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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and Livable Villages

从化西和万花风情小镇“呈现型”乡村风貌维育规划
Preserve and Optimization Planning of the “Presentation” Rural Landscape for Xihe Wanhua 
Town in Conghua

朱伟鹏 王飞 朱小林
ZHU Wei-peng，WANG Fei，ZHU Xiao-lin

2021年广东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下发《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乡村风貌修复提升负面清

单（试行）的通知》，对广东省乡村建设问题进行归类，

并提出建设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岭南美丽乡村的目标。

如何进行乡村风貌维育规划，保护农业生产用地，发展

特色小镇经济，是广东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1 国内外乡村风貌维育规划的相关研究

乡村风貌维育规划是建立在乡村本质特征上，以景

观、产业、社会、生态体系为依托，反映乡村内在要素

的规划、设计与修复工作。发达国家景观规划管理对乡

村土地利用规划与景观规划采取整体化维育思维，对乡

村的农业生产、环境保护、景观规划形成有机的风貌管

理体系 [1]。荷兰在1954年颁布的《土地重归法案》推动

了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乡村景观特征，利用“空间概

念”（Spatial Concepts）和“生态网络系统”（Ecologieal 
Networks），描述多目标乡村土地利用规划与景观生态维

育设计的思想和方法论。荷兰著名的羊角村以乡村风貌

维育打造了世界级旅游品牌。美国推动乡村环境规划，

鼓励自我依存（Self-reliance），农业生产维育形成具有大

农场、机械化生产特色的乡村大地景观 [2]。日本从1979
年开始推广“一村一品”，目标在于深入挖掘地域性的产

品资源，并以其作为地区品牌标志，体现精细化品牌维

育思维，实现乡村经济发展、城乡融合等综合性目标 [3]。

我国规划学者刘滨谊、王云才教授 [4]提出乡土景观

是具有效用、功能、美学、娱乐和生态五大价值属性的

景观综合体，包括自然景观、生产景观和乡村聚落；刘

黎明 [5]认为乡村景观规划应科学规划乡村土地，合理分

配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创造高效、健康、舒适、优美

的乡村人居环境，实现乡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阶段

国内专家从城乡关系、规划理念、乡村景观因子、乡村

景观规划的手段与目标等方面，对乡村风貌进行了城乡

规划层面理论研究。

2 “呈现型”乡村风貌维育规划模式

20 世纪 60 年代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Ian 

摘要：乡村风貌维育规划契合地区文化、环境、经济及社会发展

水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将广

东地区“呈现型”乡村风貌规划的因子特征总结为乡村环境、村

社生活、农业生产3类。选取广州市从化区西和万花风情小镇风

貌规划项目，对“呈现型”乡村风貌维育规划模式进行研究。项

目以全周期、全要素管控为技术理念，其技术文件包括专业评

估、专项研究、乡村空间设计、旅游策划等多层面的研究成果，

最终建立“管控服”体系，通过编制乡村项目库、乡村风貌建设

指引，以及成立乡村建设管理委员会，指导乡村风貌维育规划实

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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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rve and optimization planning of rural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region. Based on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act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ation"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in 
Guangdong are summariz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rural environment, 
village community lif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aking the 
landscape planning project of Xihe Wanhua Town in Conghua District 
of Gua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eserve 
and optimization planning mode of "presentation" rural landscape. 
The project takes full cycle and full factor control as the technical 
concept, and its technical documents include research results from 
multiple levels such as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special research, rural 
spatial design, tourism planning, etc. Finally, a “management, control 
and service” system is established to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erve and optimization planning of rural landscape,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a rural project library and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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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nox McHarg）提出“千层饼”因子叠加模式，成为了

景观规划、城市设计的重要工具。近10年国内外专家对
乡村景观规划模式的研究，在“千层饼”因子叠加体系
的基础上分为2个方向：城乡融合、景城融合、产城融合
等上层面体系融合，以及景观风貌分类评价、地域化特
色研究等要素层面的精细化研究。

“呈现型”乡村景观风貌特征是对广义乡村风貌区景
观及狭义乡村营造区景观的综合分类评价因子模型，其
重视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与现代乡村生活相融合，在
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中体现出文化原真性。“呈现型”乡
村景观风貌维育规划路径通过因子模型构建，自上而下
融合景观、产业、社会、生态体系，实现城乡融合、景
城融合、产城融合的目标；自下而上精细化分类，构建
地域化乡村景观要素。

基于王云才教授的乡村景观研究 [4]和徐姗等 [6]的北
京区域乡村调研数据研究，在传统乡村景观风貌特征、
人群需求以及乡村意象中提取中国特有的乡村景观风貌
意象，得到“呈现型”体系的组成因子：1）整体具有一
定的围合感；2）农田具有开阔的视野；3）丰富的地形
和水系；4）多样的动物种类；5）良好的自然景观环境；
6）四季变换的植物景观；7）装饰美化的植物景观；8）
具有人文历史性遗迹；9）具有柔和性的景观边界；10）
具有热情淳朴的民风；11）生活节奏随农事，规律、闲
逸；12）乡土活动丰富、怡情；13）劳作的专业性和经
验性。“呈现型”体系的组成因子可以解构为乡村环境

（1～9）、村社生活（10～12）、农业生产（13）3个主要
类型。“呈现型”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在景观风貌规划中的
地位，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其乡村风貌维育规划应以
农业科研、生产、配套建设为核心，围绕农业生产、环
境保护、村社生活提升目标展开。

3 西和万花风情小镇乡村风貌维育项目

3.1 项目概况
西和万花风情小镇（以下简称 “西和小镇”）位于广

州市从化区，其周边环境山环水绕，溪流阡陌相连。小
镇总面积约1 880 hm2，地势北高南低，规划片区内山体
高度与核心区高差约为524 m，形成“山地—山谷—低丘
缓坡—平原”的地形地貌，体现岭南地区的特色村落肌
理。小镇内建设完善的农业产业及民居建筑，是典型的
岭南乡村研究样本，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西和小镇原拥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级天南
星科植物种源库实验室，其农业生产、特色小镇等产业
相互扶持。岭南地域化农村建设，农业景观风貌与农业
科技发展同步演变，这些都是区域独特的“呈现型”乡
村景观风貌要素 [7]。2020年，西和小镇编制了乡村风貌
规划，以此为基础对广州市乡村风貌维育课题进行研究。

3.2 技术思路
项目以全周期、全要素管控为乡村风貌维育规划的

技术思路，强调以乡村空间设计为纽带，对农业生产区、

农业展示区、农业实践区进行了区划，向上融合国土空
间规划，向下精细化管理农业、农村要素，以“呈现型”
建立乡村风貌架构。通过建立“乡村风貌规划—乡村空
间设计—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上层规划融合目标，
结合岭南要素项目库、建设指引等，实现乡村风貌维育
目标（图1）。

西和小镇项目在技术思路的引领下，结合山环水绕、
农田遍野的乡村景观特色以及“呈现型”乡村风貌理论
研究，以岭南特色的山水农田、村居配套、设施农业、
公共建筑、庭院家具、市政道路6个“呈现型”乡村意象
要素，编制技术文件并实施 [8]，建立“规划牵引—要素
管控—服务维育”实施措施架构。

3.3 风貌维育规划技术文件
西和小镇北部山脉呈东西走向，森林资源丰富多样，

形成风水屏障。小镇北部山谷环绕，孕育了大小溪流和
水库，动植物资源丰富。小镇南部为大片平原，土地开
阔平坦，以居民点和田园景观为主。项目基于北部山地
民居保护，中部农业、旅游业维育开发，南部农业科研
配套规划等策略，结合地形、地貌、产业特色，形成山
水田园一体化的乡村风貌维育规划。

西和小镇核心区围绕“两保四创”风貌规划目标，
即保护农田基底和山水肌理，打造西和水环、农业创新
展示绿核、高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农业科技城品牌，
编制以全周期、全要素管控为规划思路的乡村风貌维育
规划技术文件。技术文件涵括专业评估、专项研究、乡
村空间设计、旅游策划、“管控服”技术文件5部分，其
中前四者属于上层体系融合技术文件，后者则属于要素
精细化管理技术文件，共同实现“呈现型”乡村风貌维
育规划目标。
3.3.1 专业评估及专项研究

西和小镇拥有红掌（花烛）Anthurium andraeanum、
玫瑰 Rosa rugosa、樱花 Cerasus  spp.、荔枝 Litchi 
chinensis、火龙果Hylocereus undatus、稻Oryza sativa等
品牌产品，拥有广州市花卉研究中心等农业高科技研发

部门，其产业特色可形成农业型大地景观。专业评估、

专项研究对于发展维育乡村风貌，合理区划农业生产区

图1 全周期管控型村庄风貌规划技术文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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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活化灌渠、乡间路、乡村建筑等旅游资源，发挥着

重大作用。专业评估包括历史文化遗产评估、环境影响

评估、地质灾害评估和交通影响评估，专项研究涉及旅

游、花卉、农业、林业等多产业研究。通过专业评估与

专项研究，对小镇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情况等进行研判，为风貌维育规

划提供定性与定量分析。

在对西和小镇的专业评估中，通过历史文化遗产评

估挖掘其地域性场所特征；对规划区内土壤、空气、水

体等的污染区以及无灾害适宜建设区进行了评估，把条

件优良、无污染、土壤肥力充足的区域优先纳入生态林、

基本农田区；对交通道路、生活性道路、旅游道路进行

了测评，应用数据模型分析了道路规划的合理性。

专项研究中的农业、旅游业研究包括大量市场数据

分析。经过综合经济测算，规划实施的农业在未来5年内

年收益可达194亿元。项目结合市场对相关植物种类的

需求、多样性的管控要求，最终在村庄规划基本农田区

的基础上，统筹区划相关的植物示范园或精品展示园区，

对产业建设进行指引和服务。农产品技术专项研究，也

为西和小镇策划了农产品体验式旅游路线。

专项研究中编制了“点状供地”实施方案，其中的

建设指标保障景观风貌规划的实施，把产业发展与风貌

规划结合，为文旅产业、农业供地，保障风貌规划最终

落地实施。规划通过多部门协作联审，把高质量农田保

护范围、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等数据叠加梳理，控制土地

发展规模；在村庄规划中建立禁建区、限建区，以控制

农业生产区域与产业发展区域的范围，指引风貌维育规

划其他因子的落地实施。综合专业评估、专项研究后，

在乡村空间设计中落地，并形成规划技术文件。

3.3.2 乡村空间设计

西和小镇项目创新性编制了乡村空间设计技术文件，

其起着三维空间管控以及专项研究数据落地的作用，体

现乡村风貌维育技术的时代性、科学性 [9]。农业用地精细

化区划管理是乡村风貌维育的时代要求、产业特征，也

体现地域农业风貌。乡村空间设计中的用地空间规划涵

括了耕地、花卉园、主题公园等功能区划分，用于支持

景观风貌规划、村庄规划技术文件的编制。

西和小镇在风貌规划编制过程中，同步推进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带动周边2 000 hm2农业生产

用地提高生产力，利用科研机构优势和产品优势，打造

特色农业产业孵化器。乡村空间设计对西和小镇的农业、

旅游业、居住区进行产业区划，为农业生产、农业创新

科研与展示等功能区预留规划用地，完善农业生产、主

题旅游的配套设施（图 2），实现留住乡愁，产业升级，

提高村民幸福感等目标 [10]。多目标融合、城乡融合、景

城融合都是近年来国内外乡村风貌规划的重要目标。要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重视农业生产要素，保护重要农产

品发展区域。乡村空间设计在深度上融合农业品牌保护、

农业生产研发、景观风貌维育等综合效应，在广度上与

景观规划、村庄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相结合，使村庄风

貌规划融入区域建设、规划中，更具可实施性。

西和小镇乡村空间设计构建了“同心圆+珍珠链+乡

村聚落”乡村产业及风貌规划结构（图3），形成了镇域

层面的整体乡村风貌。规划根据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发

展需求，保护农田特色、乡村聚落、自然山水。核心区

被规划为“同心圆”结构，集聚科技龙头企业与品牌主

题旅游企业，产生“农业硅谷效应”，体现小镇高科技农

业景观风貌；镇域产业规划为“带状弹性发展”模式，

呈现“珍珠链”式的空间风貌，沿北部从化山前大道弹

性开发，旅游园区、农业配套建设沿规划道路向不同方

向建设，互不干扰，形成一道美丽的“乡村路、回家路”

乡村产业风景线。乡村产业弹性发展模式为新入企业预

留带状发展空间，集约产业建设区，同时留白大面积生

态林、耕地，结合小镇北部山体密林，形成特色旅游与

采摘农业景观。风貌规划中的弹性发展模式避免了西和

小镇生产、旅游、生活功能的相互干扰，在保留原生乡

村聚落的同时，让村民得到现代化生活服务，享受乡村

生活。

西和小镇乡村空间设计合理区划了生产用地，为农

业生产、旅游经济、村级工业园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精

细化、精准化的风貌规划技术手段。2022年1月，国家农

业农村部和财政部把西和小镇升级为广州唯一的国家级

图2 西和小镇农业主题乡村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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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其乡村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提供

了政策助力。

3.3.3 旅游策划

打造西和小镇旅游品牌，将旅游资源转化为品牌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两保四创”风貌规划目

标之一。西和拥有“一河、二泉、三林”的旅游资源，

温泉、瀑布、翠林、青山碧水形成了独特的山水特色，

加上便捷的交通，有利于拓展旅游市场，更有利于旅游

业集中投入。同时，西和小镇的气候与土壤条件适宜众

多热带、亚热带植被生长，其是广州最早的农业特色小

镇产业区之一。小镇中的农业科技也受到各级领导重视，

国家、省、市领导多次到此参观。

乡村风貌维育规划中除编制传统风貌规划外，可纳

入国家景区基础设施项目库、色彩控制规划、旅游路线

策划、慢行系统规划、节庆活动策划等技术文件，多层

面解读乡村文化特色（图4）。由西和小镇风貌规划指引

的建设提升了当地乡村风貌品质，项目获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农业农村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荐，入选了

“2021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夏季）精品景点线路”，

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等。

3.3.4“管控服”实施性技术文件

“管控服”技术文件涵括：1）以管理机制为核心的

建设项目库；2）以要素管控机制为核心的建设指引；3）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乡村规划师陪伴式服务机制 [11]。

发达国家景观风貌管理实施文件已摆脱单纯的“风

貌规划—空间设计—专项设计”体系，转向以法规、导

则、财政、税收等综合性手段实现景观风貌维育的目标。

本项目探讨以建设项目库、设计指引、管理架构3个技术

工具实现乡村风貌维育目标，形成全周期、全要素的技

术文件。

1）建设项目库

当前，由于乡村建筑物、构筑物的建筑面积偏小，

多在5 000 m2以下，除少部分精品建筑外无法获得高质

量规划设计服务，长期的乡村风貌维育缺少技术支持。

可编制项目库、分期实施计划等技术文件，关注长效乡

村风貌维育建设与管理工作，以方案前置手段引导风貌

建设。

在专业评估、专项研究、乡村空间设计指引下，西

和小镇项目前置构建了建设项目库，并提供了设计方

案、估算等资料，包括策划了西和玉带环游憩水系，以

及科创核心公园、小镇入口广场、会展中心、游客服务

中心、文史馆、人才公寓等多个项目，为小镇管理委员

会提供有序建设的方案项目库。实施型项目库为地块建

设提供岭南风格的建设指引，指导工程建设落地与整体

风貌控制。至今已建设了会展中心等多个重要场馆，举

办了流溪河国际花卉展览等多场展览会议，促进乡村经

济，增加就业人口，打造小镇花卉品牌，为街道经济发

展注入“强心针”。

2）建设指引

要素建设指引是“呈现型”主要工具，也是乡村风

貌维育实施手段。未来广州乡村风貌维育可以结合建设

指引，作为设计条件纳入到土地出让的条件中，形成

“小镇总体导则—核心区导则—地块导则”三级管控体

系。建设指引对乡村产业特有的公共服务设施、乡村民

居、市政道路、设施农业（温室）、“四小园”①、山水农

田等因子建立专项技术文件，服务全周期、全要素管控。

作为政府管治工具，西和小镇的建设指引以“呈现

图3 乡村产业及风貌规划结构 图4 西和小镇旅游策划示意图

① 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和小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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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岭南乡村风貌要素为基础，构建长效、地域性、面

向实施、刚弹有序的设计管控体系。小镇建设指引包括

山水、农田、村居、设施农业、公建、庭院、道路等

“呈现型”要素内容，自下而上构建小镇地域风貌特色。

规划编制后，西和小镇管理委员会以建设指引为主要技

术抓手，使乡村风貌逐步实现维育保护式建设，形成岭

南风格的居住、生产、游憩、旅游一体化的地域化特色

小镇。

3）陪伴式服务

借鉴日本风貌管控经验 [12]，管理委员会、财政部门、

乡村规划师共同组成乡村风貌维育管理机构。机构依托

乡村规划师的专业服务，为乡村风貌维育有序发展提供

保障。管理委员会包括街道、村集体、村民代表、乡村

规划师、工作坊等，提供陪伴式服务。针对重大景观建

设，管理委员会也提供咨询、组织、策划等服务。风貌

维育规划技术成果与乡村规划师服务、财政统筹、公众

参与相结合，以建设指引为抓手，以管理委员会为载体，

实现乡村风貌精细化管理。乡村规划师多年来参与西和

小镇“点状供地”项目实施工作、乡村风貌维育建设等

的指导工作，助力街道引入社会资金、提高乡村就业，

受到政府、管理委员会、企业、村民的认可。

4 结语

广州作为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其乡村建设发展相

较于其他地区更具优越性、前瞻性，需采用以高质量、

地域化、乡村特色为导向的全周期、全要素管控技术思

路 [13]。根据西和小镇的实施经验，未来的广州乡村风貌

维育应构建多目标融合的规划价值：粮食安全、村社和

谐、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生态修复、景观维育 [14]。

本文探索了广州乡村风貌维育修复模式（图5），创

建宜居、宜游、宜业的乡村景观，研究了全周期、全要

素乡村风貌规划技术工具：以“管控服”技术文件构建

“规划牵引—要素管控—服务维育”一体化实施体系；针

对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呈现型”要素，对岭南乡村

风貌维育中的技术工具进行专项研究。西和小镇风貌维

育规划构建了“产业研究—空间三维规划—二维技术管

控”的规划体系融合模式，为广州乡村风貌维育规划及

建设探索发展路径。

 
注：图2~4来自从化区西和万花风情小镇片区景观风貌规划

文件；其余图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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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乡村风貌维育技术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