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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张文今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河北 唐山 063200

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风景园林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一大利器，

其行业发展服务于乡村振兴中乡村生态振兴，参与规划、设计和管理乡村振兴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美丽乡村的

重要战场。论文讲述了风景园林助推乡村振兴的意义，针对相关管理规范制度不完善、参与乡村振兴手段单调、产

业振兴实践未与生态文化有机融合等问题，提出制定相关管理规范标准、走多元分层的特色化、信息化风景园林建

设道路、将生态文化与产业进行有机融合振兴乡村产业实践的相应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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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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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a major tool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s 
industry development serves the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articipating in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battlefield	for	building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of incomplete management norms and systems, monotonou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methods, and the lack of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s and ecological culture, it proposes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management	norms	and	standards,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and	layered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path of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industry to revitalize rur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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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产业建设迅猛发展，

生态、文化面貌更具乡土风情，农民生活逐渐富裕、美丽乡

村宜室宜家。对此，风景园林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参与乡村

振兴工作中产业规划、环境保护、管理建设等，是营造乡村

人文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振兴乡村产业的重要助力。风景

园林在乡村振兴具体实践中仍存在相关管理规范制度不完

善、缺少多元化振兴手段、产业发展未做到与生态文化完美

融合等问题，此论文将就风景园林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的

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为实现农民富裕，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建设美丽乡村出一份力。

1 风景园林助推乡村振兴的意义

风景园林研究的目标和乡村振兴所处地理空间位置一

致，具体实施路径与乡村振兴工作中的设计、规划、管理、

建设、环保等高度统一，其专业学科要求更是肩负乡村振兴

工作的核心。风景园林是中国乡土精神文化的重要承载物，

对乡村振兴传承优秀文化、建设美化乡村建筑协调当地人文

关系等有重要推动作用。风景园林专业为乡村振兴工作输送

合适的专业人才，促进乡村振兴 [1]。

另外，在乡村绿水青山这类生态资源就是乡村振兴眼

中的金山银山，是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保护对象，风景园林与

其出发点一致，同样需要加大生态文明保护力度，参与生态

环境修复，对农村山水农田，湖鸟兽鱼，林木防沙等进行整

体生态保护与修复，参与综合治理、统筹规划，实现乡村振

兴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2]。

2 风景园林助推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2.1 相关管理规范制度不完善
在 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

兴促进法》中，提到统筹规划、建设乡村振兴硬件设施、紧

抓乡村振兴软件、保护乡村文化传统四个方向的有关规定，

为乡村振兴法律法规及相关乡村振兴文件发布提供一定政

策支持，各省市乡镇也相继出台有关乡村振兴的相关标准、

办法、政策。但关于乡村振兴中有关风景园林的相关管理规

范制度建立尚未完善。

风景园林为服务乡村振兴建设的具体需求导向研究不

足，相关管理规范空泛，尚未健全针对风景园林管理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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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枝末节，相关企业与乡村地方风景园林人才接洽相对宽

松，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这一板块缺少具体要求标准。

2.2 风景园林参与乡村振兴手段单调
目前，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时存在一

些问题。相关参与乡村振兴规划设计的人才缺乏对新“三农”

问题深层含义的挖掘，使得工作开展停留在表面。另外，风

景园林规划设计乡村振兴工作模式单调，相关设施建筑、景

观整修的方案与城市模式基本相同，没有突出乡村特色，无

法顺应乡村发展基本规律，使得振兴工作开展过程中社会问

题频发，而且按照城市模式开展乡村活动容易造成大大小小

的村落面貌一新，毫无特色可言，给人带来审美疲劳，最终

导致形似城市而内涵不一致，无法有效促进乡村振兴。

2.3 产业振兴实践未与生态、文化有机融合
当前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时，空守乡

村丰富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而缺少全面统筹资源管理。农

村产业振兴过于追求经济发展，致力于早日作出“成绩”，

而忽视乡村振兴需要乡村产业对乡村生态、文化协同发展，

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增长，要统筹生态、文化、经济和社会政

治多方面因素。且产业振兴过程中，前期建设规模较大，时

间紧任务重，为节省投资往往忽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

道路时难免出现不重视乡村本土文化，选择最省时省力的道

路修建方案，难以吸引当地居民积极参与乡村产业建设。

3 风景园林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

3.1 制定相关管理规范标准
第一，针对风景园林助推乡村振兴工作相关管理规范

制度不完善的问题。政府应尽早出台相关乡村振兴工作的评

价标准以及相关各项指标标准，依据相关标准来检验风景园

林推动乡村振兴的最终效果，具体检验乡村体验过程各项标

准规范制度的制定应包含体验指标、相关评价标准、计算方

法公式等方面，以便于发现风景园林建设美丽乡村促进乡村

振兴存在的问题 [3]。

第二，制定相关乡村生态修复的标准要求，突出强调

对乡村田地土壤、山石土木、林木植被、地上山泉水、地下

自来水以及乡村空气净化治理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与修

复的具体治理标准，并制定相关乡村生态保护修复评价标准

及原则。

第三，协同其他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专业共同

制定诸如建设低碳乡村、建设新时代信息化乡村产业等相关

建设标准，以及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健康基础乡村设

施的有关建设标准，另外完善乡村居民人文环境改善标准、

重视本土乡村的人文文化、尊重当地乡村风貌习俗，作出相

应环境保护、治理，维护乡村治安，为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的乡村振兴建设提供具体实施标准，提供政府支持与保障。

3.2 走多元分层的特色化、信息化风景园林建设道路
相关风景园林参与建设乡村振兴工作的专业人才需要

通过从各地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寻找相关发展经验，总结相

关乡村产业优势，并基于乡村产业特色发展优势开发多元化

相关乡村产业发展的思路，创新相关具体实施举措，提出有

助于乡村产业分层管理，分层次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重点

关注相关乡村自然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通过合理科学的手段

统筹乡村自然生态资源，优化乡村空间设施建设，在进行乡

村建筑改造工程时做好传统乡村文化风貌的保护措施。

例如，在针对构建“绿色”“可持续发展”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体系，建设美丽乡村时，可以利用现代化高科技设

备扫描整体乡村面貌，积极与当地村委干部沟通，尊重其意

见，保留本土乡村风貌，再进行相应设计。对于村民有疑惑

的地方，做好相关样例图表，通过图纸、多媒体等能够直观

表达建设意图的设备讲解给当地村民听，合理利用大数据为

当地乡村规划基建设施。另外，可以通过网络信息大数据调

动邻村或者成果显著的村落来展现此举措的优点，与当地

村民讲明白其中利害，得到当地村民的大力支持后再进行

建设。

3.3 将生态、文化与乡村产业有机融合

3.3.1 生态与乡村产业有机融合
风景园林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进行乡村产业振兴是

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带动村民经济提

高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主旨。大多数村落都以传统农业为主，

卖农作物是其经济收入来源，普遍收入水平不高。在风景园

林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农民富

足的重要前提，只有达成“农村产业美”才能快速实现“乡

村环境美”，继而在后续长久时间保持中做到生态系统稳定、

生态发育健康，真正实现“生态环境美”。

相关风景园林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专业人才通过对村

庄“改良建筑、拆除危房、增加绿色设施、修建道路、修复

景观”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统筹，实施乡村产业整治方案，

继而实现对乡村道路、建筑、天然景观、人文情怀以及生态

系统的综合优化，推进生态与乡村产业有机融合，使得传统

乡村逐渐完成由传统自然乡村到风景乡村、旅游乡村的转

变，保护乡村生态的同时融入现代城市化因素，形成特有的

乡村产业。

例如，河北省邯郸市山区乡村振兴工程项目采用“二

加二加 N”的农村空间布局，以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为起

点，向城市化发展方向努力，主攻乡村产业发展、乡村自然

资源整合、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等，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对此，

基于生态与乡村产业有机融合，相关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人

员，利用当地乡村河道特点，通过基建设施提高河道内水体

多样性，保留当地乡村生物多样性，为各类当地水生动物安

置自然栖息地，改良成自然景观 [4]。

3.3.2 文化与乡村产业有机融合
为振兴乡村产业，相关风景园林人员应深度发掘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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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本土文化，致力于打造具有当地乡村本土文化的旅游产

业景点，发掘当地乡村历史典故或历史名人，借助人们耳熟

能详的典故或名人效应宣传当地乡村文化，实现相关产业振

兴。适当宣传乡村文化，不夸大其词，是乡村景观长久生命

力的体现，更是吸引游客的核心所在。

参与产业振兴工作的专业人才不仅仅可以通过历史典

故宣扬当地乡村传统文化，还可以通过将当地习俗制定为相

关节目等手段，增加乡村产业的文化传播方式，既丰富了当

地景点的游玩项目，又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乡村习俗，尊重

当地乡村文化。

例如，在河北省邯郸市山区乡村振兴工程项目中，工

作人员提炼相关山区乡村文化历史，并将其与历史典故相结

合讲述出栩栩如生的古村落故事，大力宣扬了乡村知名度，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在这个故事中，融合了当地乡村

全面景观因素，通过合理布局规划乡村建设，与乡村文化相

结合，串联有关历史典故，开展各项相关故事体验项目，如

骑马、射箭等活动，还有当地乡村本土成员充当导游讲述人

文情怀，暗示游客加强环保意识，并在乡村道路两旁卖糖人、

花灯等传统工艺品宣传乡村传统文化。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风景园林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开展过程中，

相关专业人才应注意当前乡村振兴工作评价标准以及相关

规范标准并不完善，且风景园林行业参与乡村振兴手段单

调、模式单一，在乡村产业振兴建设时未与生态、文化进行

有机融合。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应加快对相关乡村振兴工作

中的各项规范标准制度的制定，相关参与乡村振兴的人才坚

持走多元分层的特色化、信息化风景园林建设道路，合理

利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的便利，注意乡村产业振兴与生态、

文化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风景园林作为乡村振兴利刃的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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