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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景观在乡村振兴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 许　多

（调兵山市财政金融审计服务中心，辽宁 铁岭，112700）

一、引言

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为基本导向，各地区针对

乡村建设情况，精准把控发展机遇，主动迎接挑战，

顺应乡村经济发展趋势，推动了农村社会体系的全

面升级。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而

乡村景观资源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本文主要着重分析了乡村景观对于乡村振兴在

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起到的促进作用，并从自

然景观开发、人文景观开发、乡村产业链建设以及

景观维护管理等角度提出建议，以此扩大乡村景观

的价值创造作用，加快乡村振兴发展步伐，促进乡

村经济发展，提升村民收入。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质量兴农、绿色发展、文化兴盛的可持续发展建议。

乡村在发展传统农业的基础上，还应积极开发新型

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如旅游、康养、健身、农事体验

等。乡村景观在乡村环境治理、旅游资源开发及提

升乡村居民幸福感等工作中均处于重要位置。现探

讨乡村景观在当前的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并提出景观建设建议。

二、乡村景观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关注乡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建

设、环境保护、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问题，而乡村

景观的建设与改造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存在紧

密联系，其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综合化的方式反映出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存

面貌

乡村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共同构成了乡村景观

体系。乡村的动植物、地貌地形等具有自然属性的

景观要素是自然景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真实地反

映了乡村振兴战略导向下的环境改造与保护工作的

成果以及乡村区域的生态建设格局。乡村人文景

观则是由地域特色、民俗文化与乡村建筑等要素组

成，集中体现了乡村发展中的文化、经济、政治建

设情况。乡村景观与城市景观存在显著差异，乡村

景观的载体为农民生活与农业生产，具有极为鲜明

的农耕文化属性与自然田园生态属性，汇聚了当地

的农业生产、民风民俗与乡村文化等综合因素。在

建设乡村景观的过程中，乡村环境得以净化，传统

文化得以保护，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建设美丽

乡村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工作。

（二）支持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产业兴旺。乡

村既要夯实基础性产业，又要激发新型产业项目的

活力，坚持综合、融合的发展原则，促进第一、第二

以及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挖掘产业潜藏的经济价

值，以此打造多样化的现代农业体系。乡村景观能

够支持农产品加工、服务业与旅游业等，尤其是乡

村旅游、养生、度假以及养老等产业。优美的特色

乡村景观是发展乡村旅游业的重要前提。在村野

旅游活动中，游客可前往田野等乡村自然景观，在

无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欣赏乡村风景，也可以深入体

验地方民俗，获得良好的体验。乡村旅游收入持续

提升，在全国旅游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增速极快，

因此，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的经济发展潜力极大。

乡村优质的生态，多元化的人文景观，乡土气息浓

郁的农业生活场景及独有的乡村特产对城市游客有

着极强的吸引力。在乡村的生态景观中，游客能够

放松身心，释放心理压力，体验农事活动，这是游

客选择乡村旅游作为娱乐方式的重要原因。总之，

乡村景观是农业转型与乡村服务业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资源。

（三）带动消费产业链发展

乡村旅游业领域中的休闲农庄、民俗村、农家

乐等项目的发展速度逐步加快，以此形成了创新型

旅游业态。同时，农产品品牌效应的影响范围也在

持续延伸，农家庭院等人文景观的价值也被有效挖

掘。另外，农业生产区域也被纳入乡村景观体系，

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旅游业发展队伍。乡村景观

能够吸引游客前往乡村进行度假等休闲娱乐活动。

游客在接触原生态、无污染的绿色农产品之后，往

往会产生相应的消费需求，这对农产品的销售起到

了间接性的带动作用。比如，很多地区建设了农业

科技园，其承载着旅游景区、农业生产基地、农业

科技成果展览等多重功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

推进，乡村景观改造不断取得新进展，乡村旅游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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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越来越庞大，发展前景极为乐观。

（四）一事一议村内道路促进了乡村民主政治发展

交通因素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

此，在乡村景观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应重视道路

修建。地方财政局应当切实落实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活动中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开展路面硬

化工程建设工作，提高乡村水泥路面的质量与硬化

率，以此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路面硬化可有

效帮助闭塞落后的乡村改善村貌与村容，使村民出

行、生活及生产更加便利。在村内道路得到硬化修

复之后，群众能够积极主动地将自家门口及附近的

生活垃圾与柴草垛清扫干净，以此为生态旅游以及

招商引资提供环境层面的支持。“一事一议”村内道

路建设采用村内代表大会的筹资酬劳方式，使群众

参与到乡村建设与治理工作中。从最初的筹资、建

设到最终的验收，民众都可参与其中。以此可见，

乡村景观建设对乡村民主政治的也具有推动作用。

（五）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提高了乡村环境质量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重要内容，体现了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

设美丽乡村示范村能够切实改善乡村的人居环境。

在示范村的建设过程中，大部分乡村普及了无害型

厕所，加大了对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力度，提高了

对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能力，并落实了长效管控机

制，充分将乡村群众所具有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

示范村坚持“一村一特色，一村一文化，一村一主

题”的建设原则，在提高环境的美观度与洁净度的

基础上，充分考虑地形地貌、生态条件、资源禀赋

与本地特色，并对乡村居民原本的传统习俗及生活

习惯持尊重态度，突出景观特色与产业特色，将人

文情怀注入美丽乡村。示范村的建设在提高乡村

环境质量的同时，也使村民的幸福度与收入得到提

升。村民可以共享美丽乡村发展建设带来的红利，

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国务院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

案》提出，鼓励村民、村集体参与村庄绿化美化活

动，充分利用乡村的边角地、废弃地与荒地，推进

公共绿地建设与小微公园建设等工程。乡村公园是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建设宜居美丽乡村、提升

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举措。相关部门可将乡村公园

建设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进行有机结合，完善

乡村公园的建设器材等基础设施，为游客与村民的

观光、文娱、健身锻炼、休憩、文化纪念等活动提供

良好场所，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其中，生

态建设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乡村景观设计与规

划不仅仅要从审美的角度美化景观，同时要寻求生

态平衡，以保护环境为基本前提，建设美丽的乡村

生态环境，从生态保护与建设角度促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发展。乡村景观作为旅游业、农业再生产中的

重要资源，若没有乡村景观，旅游业也将丧失发展

源泉，乡村的产业体系也就无法维持多元化的发展

状态。由此可知，乡村景观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助力

了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景观建设过程中，人文景

观、宝贵的地方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传承与传播，

以此在文化层面也显现出了乡村景观建设对乡村振

兴战略的有效促进。

三、乡村景观的建设与发展建议

基于乡村景观在乡村建设与振兴工作中的重要

价值，面对当前景观资源开发环节中的不足，可采

取以下措施改变乡村景观开发现状，使其更有力地

支持新一阶段的乡村振兴事业。

（一）加大对乡村自然生态景观的保护力度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首要原则就是突出地域特

色，增强景观的辨识度与唯一性，给予游客充足的

新鲜感。乡村的地域特色也体现了村民对于所处的

自然居住环境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因此，相关部门

应将保护自然景观视作乡村景观开发的重点任务，

并针对乡村范围内的生物、气候、海洋、水体及自

然地貌等具有自然属性的旅游资源展开合理开发，

保留其原本的色彩、气味与声音。比如，在对乡村

区域的街道进行建设与绿化时，可使用农作物，同

时也可把小巷、道路、建筑中的动植物、水体景观

连接，形成完整的生态景观；在装饰乡村建筑时，

可选择当地特产的藤蔓类植物，打造农业生产景

观，使游客感受农事生产劳作的氛围。

（二）提高对乡村人文文化景观的重视程度

乡村景观应当能够让游客感受具有地方特色的

风俗文化、变迁发展史、生活形态及生产方式等。

文化赋予乡村景观生命力，也使其区别于城市景

观。因此，在景观规划中，应当遵循适度开发改造

的理念，尽可能地维持乡村的实际风貌，减少工业

化、智能化的痕迹，比如可在保护自然区域的基础

上修缮古建筑，及时建设必要的游戏休闲、娱乐设

施。古建筑也要与村落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做好

色彩、规模、材质等方面的控制，尽量采用仿古设

计，将特色元素、当地特产材料与乡村风貌进行融



| 综 合 论 坛 |

294　

合。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不同，景观建设应依托文

化特色这一主题完成景观开发，这不仅能够挖掘潜

在的经济价值，还有助于传播与保护地方文化。这

也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理念与工作要求。

（三）创新独特多元的乡村生活景观

为了增强乡村旅游产业项目的竞争力，开发者

必须始终坚持创新，从景观空间环境、生活习俗及

农业元素三个角度开展创新工作。

首先，以乡村空间为切入点，以因地制宜的方

式，通过景观真实地反映出乡村村民的日常生活，

可将乡间羊肠小路、稻田、麦田、茶田、花架、矮

墙、篱笆等空间元素纳入景观体系。这些元素既有

乡土特色，又渗透着浓浓的诗意。其次，以乡村居

民的风俗与生活习惯为切入点，将民间传说、典故、

风俗等文化元素添加到景观体系中，提高景观的人

文价值与文化感染力，具体呈现形式可选择景观小

品、建筑构件、景观建筑、挂画或者雕塑作品等。

最后，以农业元素为切入点，加大对物质形态以外

的景观的关注度。比如，设计景观小品时，设计人

员可选择处于废弃状态的农耕工具作为素材，实施

再加工与艺术化处理，其他典型的艺术化景观元素

包括丘陵梯田等，另外，还可结合乡村历史发展背

景，开发红色旅游资源。

设计者可将盆栽小品、盆景及组合盆栽运用到

乡村景观设计中。这类微景观具有更强的趣味性与

观赏性，兼具经济价值与艺术价值。开发这类园艺

产业能够促进乡村园艺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经济

效益，形成更高的景观档次，同时助力乡村就业。

微景观还有益于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业。工作人员可

将村落景观、古迹遗址、田园生活场景及乡村风光

等典型的乡土文化要素与微景观进行结合，增强乡

村景观的乡土韵味，强化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与竞争

优势，打造具有乡村文化魅力的美丽乡村，使农村

居民形成更强的文化自信。

（四）完善乡村景观相关的产业链

乡村旅游产业应将中端消费市场视作开发重

点，同时兼顾低端消费市场与高端消费市场，以此

切实关注市场需求。在开发综合化的休闲农业项目

时，相关部门应合理选择所属档次、布局方式、开

发速度与发展规模，以开发地的具体情况为基准，

循序渐进地把控开发节奏，以此避免重复开发、过

度开发的问题，以及资金浪费与客源量过低的不良

现象。

各乡村地区应深度挖掘乡村景观的利用价值，

不仅要在旅游项目中销售农产品或者经过加工的农

产品，还应注重文创产品等其他形式的产品开发工

作，如手工艺品、作物种子、明信片、冰箱贴、文化

衫等，另外，要把握农事节庆、文化民俗，开设各种

创意文化节，创造消费点，以多元化的方式发展旅

游业，促进服务业与农业、加工业的深度融合。

在创新乡村旅游业与景观资源开发路径时，相

关部门还可联合新兴产业，如互联网产业，依托互

联网来展示农家生活、乡村风光、田园景观，打造

优质乡村旅游 IP，扩大乡村旅游项目的宣传推广范

围，甚至可以使乡村风光与民俗走向国际，扩大影

响力。

（五）促进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乡村景观资源后续管理与维护方面的问

题，乡镇地区应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落实对村

容村貌的长效整治工作，通过常态化的整治行为

来增强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乡村文明社会建

设。相关部门应鼓励村民参与景观资源的维护与管

理工作，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与自觉意识，并推

行承包机制，强化社会监督力量。乡镇政府应当完

善环境保护、景观保护方面的法规制度，提高治理

水平，加大对违规破坏景观行为的惩治力度，以此

为乡村景观的持续开发、利用与管理提供不可或缺

的制度保障。景观设计规划领域中的专家、高校相

关专业及行业协会等外部力量也应参与乡村环境、

景观保护工作，结合乡村情况制订合适的专项治理

计划。

四、结论

乡村振兴战略关注乡村社会的经济建设、产业

发展、文化传播、生态保护等多个层面的问题，而

乡村景观对于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生态建设以及文

化传承等活动均具有支持作用。因此，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期间，各乡镇地区必须合理适度开发乡村

景观资源，挖掘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潜在价值，

突出地方特色，以景观资源为纽带，链接多个产业，

为乡村景观管理、保护工作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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