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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乡村景观设计还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因此需要相关人士对此引起高度的重视。为了能够

提高建设质量和建设水平,本文主要是对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乡村景观建设策略进行研究,提出要根据

相关目标和原则针对于各种各样的景观进行必要的优化改良,包括公共景观加以建设、兼顾经济性生产

性,强化传统文化保护修复、转变景观规划理念,只有具备合理及科学规划方案才能够保障园林景观规划

效果达到理想化程度,营造美丽新农村,以供相关专业人士进行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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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in rural landscape design, so the 

relevant people need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level, this paper is mainly on the new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goals and principles for a variety of landscape optimization, including public landscape construction, 

economic productivity, strengthe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landscape planning concept, 

only with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planning can ensure the landscape planning effect to ideal degree, create a 

beautiful new countryside, for th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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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全国各地乡村村貌改善工作正

在稳步有序地推进,在打造健康、舒适、安全以及环境优美的农

村人居环境,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

农村建设背景下,甘肃省从全省实际出发,充分结合乡村具体情

况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稳步提高和改善村容村貌。如陇南市

镡河乡依托“百里花海”建设,围绕“精品村”打造,按照“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逐步实现村庄“整洁、美丽、和谐、宜居”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

程中,乡村园林景观规划在遵循乡村的特征以及农民意愿的基

础上,积极发挥乡村自然风貌以及乡村人文的优势,稳步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问题的治理,为农民创造一个可游可憩,轻松、愉悦

的公共环境。 

1 乡村景观的概念与意义研究 

针对乡村景观概念进行分析,乡村景观是人口自然聚居形

成 的聚落景观。乡村景观和农业景观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农村文化发展过程当中,要使景观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 

其中乡村景观主要包括农业景观、聚落景观,聚落景观主要

涉及 公共设施景观、乡村文化景观以及居民景观。另外,建筑

景观主要体现在农田景观、果园景观、牧场景观以及鱼塘景观

等。此外,乡村自然景观主要涉及了各种各样森林植被、海岸、

湖泊、河流、山体或者是野生动植物等。针对于乡村景观进行

建设过程当中,要求相关人士能够引起重视,尤其始终坚持相应

目标和原则,要对于乡村景观进行合理科学的优化和改造,并且

要切实做好相应开发活动。针对于乡村景观进行建设过程当中

主要的意义包括四大方面：(1)乡村景观建设可以为广大的村民

创造更加理想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可以为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提供相应的支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建设景观能够促

使环境更加优美,同时也可以让村容更加整洁,进一步缩小城乡

之间的差距。(2)要求对于地域传统文化进一步的加以传承和保

护,要求管理人士对于具有乡土特色历史人文景观以及地域特



工程管理 
第 3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39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色人文景观进行必要的修缮,这样才能够更加良好以及理想地

继承乡村传统文化。(3)要求对于乡村地区生态环境进行合理及

科学的保护,这样才能够切实保障当前生物多样性。(4)要促使

乡村旅游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切实保障更多城市居民可以

来乡村旅游,让更多城市居民被乡村田园风光吸引,这可以为乡

村地区人民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增加就业收入,同时,也可提

高当地村民的生活品质。 

2 乡村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原则 

2.1维护乡村自然生态原则 

在乡村内部的自然生态是乡村人们多年来赖以生存在重要

环境,为乡村人们提供了基础的水源和物质,所以在乡村内部建

设景观时应该将乡村的自然生态作为乡村园林景观的主体,不

能以新农村建设为理由刻意破坏当地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而

是应该在对乡村景观设计时自然景观和人类社会做到有效整合,

使得环境与人类活动成为一个整体,打造一个环境优美的乡村

园林景观。 

2.2保护乡村地域特色原则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不同地区的精神文化具有较大差异性,

并且此种差异性也成为了各个区域乡村的精神特点与文化象征,

所以在进行乡村园林景观规划过程之中,应该保护乡村地域特

色,处理好人为建设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对于那些具有

文化遗产或者特殊人文资源的乡村来说,景观规划应该及时将

此种文化特点融入其中,进而提高乡村景观之中的文化内涵和

地域风格,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景观体系。 

2.3保证乡村可持续发展原则 

任何地区的园林景色都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通过对

地区内部景观资源合理整合,尽量减少滥砍滥发、开荒以及围湖

造田的现象发生,提高乡村内部各种景观因素的利用效率,实现

乡村内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使得乡村园林可以符合当今

的发展特点,实现长期稳定的运行。 

3 乡村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存在问题 

3.1认识不到位,缺乏合理规划 

乡村居民对乡村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与建设的认识不高,认

为“景美不能填饱肚,种树不能耀先祖,环保更是不谈吐”“不出

三步,即可见树”,对农村经济建设作用不大。一直以来,农村居

住环境几乎没有规划,无法体现乡村园林景观规划建设给农村

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在农村,动物粪便随处乱流,河、塘

恶臭一片,危害饮水安全;随意建设、开垦等,乡村景观特色受到

影响甚至破坏,这都与农村景观规划建设不够科学合理有关。 

3.2乡村园林景观建设未与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村民心中已形成了耕山种树难

于致富的思想,纵使个别村民在庭院周围栽种一些具有经济、观

赏价值的风景树等,但几乎都是有树无景不收眼球,经济效益不

高。乡村牛棚、鸡舍随意建造,有的竟然建在主要村道或居民休

闲聚集地旁,不仅布置不合理,村容村貌也受影响,更谈不上生

态、社会效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乡村园林景观建设未

能作为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不足于引起当地镇、村两级政府

重视。 

4 乡村景观建设的主要策略 

4.1加强宣传,科学规划设计 

乡村居民大多都不清楚乡村景观潜在的社会、经济、生态

和美学价值,加强生态景观价值的宣传教育,让乡村居民认识到

乡村景观规划建设不仅仅是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与他们的生

产、生活等自身利益亦息息相关,激发他们自觉地投入到乡村景

观建设中去。乡村园林景观规划是乡村建设的指导,其强调的是

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及传统历史文化景观的保护。在新

农村建设中,村庄的统一布局和景观规划设计,应具有先进性、

科学性、艺术性和合理性,充分用好用活乡村资源；按照规划先

行、城乡统筹的原则,合理利用空间结构、优化生产生活环境；

整合乡村景观各特色要素,建立乡村区域自然、历史、文化生态

系统,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生态自然、景观美丽、居住舒适的

宜居空间。 

4.2兼顾景观生产性以及经济性 

在当前需要相关人士对于乡村景观进行建设过程当中注重

经济性和生产性,需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

要选择具有良好观赏价值的果树,同时,对于植物进行选择的过

程当中,需要关注植物自身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另外要求实现

土地集约化经营管理,也需要采取合理及科学的措施来划分田

地,配合使用不同农作,并且要将园林建设和农业生产相互地融

合在一起,还需要开发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园林景观农家乐或休

闲观光体验园,实现生产、生活的相互协调。 

4.3重视文化性以及地域性的体现 

中国内部较为偏远的地区往往具有价值较高的景观资源,

所以设计人员在对乡村园林景观进行规划设计时应该保护乡村

内部的自然景观,例如：山坡、湿地、名木古树、古老建筑等,

尽量在保留原有景观的基础上体现出区域内部的文化性以及

地域性,构建优良的乡村氛围。所以在对乡村景观进行设计时

尽可能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选用当地的乡土树种作为绿化的

主要树种,建设具有文化特征的园林小品建筑,提高景观的地域

性特征。 

另外,除了乡村价值较高的自然景观因素还存在具有乡村

气息的其他非物质因素,例如：乡村内部的庭院形式、乡村特有

的人员交际手段、乡村建筑的布局方式以及乡村文化等,这些都

是设计人员在实际设计时应该考虑的,尽量使得构建的乡村景

观可以表现出当地的人文情怀,从景观中创造一种正能量的生

活方式,不仅可以满足乡村中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还可以促进

乡村文化的后期的传承与发展。 

4.4明确园林景观规划的绿化内容,扎实推进乡村绿化美化

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园林绿化是打造美丽乡村的

重要途径。在园林景观规划过程中,应当合理的安排绿化内容。

第一,以生态防护林为主推进乡村道路绿化景观设计。通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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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村街道是乡村道路绿化景观设计的重点所在。在道路绿化

景观规划中,应立足现有地理环境特点,适度引入一些常绿乔木,

绿化与美化紧密结合,达到生态功能和绿化功能的统一。例如,

可以选择杨树、国槐等乡土树种。同时,结合不同地区的经济状

况以及环境条件,也可以选择一些具备普遍适应性的树种。此外,

在乡村街道绿化中综合考虑街巷的宽窄合理选择树种。例如,

较为宽阔的街巷可以采用国槐、杨树等大乔木进行绿化,可以起

到良好的遮阴效果,而在较窄的位置则出于避免遮挡阳光考虑,

利用绿篱或者花灌木等保证窄街巷的绿化率。第二,适当借助自

然、简约的绿地设计建设乡村特色休闲园。休闲园是美好乡村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村庄绿化的精华体现。一般而言,在建

设乡村特色休闲园时,可以选择乡村中心位置,借助乡村既有的

古树、大树等,适当增加假山、亭子等建筑小品,充分体现出乡

村朴素之风。在绿地规划中适当配置合适色彩的花卉或灌木等,

营造出和谐的绿化效果。第三,做好乡村的庭院绿化。新农村建

设背景下,可以结合不同季节、不同喜好合理的选择适应的植物

绿化乡村院落。例如,葡萄、苹果、观赏树等。对于面积较小的

庭院,则可以利用盆景或花灌木等景观植物增加院落的美感。 

4.5因地制宜,突出乡村景观特色 

乡村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要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经济实力

和自然条件进行规划、布局。在旧村改造时,力求保护原有特色

风貌,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遗址、标志性建筑、名木古树等资源；

并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开发利用。例如规划：临江、古镇、

区县周边为乡村田园风光型园林景观等等。在坚持本土特色的

基础上,增加各种景观斑块异质性,改变不合理的景观基质和格

局,把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转化成具有当代意义的文化

价值资源,使乡村建设更具时代特征,实现自然和人文的融合,

促进乡村居住环境的改善。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农村,因此,有

必要对乡村景观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设计,不管是对于乡村地

区的溪流、农田等,还是对于各种阡陌来讲,都是属于一种美景

的存在,同时也都是人类理想的栖息方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的

诗意的栖息。另外,很多古代文人墨客也乐于归园田居乡村。和

城市相比,乡村具有节奏缓慢、生活恬静、亲近大自然以及人口

密度小等特点。同时,乡村是人文与自然的综合体,乡村也介于

城市和大自然之间,要充分做好乡村景观的规划建设工作展现

文化特色,同时也需要对于乡村景观规划进行合理及科学的设

计,建设出宜居、古朴、典雅并且兼顾经济性和生产性现代化新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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