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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规划设计策略研究——以东阳上碧连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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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学好“千万工程”示范经验，保护更新自然村落必将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随着时代发展，

自然村落的空间特征、村容村貌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受到现代化冲击，导致村落出现人居环境质量下降、人口流失、丧失文化

特色，村落发展逐渐失去活力的问题，并出现村落发展系统性的危机。借此，文中将以浙江省东阳市江镇南部上碧连村为研

究对象，通过对实地调研以及现有文献分析等方法，研究其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村落现代化规划设计。在分析上碧连

村规划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与村落规划的耦合关系，并最终从空间格局、生态景观和基础设施等方面

提出上碧连村规划发展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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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illage Planning and Design Strateg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Shangbilian Village in Dongya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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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earning from the demonstration experience of the 

"Qianwan Project" and protecting and updating natural villages will be an important link.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ppearance, and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of natural villages have been impacted by modernization, resulting in a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population loss, loss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 gradual loss of vitality in villag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take Shangbilian Villag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Jiangzhen, Dongya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existing literature analysis, study how to achieve village moderniz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planning of Shangbilian Village, 

combined with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village planning, and finally propos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strategy of Shangbilian Village plan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spatial pattern, ecological landscape, and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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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代的十年，乡村发展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乡村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落脚点，作

为城乡居民点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既承载着居民的日

常生活的功能，又在区域发展中起着传承地方文化的作用。

从建设新农村到发展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乡村建设不仅

要强调文化传承，讲好地域故事，更要完善空间结构、生

态景观以及基础设施等规划设计，科学设计乡村空间，将

以生活美好、生产发展、生态可持续为目标，打造独具特

色的乡村风貌。 

1 村落基本概况 

上碧连村位于浙江省东阳市东阳江镇南部，距离镇心

9 公里，隶属于东阳江镇东门片区，由原上柴和上碧连自

然村组成。该村共有 2 个村民小组，123 户农户，总人口

为 376 人。根据最新数据（截至 2023 年 8 月），外来人口

占总人口的 58%，高于迁出人口的 42%。此外，村落的人

口年龄特征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上碧连村拥有丰富

的山林资源和充足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也相对充足，村民

勤劳开拓，是东阳江镇建筑业人才云集之地、经商之地。

土地主要以农业用地为主，其中包括基本农田和一般农用

地，占全村总用地的 53%。其次是居住用地，占比为 30%。

全村基本农田面积为 237.56亩，林地面积为 9207 亩，这

为发展农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 

2 村落规划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村落空间布局混乱，道路交通规划无序 

上碧连村在建设初期，其空间布局并未进行科学系统

的规划，因此呈现出一种相对自由且无序的空间状态。村

落的布局遵循了自然的逻辑，依山傍水，顺应地形，房屋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水之间，巧妙地融入了周围的环境。

村落的整体形态呈现出狭长的船形，主要依靠一条近期修

复的主要道路与外界相连。村落内部道路狭窄而短促，内

部连通性较强，连接各个自然村的路径曲折迂回。同时，

上碧连村道路向外沟通性也较差，并且两旁存在杂草生长

和路面破损的情况，影响了村落的整体风貌。此外，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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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处缺乏醒目的标识，使得外界对村落的辨识度较低。 

2.2 自然景观破坏严重，人文景观遭遇摧残 

上碧连村虽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但大部分尚未

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村落东侧毗邻东阳北江，河流岸线

景观优美，但整体自然风貌开发不足，使其未能充分发挥

其旅游资源的潜力；河流岸线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较

弱，河流及其周边村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

产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陈氏祠堂，作为村落的地标性

建筑和东阳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其年久失修的问题亟

待解决。建筑内多处木结构已遭受破坏，例如门楼与窗口

的木质结构脱落较为严重，这严重影响了其整体的历史风

貌。同时，祠堂内部堆放的杂物和垃圾，以及装饰物的廉

价感，均与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不相匹配。此外，河边

的水磨坊，作为一处具有特色的历史建筑，面水背村风景

优美，稍加整治和设计便可成为游客观水戏水的游玩平台。

然而，目前仅停留在简单的装饰层面，未能充分利用其临

水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可玩性，进行加固和整体设计。 

2.3 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居住环境有待改善 

上碧连村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目前，

该村仅设有一间小卖部，商品不仅数量少，而且种类也不

多，仅能满足日常生活基础所需。在环境卫生管理领域，

该村尚未配置分类公共垃圾桶和公共厕所，导致一些路口

垃圾随处可见，引来蝇虫恶臭和对环境的污染，给村民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村落的快递点是唯一能取得包裹的

地方，驿站空间很小而且距离村民的住宅区相对较远，给

村民的快递寄取服务造成不便。经过调研发现，上碧连村

的传统建筑普遍呈现出陈旧老化的现象。村落里传统的古

建筑中的木柱、梁、檩等构件大多破损严重，其外观显得

简陋陈旧。尽管这些传统建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但已经不适合作为现代居住场所，村民的居住条件亟待改

善。同时，一些现代自建房屋也呈现外观陈旧，屋面斑驳

的样态，其大多数为小平房，内部布局简单，多为两室一

厅结构。特别是老年村民的居住环境更为堪忧，他们的房

屋不仅外观破旧，内部设施也严重缺乏，卫生条件普遍较

差，许多家庭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房，路边还堆放着

大量砖石杂物，严重影响了村民居住和通行安全。因此，

上碧连村迫切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解决村民居住环境问题，

改善村落的人居环境，提升既有建筑空间质量。 

3 乡村振兴与村落规划发展的耦合关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将

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规划延伸至 2050 年。因此，

必须注意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类

实施、典型引路。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乡村发展需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把握城乡关系变化特征，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乡村振兴的实施，

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村落综合整治、资源环境保护与

开发利用等，逐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的规划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统筹乡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所以在村

落发展规划实施环节一定要避免脱离客观现实条件，遵循

村落发展的内在规律。 

上碧连村作为村镇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一般

村落的共性，同时也具备其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这种特殊

性体现在传统村落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动力比一般村落更

容易受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人文风俗等要素

影响，而改变村落发展方向和内涵。因此，在乡村振兴推

进演变过程中，必须考虑上碧连村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资源

禀赋，并且尽可能地利用好其独特的内在生产要素和文化

驱动力，把牢发展导向，促进村落规划发展要求与乡村振

兴目标吻合。 

4 上碧连村规划设计策略 

4.1 优化村落空间结构 

4.1.1 构建空间体系 

针对上碧连村目前空间结构现状，打造“一心、二轴、

三街、四区”的规划结构体系。一心：以东阳江为核心打

造两岸，依靠河流打造山林生态、农业生态、小品景观；

二轴：以依靠山林休闲为轴、以依靠莲叶田为轴；三街：

一街依靠上碧连村与北江、二街穿过莲叶田的功能区、三

街位于北江对岸的山林下林；四区：山林休闲区、莲叶田

区、集市区、村民休闲区。同时，依托山林和莲叶田资源，

推动村落农业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繁荣。此外，通过建设三

条重要功能区，连接上碧连村与北江、莲叶田，以及北江

对岸的山林下的街道，形成山林休闲、莲叶田观赏、集市

交易和村民休闲四个核心区域。这四个区域分别提供归自

然的绿色生态、感民俗的文化历史、乐生活的活动中心、

怀古韵的风景休闲的观赏价值，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丰

富多样的休闲体验。最终构建以人为本、主题鲜明、具有

特色的现代化花园式村落空间格局。 

4.1.2 规划道路空间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村落功能定位、土地利用

及现有路网存在的问题，将上碧连村道路建设和既有路网

改造相结合，特别是路网中不能适应交通需求的关键节点，

填平和改善道路坑洼和宽窄不一的现状，并且合理规划太

阳能路灯和标识性路牌。在主要道路进行沥青铺设和路旁

绿化种植，每个路口设置减速带和方向标识。根据地形特

点，因地制宜地新增游览观光栈道，用木制的栈道将各个

景观节点进行相连以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将原本泥泞的

小路换成栈道不仅进一步提升村落的整体形象，在景观上

更有了传统村落的韵味。道路交通规划在公共空间秩序恢

复和功能节点提升的基础上，化解新旧隔阂的布局，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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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多余的道路拆除，将沿河岸吸纳周边空间形成开放活动

空间，并通过绕路或重新修路的方式减少曲折的设置，使

路网更加规范完整，将单一分割路线转变为有机多元连接

的道路体系，方便村民和游客的出行。 

4.1.3 提升空间节点 

为进一步推动上碧连村发展，提升村落吸引力，将对

村口、驿站、休闲广场、莲叶田、民宿等进行全面改造升

级。村口处将设计新村牌构筑物，并配合景观设计，增强

村落入口导向性和美观性。通过升级驿站，将打造人才中

心，邀请相关学者驻站，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指导，

助力农户提升农业技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改造休闲

广场，增添村民健身器械营造良好交流共享场所，同时也

满足村落人防疏散的设计要求。莲叶田将分三区设计，一

区为游客搭建莲叶文化宣传室以及科普展板；二区结合互

联网模式，吸引游客参与种植体验；三区让游客在现代半

开放式车间了解体验其生产全过程。民宿改造设计，通过

调动村民积极性和自发性，改造自家基地内部住所，在满

足院落主人私密性的前提下，丰富对外交流共享空间，完

善民宿基本住宿餐椅功能，提升民宿休闲度假的空间品质。 

4.2 塑造特色生态景观 

结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上碧莲村将以绿色经验赋

能绿色发展，一产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三产保护生

态，改造莲叶田区、村民休闲区、山林休闲区等生态景观。

上碧连村具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且莲叶田种植具有良

好的基础条件，在夏季花开之时，以荷花为活动意象，开

展荷花祭的仪式活动表达对山林土地的感激崇敬之余，还

可以组织赏荷花活动、漫步荷花步道以及制作荷花美食，

通过科学种植、合理搭配和有效观赏，为参观游客以及村

民带来美好体验。该村的生态景观塑造既打造一条独具特

色的生态旅游路线，又增加了村落经济收入。村民休闲以

“怀古韵”的理念，针对地处河流风景较好的地区，建设

观景平台，深入挖掘内在景观潜力山林休闲区自然资源丰

富，地形变化较大，本着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态度，塑造

山林多维度景观体验路径，该路线通过观光栈道将与荷花

田紧密相连，使游客能够尽享自然之美。同时，充分利用

自然山林、河道及沿线的基础设施，构建了一条自然廊道，

形成了独特的绿地生态格局，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

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 

4.3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农村的现代化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针对上

碧连村目前面临的基础设施短板问题，我们将加快村落社

区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步伐，以期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

系。服务群众和造福群众是最有效吸引群众参与治理、共

同营造良好环境的途径。具体而言，在村民参与的基础上，

计划在村落中心建设上快递网点、文化礼堂、共富工坊、

未来乡村、老年食堂等村落公共服务建筑。搭建快递网点

平台可以解决村民购物，销售农产品等需要；文化礼堂的

建设，可以一定程度上丰富老年生活活动；建立共富工坊，

其主要目的是村民通过生产木雕工艺品，以精美实惠和纯

手工为卖点，将产品进行推广与销售，增加村民的收入；

通过设立老年食堂减少老年人就餐压力，增进村民生活便

利性提高上碧连村村民生活幸福指数。此外，同步推进村

落公共厕所、垃圾回收站以及休闲座椅健身设施等基础设

施的建设。这些举措旨在提升上碧连村的整体环境品质，

为村民和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和旅游体验。 

5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上碧连村空间规划设计，是从

空间结构、生态景观、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系统性规划设

计。以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目标为导向，遵循科学保护、

合理开发、积极传承的原则，改善村落人居环境，推进乡

村绿化美化，村容村貌整治，激活村落发展原生动力。在

此基础上将乡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村落发展与外部

城镇的协调统一，从而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持续稳定

发展，加快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先行示范区建设，最终从社

会、经济、环境等多维度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 

基金项目：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2023 年度大

学生科研训练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规划研究——以

东阳市上碧连村为例”（项目编号：2023XSKYZD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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