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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民经济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民在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路上越走越远。
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蒸蒸日上,满足了消费者的休闲需求。 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产业模式,乡村

旅游场所不仅要满足人们对放松身心的需求,同时也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藉此,基于生态环境

保护视角分析旅游村落现存问题,提出旅游村落规划设计的系列对策、方略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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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level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
ple′s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are
 

going
 

farther
 

and
 

farther
 

in
 

the
 

pursuit
 

of
 

higher
 

quality
 

of
 

life.
 

In
 

re-
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has
 

been
 

thriving,
 

meeting
 

the
 

leisure
 

needs
 

of
 

consumers.
 

As
 

an
 

emerging
 

tourism
 

industry
 

model,
 

rural
 

tourism
 

venues
 

should
 

not
 

only
 

meet
 

people′s
 

needs
 

for
 

re-
laxation,

 

but
 

also
 

achiev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
vironment

 

protec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ourist
 

villages
 

and
 

propose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ourist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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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家乐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现如今民族

村落乡村旅游的发展更是犹如雨后春笋,在促进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当地社会稳定、传统文化的弘扬

与保护做出了贡献,甚至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旅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水平提高的同

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甚至产生破坏。
有学者认为,旅游开发应建立在保护原有生态的原

生性、完整性、多样性不被破坏的基础上,进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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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色旅游开发提高居民经济收入。 除此之外,
学者们表明,旅游业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居民收入,提
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大量游客的涌入不仅对

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外地人的文化及

价值观同时也对当地的人文教育、饮食文化等产生

了一定的冲击。 民族乡村之所以能够吸引越来越多

人的目光,除了其文化习俗、信仰、建筑等之外,最打

动人的莫过于游客在此能够与居民互动并深度参与

体验当地人的日常活动。 然而,这些给游客带来新

体验与放松的活动,对当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及环

境等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并改变了当地居

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1] 。

1 村落旅游功能定位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印发的《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指出,民
族特色村寨是民族文化的发源与传承地,承载着民

族文化精髓,是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阵地,是少数民

族生产、生活、社交互动的时空聚落地。 而乡村拥有

丰富的传统建筑及民族文化资源,具有较高的历史、
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2] 。 近年来,传
统民族村落旅游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尤其在振兴

乡村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把握村落的旅游开发功

能、目标已成为各界争相关注的焦点。 李宏认为,旅
游目的地是旅游活动的承载空间,为旅游者提供了

消费平台。 旅游目的地吸引力来自商业化的旅游服

务、非商业化的原始景观和旅游目的地所拥有的独

特氛围[3] 。 藉此,可以把民族乡村的旅游功能定位

为:以合理旅游规划、决策为基础,以民族乡村特色

建筑及民族风俗文化体验为依据,以此开发策划相

符合的旅游产品方案,从而促使旅游者产生新的旅

游动机,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并实现民族传统建

筑的保护性开发,进而为民族经济的发展,乡村居民

的生活水平提高,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做出贡献。

2 旅游村落现存问题

2. 1 乡土自然环境恶化

一些旅游村落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缺乏

针对性的保护规划细则,及保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导致一些村落旅游开发规划不够明确,甚至出现一

些生态破坏行为:(1)由于缺乏相关引导,村民的生

产生活行为得不到有效引导,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

遭到了一定的破坏。 比如,除去生产生活废水的乱

排乱放对环境造成污染之外,一些居民甚至为蓄水

养鱼建造池塘而肆意截断河道溪流。 (2)耕地的肆

意扩张使得林地面积减少,秸秆的焚烧对空气造成

污染等。 (3)由于一些企业或机构的不合理管理或

经营,致使当地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4] ,例如,
河道的硬化、渠化,河流的割裂等都大大破坏了当地

的生态平衡。 (4) 由于旅游开发的需要,道路、桥
梁、酒店、超市、停车场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修建导

致大量林地、草地毁坏,各种环境污染问题纷至沓

来,然而这些问题都没得到有效的解决。
2. 2 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

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大部分传统民族村

落交通状况并不是很好,交通系统尚未完善,很多村

落的道路并未实现全面硬化,一些公路路面较窄,等
级较低且缺乏有效维护,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的

经济发展。 另外,乡村地区大多缺乏健全的排污设

施,生活污水大多自然排放,生活垃圾亦得不到及时

处理,导致环境污染严重,水质恶化。 此外,配套设

施数量少,分布不合理以及覆盖率不足成为一些乡

村地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方面的主要问题。 基础教

育方面如幼儿园、 中小学配套服务设施不够完

善[5] ;民生方面如便民中心及户外活动场所缺乏。
乡村居民的公共空间环境亦受到一定的破坏,比如,
随处可见的违建使建筑物显得杂乱,整个村落的空

间景观性不佳,也给当地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带来

了不利影响。
2. 3 优势传统文化资源埋没

由于受到当地乡土文化资源保护机制不够完善

的影响,乡村文化资源普查、评定等环节相对滞后,
致使一部分乡土文化设施或载体因缺少相应的维护

与修缮而遭到遗忘甚至被埋没。 比如,位于龙王村

地区的古碉楼及一些工业文化建筑等。 乡村特色文

化得不到有效保护或者开发不够合理,被破坏后不

到及时修缮和维护,这将导致特色传统文化的流失。
更有甚者,部分村民私自将文物进行买卖,或者将文

化资源空间占用从事生产生活活动[6] 。

3 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旅游村落规划设计

策略

3. 1 优化空间格局

3. 1. 1 规划生态景观

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开发产品,农家乐自

然村景观的开发要切实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及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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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资源,并尽最大可能保留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原

始性,建造出符合当地独特人文的自然资源景观

(图 1)。 如图 1 所示,农家乐自然村的生态景观湿

地,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使当地生态得到最大

保留。

图 1　 生态景观湿地

Fig. 1　 Ecological
 

landscape
 

wetland

　 　 相较于城市人文景观,农家乐自然村的优势莫

过于其自然的生态环境。 景观的绿化为旅游者提供

了自然和谐的生态旅游空间及短暂的生活空间。 农

家乐自然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以最小限度破坏其本来

生态为基础,合理利用原有的自然资源,如河流、湖泊

等,构建出带有当地特色的独特旅游资源(图 2) [7] 。

图 2　 生态景观桥

Fig. 2　 Ecological
 

landscape
 

bridge

3. 1. 2 整合农业景观

作为旅游村落独有的旅游资源,农田景观是当

地居民对自然进行长期改造的结果。 农田改造的初

衷虽并非为打造旅游资源,然而随着当地旅游业的

发展,农田景观亦可作为当地旅游业的一个重要旅

游资源,且吸引了不少旅游者的目光。 例如,梯田是

由于改造地形以提高农作物产量而产生的(图 3),
同时也作为农业景观,为当地乡村旅游增添了不少

魅力。

图 3　 梯田农业景观

Fig. 3　 Rural
 

terraced
 

agricultural
 

landscape

3. 1. 3 创新聚落景观

在乡村旅游景观不足的情况下,亦可加以创新

(图 4,图 5)。 图 4 所示为鲁家村入口景观,图 5 所

示为革新村入口景观,在原有村入口规模不变的基

础上,通过创新设计,和原有景观加以整合,创造出

独具特色的村入口景观,同时亦为游客提供了良好

的乡村体验。

图 4　 鲁家村入口景观

Fig. 4　 Entrance
 

landscape
 

of
 

Lujia
 

Village

3. 2 营造景观特色

一个景点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并吸引人们前来观

看,一定是是因为这个景点有其独特的魅力与特色。
尤其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要想在众多乡村旅游

景观中脱颖而出,抓住旅游者的目光,营造特色主题

必不可少。 当然,具体的主题该如何设置定是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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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革新村入口景观

Fig. 5　 Entrance
 

landscape
 

of
 

Gexin
 

Village

当地旅游资源特色为基础,以当地文化传统为依据,
打造出属于当地特色的旅游资源。 另一方面,由于

受当地社会经济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乡村大都形成

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 因此,在旅游资源开

发过程中,本土建筑风格需更加突出,以此来区别于

其他村落。 例如,对于山地丘陵地区,可采用自由的

设计风格;对于平坦的地区,可采用“回”字形设计

格局,以此与周围景观形成一体,打造出自身专属建

筑风格[8] 。
3. 3 完善基础设施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 同理,乡村旅游产业

要想取得发展,必须改善道路等服务设施建设。 与

普通农村街道作用不同,旅游乡村的街道不仅要满

足游客的通行需求,还需有一定的观赏性。 比如,在
道路两旁增添一些具有观赏或娱乐性的服务设施,
如花草种植,或提供长凳、自助售货机等供游客休息

或休闲购物,在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破坏的同时,满
足游客的正常出行需求(图 6,图 7)。
3. 4 保护生态

1)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应主要以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当地自然景观,并
保证人文景观不被破坏。 在进行乡村景观设计时,
可以利用具有鲜明特色的景观节点来突出其点缀的

作用,或者利用辐射效应对生态景观的多样性进行

保护[9] 。
2)在开发乡村旅游资源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廊

道建设。 作为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物质流通道,廊
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廊道不仅可以用来缓解生

产生活污染,同时,还具有抗洪减灾、保护生态的

作用。
3)对基质景观加以保护。 生态基质是生态旅游

图 6　 村落内部主路

Fig. 6　 Main
 

road
 

within
 

the
 

village

图 7　 村落内部人行路

Fig. 7　 Pedestrian
 

roads
 

within
 

the
 

village

景区中的关键地区,保护生态基质就是保护了整个

地区生态系统的命脉。 生态基质主要指突出林地和

农田的自然特征[10] ,然而,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景

观规划只注重农田的产业布局,并不在意其生态价

值。 因此,在今后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应重视保护农

田及林地景观[11] 。

4 结　 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

平日益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以前更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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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乡村旅游成为人们休闲放松的首选。 因此,在更

加有效合理地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方面对乡村生态旅

游设计提出了挑战。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希望通过

合理科学的生态空间规划、打造专属特色乡村景观、
完善基础设施及多方位的生态保护等措施,使乡村

旅游能够朝着更加绿色、环保的道路前进,在带动经

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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