广场

25. 叶季壮故居

26. 廉政广场

27. 村民广场

28. 文化广场

29. 民宿片区

30. 荔枝林地

31. 农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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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精神，以体验式的设计使

得“红色”文化产品得到充分的展

示和共鸣，才能更加有效地满足旅

游市场的需求 [12]。“红色”旅游在

我国拥有较好的发展势头，且游客大

部分为中青年人，客群呈现年轻化的

趋势 [13]。
水湄村作为将军故里，具有深

厚的“红色”文化资源。通过艰苦

奋斗的场景再现和情景体验的方式，
重塑历史事迹在现代人心中的记忆，
以激发参观者的爱国主义情怀，也

为游客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平台。

“红色”旅游路线重点打造“长征”
入口广场、抗日长廊、抗日广场、红

色长廊、叶季壮故居、廉政广场和村

民广场等节点，将节点串联形成“红

色”体验路线闭环（图 5~6）。
以水湄村的村口作为“红色”

旅游路线的起点，沿着整条路线，
讲述叶季壮的生平事迹。在“红色”
路线的开端部分设置叶季壮广场，
总括其一生；并美化、活化入村路

沿路小山体的景观，作为山体公园，
以纪念叶季壮将军对建设道路的贡

献。通过墙体彩绘、场景雕塑、标语，
结合植物搭配的形式，讲述叶季壮

抗日战争时期的荆棘艰苦之路和英

雄事迹。
抗日广场作为重点打造节点，

以先抑后扬的手法，象征解放道路

通向曙光。从转角处进入狭窄的街

巷空间，到达叶季壮故居，象征着

从抗日解放通向新中国成立的曲折

却向上的路程，在这段路上搭配各

色植物以象征革命事业欣欣向荣，
并设置路标增加指引性。在故居前

广场布置事件牌讲述叶季壮的事迹，
在故居内摆设其铜像供人们瞻仰，
并且布置其一些旧物供以展览用途。
返回到入口广场后，以墙体彩绘的

方式，展现叶季壮一生在中国踏足

的土地和所做贡献。

3.2 乡村特色：乡愁民俗之旅

乡村景观要素是传统文化与民

俗风情的载体，这些历史记忆满足

了人们的感情和心理需求，也增强

了居民的认同感 [14]。针对水湄村独

具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规划提出

民俗风情体验的游览路线（图 7），
重点打造农村农事体验、乡村旅游

产品售卖、亲子家庭活动体验、民

俗风情体验等。由水湄村入口作为

起点，设置品德广场、明德广场、
龙德广场、龙德庙和村文化广场等

节点，展开民俗风情场景设计。
民居风貌是乡村风情的重要组

成部分，民居建筑又占据了其中的

绝大部分，是人们感受地域文化的

最直观的要素 [15]。民宿是近年来乡

村旅游中重要的体验产品，能够促

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民宿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民俗风情和

建筑特色，给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游

览体验。通过对水湄村部分闲置的

老建筑进行改造，在不改变其结构、
布局和典型的风格特色的基础上，
形成可供游客住宿、休憩和餐饮的

场所；利用楼间空地打造公共空间，
供村民以及游客休闲游憩。乡村民

宿的建设，活化乡村空心的现象，
提升乡村整体形象，打造特色的乡

村旅游接待服务，也为更多村民提

供就业岗位。
乡村旅游还需要提供体验式的

动态活动，让游客参与其中。水湄

村具有“走大王”等丰富的地域民

俗活动，设计中将村中队旧址改造

成民俗博物馆，用人物雕塑还原“走

大王”的场景，并设置展示历年来“走

大王”活动图片的长廊，将民俗物

品（例如“醒狮”“抬大王”道具）
展示在民俗博物馆内。

图 4  水湄村各节点改造布置平面 图 5  红色文化参观路线规划

图 6 “红色”旅游路线重点打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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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绿色生态：自然田园体验

自然景观资源是乡村有别于城

市最重要的景观资源，包含山水景

观资源和田园景观资源。水湄村是

典型的“田 - 塘 - 村 - 林”空间分布，
具有岭南乡村典型特征，村落被河

流围绕，村前有池塘、农田，村后

有山林。大片的农田、水系和山林

构成了水湄村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

条件。对于这种理想的田园模式，
乡村生态景观的营造在兼顾农村生

产性、生活性和在地性的同时，考

虑如何让自然的景观差异化，吸引

游客驻足停留 [16]。从全域旅游的角

度，在空间、时间和核心景点上打

造差异化的游览体验（图 8）。
设计充分利用现有的河道资源，

营造滨河生态风光体验空间。结合
河道的具体情况和游客行为活动需

求，对驳岸采用了 4 种处理形式：
自然型驳岸、生态栈道型驳岸、亲

水平台型驳岸和硬质驳岸。应用乡

土树种，适当增加河道景观的季相
变化，打造生态绿色的沿河慢行步

道（图 9），并通过其串联荔枝林、
农家乐、文化楼、龙德广场、明德
广场、山体公园、农田风光等区域，
打造体验丰富的生态路线。

山 体 公 园 原 有 风 水 林 包 含 荔

枝、樟 Cinnamomum camphora、毛竹
Phyllostachys edulis、柳杉 Cryptomeria 
fortunei 等植物资源。在不破坏原有
生态的基础上，游线的布置根据景

观视线的开合，设置观景平台，可
眺望村内景观，形成景观联动。结

合“红色”文化的元素，在山体高

处设计瞭望塔，作为战时情景体验，
又可俯瞰整个村落自然风貌。

农田肌理是乡村独特的景观资

源。在市场经济导向下，乡村旅游

过度开发，破坏大量农田和林地，
导致乡村自然肌理遭到破坏 [17]。本

研究将艺术的手法引入农业景观中，
在农田中设置各种与农事活动相关

的艺术装置和休憩设施（例如：稻

草人艺术展、农事场景雕塑、田园

观光艺术廊架），增加农田景观与

游客的互动体验性。设计油菜花玩

赏节、秋收稻田景观节、家庭农耕

种植活动，丰富活动形式。此外，
农业种植可与农副产品企业联合生

产，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4 结语

乡村文化是一种源于乡村生活，
不同于城市文化，包含农耕文化、
民俗文化等在内的具有地域特色的

复合型文化。乡村文化具有一定的

旅游经济价值、传承和保护意义。“红

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革命时期的

文化产物，其旅游资源的开发核心

在于挖掘其精神内涵，用最简单的

语言和生活化的方式来再现历史场

景，让现代人能够产生精神的共鸣

和对革命精神的敬意，来达到“红

色”文化教育和资源开发的目的。
乡村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本土

文化特色、民俗文化和生态环境有

着密切的联系，对乡村民俗文化、
生产生活、历史建筑、生态环境进

行有力的保护和提升，是实现乡村

旅游地域化特色发展的途径。同时

将乡村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与在

地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整合，

图 7  民俗风情体验路线规划 图 8  绿色生态游览路线

图 9  河道景观改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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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出的乡村旅游产品才能充分展

现当地的革命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
创造特色产品，在全域旅游的区域

范围内，形成竞争优势。
全域旅游的提出为乡村的景观

建设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乡村

旅游作为全域旅游重要的载体，不

再是孤立的某个景点 [18]，应该在区

域内打造景观的差异化。本文以水

湄村为例，在全域旅游背景下，以

六祖镇的旅游产业背景为依托，探

讨水湄村的旅游发展方向，通过分

析区域现存旅游资源和水湄村现存

问题，提出打造“红色文化之旅、
乡愁民俗之旅、绿色生态之旅”的

全域旅游产品差异化提升策略，实

现水湄村乡村景观风貌的提升和区

域文化旅游的发展，希望能对其他

地区的旅游发展提供借鉴。

注：本文图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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