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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民众逐步认识到区域协同的重要性。为达成此目的，相关部门需实施针

对性策略，推进全域发展，同时优化民众生活环境。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乡村发展迎来了良好机遇。

优化乡村规划需秉持生态优先、民生为本的原则，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推动

社会和谐发展。这一系列举措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基于此，

本文就城乡规划设计中美丽乡村规划进行分析研究，供参考。 

[关键词] 城乡规划；美丽乡村；规划设计 

 

 

Study on beautiful countryside planning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design 

Qiao Mingliang  Wu Ting 

Xunyi County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society，the public gradu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To achieve this goal，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implement targeted strategies t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optimize the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rural development has ushered in good opportunities. To optimize rural planning，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priority to ecology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y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These measures are not only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beautiful rural planning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desig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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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美学内涵集中体现在环境、建筑与文化三个维度。在

推进乡村建设时，需优先规范建筑布局，严格管控违规搭建现

象。同时，要系统整治村容村貌，重点维护道路等公共空间的

卫生状况，最大限度彰显乡村生态魅力。为推进乡村发展，应

强化治安管控，优化社会秩序，持续提升治理效能，从而构建

安定祥和的生活环境，展现乡村独特魅力。在建设过程中，需

着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此促进社会整体进步。 

一、城市规划中美丽乡村规划设计原则 

1、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推进乡村环境优化，必须贯彻生态优先理念，采取绿色发

展战略，促进农村地区持久繁荣。在此过程中，应深入剖析现

存难题，综合考量各类环境影响因素，为打造生态宜居乡村奠

定基础。通过引导农村劳动力结构升级，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

力，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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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农民为主的基本原则 

在推进乡村美化工程时，农户作为核心参与者，其角色对

城乡统筹发展至关重要。科学布局在实施各项计划时发挥着关

键作用，应当充分吸纳村民代表的观点，确保发展进程体现民

主原则。在乡村发展项目中忽视农户权益，将导致项目价值丧

失，既无法改善村民生活质量，又可能造成资源损耗，甚至诱

发社会冲突。 

3、生态优先的基本原则 

在推进城乡发展过程中，生态保护应作为首要任务，同时

兼顾产业维护以带动经济进步。遵循生态优先理念，需突出地

域特色，恢复传统景观，加强文化传播与继承。结合地方优势，

可发展渔业、旅游景点及生态农业等项目，在保留乡村特色的

同时整合资源，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效果与品质。 

二、城乡规划设计中美丽乡村规划的意义 

1、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显著推动了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速明

显。尽管农业领域尚存诸多挑战，但鉴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的可持续性依然至关重要。在全球经

济扩张的背景下，传统农耕模式正逐步被现代科技和新兴技术

所取代，从而促使乡村社会结构和资源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化。

这一转变革新了以往规模有限、效能低下的就业格局，有力促

进了社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中，致力于重

构传统农耕模式，深度开发并有效利用区域水土资源，同时拓

展多元化的创收渠道，这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目

标，更能带动区域经济的长效繁荣
[2]
。 

2、深度挖掘农村资源，构建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 

在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维持区域经济与社会的永续发展

是核心议题。针对农村经济振兴，应注重生态保护，发挥乡土

特色资源优势，创新能源利用与技术应用模式。以北方地区为

例，其丰富的太阳能与风能资源，可借助新兴能源技术实现有

效开发。推动乡村持久发展，亟需着力化解环境污损难题。应

加大资源供给，出台精准施策，保障农村生态稳固。尤需关注

灾害易发区域，强化水土保持、山体固护等工程，并成立专职

监管部门，实时跟踪监测，避免引发更大人员伤害及财物损失。 

三、当前美丽乡村规划面临的问题 

1、乡村规划统筹力度欠缺 

现阶段，国家政策导向仍以城镇及周边区域为核心，偏远

贫困农村则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规划部门人员因长期专注城

市发展，对农村现状了解不足，导致乡村建设方案缺乏针对性

和可行性。推动乡村的长远发展，需系统考察其空间布局、产

业结构和经济状况等关键因素。然而，当前城市建设的资源倾

斜导致规划者对乡村认知不足，进而影响了规划方案的合理性

与可操作性。 

2、自然生态保护控制力度不足 

相较于城市，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更为优越。然而，受制

于农民群体的社会架构、传统观念及经济状况，这些生态资源

并未得到充分开发，制约了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促进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需提升农户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推动生态农业的

发展进程。该区域因污水处理设施不足与规划缺失，导致环境

治理难以推进。居民缺乏环保意识，将未经处理的生活与工业

废弃物直接排放，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3]
。 

3、产业结构单一，不具备规模化条件 

目前，我国乡村地区的农牧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依赖

传统种植与养殖模式，缺乏大规模产业融合与现代化转型，导

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和收益水平偏低。同时，该产业难以获得

持续发展的有效支撑，从业者的经济收益也处于较低水平。在

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乡旅游产业迎来发展机遇。然

而，由于对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视不足，致使部分地区的

旅游产业缺乏有效扶持，最终引发同质化竞争问题。 

四、城乡规划设计中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策略 

1、对乡村进行合理规划布局 

为推进乡村建设，需采用现代化规划手段，因地制宜地设

计空间布局，打造宜居生态，推动城乡协同发展。鉴于乡村与

城镇存在显著差距，规划人员应重点谋划乡村远景，致力于提

升其整体面貌。在构建美丽乡村的规划中，需明确：①相关部

门与政府应协同合作，确保规划的精确与科学。②应深化与村

民的交流，全面考虑其利益，依据反馈制定适合乡村的发展方

案，促进经济持续提升，改善村民生活品质。为推动农业进步，

需强化乡村生态保护与优化，广泛传播美丽乡村概念，使农户

深刻领会农业发展价值，激发其参与热情，助力农业振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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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乡村建设过程中，设计团队需结合阶段性特点制定针对性策

略，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政府部门应立足

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规划乡村建设方案，综合考虑居民居住

现状与文化特征，优化住宅布局，在保护耕地资源的基础上实

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2、保护乡村的整体生态环境 

要最大化乡村效益，首要任务是保护自然环境，完善规划

体系，推动绿色转型。应大力宣传生态理念，提升村民环保意

识，通过改善空气质量、净化水源、修复土壤等措施，打造生

态友好型居住环境，为村民构建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美

好家园。为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保障优质社会福利并实现可持

续发展，政府需多管齐下。借助各类媒介平台，广泛开展系统

性宣传，动员全社会参与环保行动，从而从根源上改善民众健

康状况。 

3、合理规划乡村住房建设 

在规划乡村住房项目时，需着重强化监管力度，并结合地

域特色进行考量。按照规划先行、审批跟进、施工在后的流程，

通过严格执法保障人民权益，维护乡村风貌。致力于更好地服

务群众，因此将简化程序，精准把控时间节点，以提升工作效

能与服务质量。基于区域实情，优化乡村规划许可执法程序，

并健全管理机构，确保执法精准度。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应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大力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并实施规范管

理，保障发展进程的规范性。尤其对涉及农用地征收的情况，

须严格履行审批、备案、核查等程序，维护发展秩序
[4]
。 

4、提高乡村的基础设施 

现状表明，农业与其他产业间存在显著差异。为确保其可

持续发展，提升农业效能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为此，需通过

科技投入及社会责任感的强化，为农业提供全面支持。科学管

理与社会责任的实施能有效提高农业及农民生活水平。在连接

相邻区域时，应充分利用地方特色与资源。为促进区域发展，

可充分整合本地优势，如公共服务设施与旅游资源。同时，应

合理开发自然与社会资源，以推动经济进步与社会繁荣。实施

这些策略，将有助于达成预期目标，创造发展机遇并应对潜在

挑战。针对部分农村群众认知不足的现状，相关部门应加强引

导，帮助其树立正确发展理念，主动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从而

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5、打造特色产业链 

为达成美丽乡村愿景，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链显得尤为关

键。该体系的建立不仅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还能为本地

居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增收渠道，同时为社会经济与文化进

步提供有力支撑与保障。运用“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发展

策略，深度挖掘乡村特色资源，依托区域自然优势与有利因素，

精准把握地域核心价值，构建独具地方特色的产业模式，有效

提升乡村整体发展水平。旬邑县以建设国家森林小镇为目标，

致力塑造“中国森林负氧离子康旅目的地+高端康养服务基

地”。将健康疗养、医疗美容、生态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度

假、体育运动、健康产品等业态聚合，打造集养身、养性、养

情、养味、养颜、养心、旅游度假全产品体系为一体的山地生

态型健康养生休憩度假目的地
[5]
。 

结束语 

城乡规划设计中的美丽乡村规划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

多个方面的协调与发展。虽然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但通

过采取加大资金投入、科学规划、突出文化特色等应对策略，

可以有效地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未来，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美丽乡村规划将不断完善和发

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让乡村成为人们

向往的美好家园，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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