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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的构建 

杨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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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河北省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与管理的调查研究，阐述了农村城镇化建

设中园林景观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和政策建议，为今后我国农村城镇化

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及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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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有着许多过

去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和十分难得的新机遇。十八

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

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根本途径”。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

的城镇化进程会越来越快。如何在“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背景

下，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结合当地村镇特点，充

分挖掘文化内涵，科学构建村镇景观，使农民既改

善居住环境，又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一、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现状与存
在的问题 

农村地区生产力落后，生活水平低，村镇只是

农民的居住场所，功能单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

经济长足发展，农民的收入渠道呈现多元化，对其

居住的场所也出现了多种追求，尤其关注建筑形式、

建筑风格、建筑功能、环境的美化、亮化等。通过

对河北省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的实证研

究后，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为： 

（一）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的统一规划

缺失 

由于受经济因素影响，大多数村镇没有统一规

划，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各自为政，改善了一点居

住条件，且考虑使用功能多，考虑审美、周围环境

和文化内涵较少，有的根本就不考虑。即使有的考

虑了，但受审美能力和品位的影响而花钱营造了视

觉污染。在农村城镇化过程，虽然少数村镇编制了

总体规划，但由于总体规划并不能解决需要由景观

设计来解决的问题，所以村镇建设在景观上还处在

无序状态
[1](P44-60) 。有些富裕村镇，虽建设了由一栋

栋别墅组成的村镇，但园林景观的构建与其不匹配，

且风格杂乱。既没能体现当地的人文内涵和地域特

色，又不符合审美的要求。 

（二）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的文化内涵

缺失 

有些村镇把西方国家的建筑形式原封不动地直

接搬来，这虽然体现了对美的追求，表面看上去似

乎也很漂亮，但实际上是对本身文化的一种轻视
[2]
。

我国的村镇大多在百年以上，有的甚至千年，文化

底蕴十分深厚。而目前的村镇景观建设受农村宅基

地的政策影响，农民不得不在原有的地基上更新自

己的住房，加之在建筑方面对钢筋水泥的崇拜，使

农村古民居建筑被所谓的洋楼别墅所替代，加速了

传统文化和历史文脉的消失。原有乡村古建筑也由

于缺乏足够的保护力度, 逐渐颓败。当然, 有的村

镇为了景观需要或衬托古民居也可以有西式建筑, 

但在整个村镇的景观建设当中, 应以传承本地文化

背景和历史积淀的建筑景观为主。 

（三）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构成要素之间缺

乏协调 

工业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导致工业化遍地开花，

工厂烟囱林立，既污染了生态环境，又破坏了农村

自然生态景观的和谐
[2](P32-41)。由于在急功近利思想

的驱动下，只重视院落、绿化、道路、桥梁、水井、

活动中心、文化中心、牌示等单体功能和景观的建

设，往往忽视各类构筑物之间整体景观美感的协调。 

（四）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缺乏综合管

理力度 

有的村镇对景观重视不够，没有按照村镇的特

点进行总体规划，致使村镇景观的整体水平低、质

量差，与村镇其它建设不协调。有的村镇只重视在

交通便利的公路两侧或出入方便的村外建设新居，

而对空心村的改建重视不够，使其多年闲置，有的

村民甚至种菜、种粮，既影响美观，又不能发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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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价值。 

（五）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中自然景观

退化严重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城镇化进程中，村镇

大量自然景观被人工景观替代，自然景观萎缩直至

消失，直接导致自然环境的协调度和美学价值降低。 

二、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构建的对策 

(一)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规划要凸显科

学性 

乡镇政府委托专业规划部门或高校，深入研究

当地的历史文化对民居建筑的影响，挖掘有地方特

色的民居文化，凝炼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特点、广大

居民喜爱、经济实惠的建筑风格。并充分考虑村镇

建设与环境、景观的关系；充分体现村镇功能、美

观和自然生态的和谐， 维护村镇功能的完整性；充

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及创新。而不是以掠夺自

然和损害自然生态、树立奢华的形象工程来满足人

类发展的需要
[3]
。 

（二）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要凸显地方

特色 

真正意义上的景观应是设计良好的人性化居住

环境，而非表层含义上的视觉风景
[4]
。乡镇政府根据

本地的地域、历史文化背景，对本乡镇进行景观的

统一规划。强化对农村的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

重点保护一些特色乡村，或围绕农村的古建筑、古

树名木、名人故居、古桥、古道及自然景观等构建

村镇景观，凸显地方特色。 

（三）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要凸显和谐

特色 

首先，景观构成的各种要素本身和相互之间均

匀适度；其次，房屋建筑风格、休闲绿地、道路桥

梁、自然景观、活动文化中心、景观植物等景观既

要彰显乡村耕读文化，又要凸显景观的美感、和谐

特色。 

（四）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建设要强化管理 

村镇强化管理力度，提高管理水平，坚持生产

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坚

持集约经济，提高土地利用率。尽快形成风格独特、

历史文化氛围浓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优美景观。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土地资源十分

紧张的城市构建园林景观体系已经很难实现，而农

村不但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可供开发的土地

资源，而且农村规划发展可塑性强、村庄分布范围

广泛。做为解决“三农问题”根本途径的城乡发展

一体化，给予了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园林景观的构建

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城市的水泥化、膨胀

化、拥挤化，只要园林景观规划得当，完全可以成

为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村人居环境、丰富农村文

化内涵新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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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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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towns in Hebei Province i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rural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resolving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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