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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乡村生态环境和文化建设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承载着地域空间结构和生产生活功能的传

统村落，应利用自然资源优势营建优质的生态环境，将环境治理加入到人居环境中，以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

村为目的。文章以成都姚渡镇光明村为研究对象，从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方向入手，针对传统村落的发展与保护中就生态文明

建设所遇到的问题，提出村落生态空间保护发展的策略，达到生态文明建设与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保护协同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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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v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carrying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and living functions should 

use the advantages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build a high-qual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d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 the 

human settlements to build a beautiful village that is “livable, suitable, and accessible”. purpose. Taking the Guangming Village of 

Yaodu Town in Chengd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and proposes the strategy of village ecological spac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to meet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goa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vilized construction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history and cultur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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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工作之一，乡村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策响应下，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为川蜀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村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农产业呈多样化发展。另外，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须与乡村经济发展同步进行，且应受到更高重视。本着“以人为核心”

的原则，充分尊重自然生态景观，顺应自然生态建设，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生体，秉着可持续发展理念，重

视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打造。传统村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从地区特点深入剖析村落的生态治理途径和历史文脉挖掘，

思考如何将自然景观元素与人文景观元素统一，打造生态文化景观圈层。本文以成都姚渡镇光明村为例，探讨当地的

自然资源与人文脉络，提出传统村落生态保护策略和发展目标。 

1 光明村自然与文化资源优势 

从自然资源方面分析，光明村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地处龙泉山脉浅丘地带，面积 2.5 平方公里。当地气

候宜人，环境优美，养料储备丰富，日照充足，为农作物和植被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自然条件。当地盛产西瓜、苹果

等多种水果，并搭建了特色有机蔬菜基地，成为了村民的重要经济收入来源。此外村落植被覆盖率较高，丰富的自然

植被景观，为附近民众提供了一处休闲娱乐亲近自然的场所。村落的空间形态上随着地势变化，倾斜层叠，错落布置，

其中农舍依丘陵形态借势而筑，与周围植被景观相辅相成。 

从文化元素方面挖掘，曾有着“川西客家第一庄园”美称的“曾家寨子”就坐落于此。建于清末年间的老宅距今

有百年，仍保留着川西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古朴清幽。整个院落占地 60 余亩，共有房间 300 多间，亭台楼阁布局精

巧，水系有聚有散，丈余宽的护城河绕着恒墙布置，置莲养鱼的同时也作为护城工事。在曾家寨子旁，矗立着一座“三

省祠”，源于曾氏祖先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意为纪念曾子，传承曾子思想。“三省祠”已有 270 多年的历史，原先

共有三间堂，曾遭到拆除，直至 1997 年才在原址附近恢复重建。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为光明村赢得了声誉，已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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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 光明村在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空间形态格局上来看，村落主要以居住聚集与劳作区，街巷空间区，古迹核心保护区以及生态湿地体验区几个

部分构成，每个区域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和构建模式。无论是生产区域还是生活区域，都以生态空间为存在环境，并承

载着人的活动，为民众的各项活动提供支持。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是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延续的因素。但根据实地踏勘

和调查发现，在几个区域中生态环境存在着不少问题，从以下几点分析： 

（1）核心保护区周边生态环境缺失 

光明村的“三古”：古庙、古戏楼、古牡丹是村落的核心保护区，历经几百年风雨，古庙和古戏台部分建筑结构破

损严重，文化遗迹正在慢慢消失，虽在当地政府的重视下得到保护，修缮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但遗失的元素已经不

能再被修复，使得大量的元素丢失。保护区旁的湿地区域由于长期没有得到治理，水质较差，周围杂草丛生，环境破

坏情况十分严重。湿地中的部分水系临近古庙和戏楼，使很多建筑墙体被侵蚀，存在诸多的隐形危险，需要进行维修、

修补。植被景观与建筑景观需作重新布置调整，适当修葺,尤其是作为生态群落中重要构成元素的的植被与水系，是核

心保护区环境重点治理的部分。 

（2）湿地体验区环境管理与开发力度不足 

光明村虽有优质的地质地貌环境，但由于湿地体验区开发力度不足，自然景观元素的布置不合理，环境管理不善，

对村民生态保护意识教育不到位，有随意倾倒垃圾的行为，水体环境遭到了破坏。其次，湿地生态系统也较单一，生

物多样性缺乏，水体自净能力较差;由于周边基础设施不足，滨水岸线的景观效应弱，湿地游憩功则不能体现，湿地环

境体验也失去了效益。 

（3）街巷空间布局不合理，植被绿化不足 

光明村三面环水，村落建筑布局虽紧凑，但街道布局没成体系，空间功能单一，较混杂，因此街巷空间发展受到

限制。街巷是串联建筑与户外活动空间的元素，但缺少合理的布置，作为植被绿化的空间界面与载体，植被景观得不

到充分的展示，绿化景观的作用也不被重视，给予人的视觉效应与精神拓展也将逐渐缺失。 

3 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策略 

综合上述问题，传统村落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时将人居环境理论运用其中，并以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为原

则，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湿地景观保护、交通建设和提高生态觉悟方面思考乡村生态文明的发展与保护策略。 

（1）传统历史文化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 

在新的社会发展趋势下，以往的历史文化保护需要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相互促进相互辅助，实现共同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侧重的是人与环境的共同发展，要遵从自然规律，保证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健康稳定发展。光明村要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加大力度开展生态景观建设工作。将历史文化遗产与生态文明工程进行融合，力求建造集合生态养生，

历史文化品鉴为一体的旅游景区。 

（2）湿地生态景观的重塑 

湿地风光是光明村独有的景观，可以结合生态群落以及文化景点来创建旅游产业网络。在针对湿地风光进行利用

的时候，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全面考虑，将光明村湿地从单纯的农业种植功能朝着休闲娱乐，养生保健，文化展示等

多个功能发展。首先，湿地景观元素要与传统历史文化元素进行结合，将光明村独有的生态元素运用到湿地文化打造

之中，促使游客能够在欣赏湿地风光的同时能够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其次，对湿地风光景区进行二次建造，创设各

种不同功能的区域，调动湿地生态活力。最后，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提升地区的宜居水平，提升物种的多样性。对

湿地生态充分的加以利用，可以起到村落环境的优化，提升水质的作用，从根本上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5]
。 

（3）街巷空间功能拓展 

街巷的功能需要在原有模式下根据新的需求进行调整，从单一的承载交通功能转向交通与生态观赏并重的多样化

功能体系，这样可以有效的将街巷变成自然村落的空间之间的联系，为自然村落生态环境展示提供观赏路径，并在一

定程度上对传统村落文化与生态元素的分布进行了划分和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我们在进行街巷空间生态景观绿化时应

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根据传统村落的生态环境特点选择当地常见的特有的植被进行种植，尽可能避免从异地

移植，这样不仅费工费力，也不利于体现村落的地域特色和物产。街巷空间的起承转折，是空间动线的表现，植被的

布置随此进行变化，错落有致，有季相变化，才能展示街巷软质景观的景致特点。其次，注重植被的搭配，以常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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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作为软质景观基底，以观花植被和乡土植被作为节点，根据道路分类和级别确定景观的主次分布，以街巷为载体打

造生态景观廊道，作为区域景观特色。另外，传统村落的区域因街巷的划分形成不同的组团，可根据不同区域的地形

和建筑位置进行景观营造，可丰富街巷空间中的视觉体验，也能对街巷与建筑间的虚实变化轮廓作过渡和调节。 

（4）提高村民生态保护意识 

在加大力度全面带动光明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方法对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加以

调动，提升村民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促进光明村稳定发展。 

（5）重视生态建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居环境 

在保证环境宜居的基础上，以“人”为关注点，将生态环境当做是提升人居环境的前提条件，将人类与环境和谐

发展为最佳的人居环境状态。如果将这一理念运用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就表示不但需要长期坚持对自然生态加以

保护，并且还要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基本的条件，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务必要制定高质量的

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生态系统服务因为具有良好的服务性，能够为人类提供惠益，逐渐的演

变成为生态学以及地理学中的核心研究对象。这篇文章的观点是，生态系统服务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关键基础
[7]
。

生态系统服务其实质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主要基础条件，依据性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形式的类型。充分联

系实际促进地区生态服务系统的综合性能的提升，不但能够对自然环境起到保护的作用，必能可以更好的为人类发展

给予支持。 

4 结束语 

现如今，就国内诸多的村落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工作实际情况来说，并没有达到完善的状态，还是存在诸多的问题

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加以解决。这篇文章以光明村为实际案例，围绕光明村的悠久历史文化资源以及环境资源的优越性

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找到光明村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提出改善的建议，最终达到光

明村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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