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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视角下的乡村精准规划体系研究
—以十八洞村为例

□　尹怡诚，王亚琴，沈清基，成升魁，张邓丽舜

[摘　要 ]村庄规划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关键抓手，而国土空间规划师对于保障村庄规划落地实施、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重点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新时代下村庄规划对规划师的要求，从规

划师视角梳理了乡村精准规划的基本内涵、体系架构等，并以十八洞村为例，从“一个目标”“两大基础”“三种方式”“四

条路径”“五项重点”“六层转变”“七重角色”7个方面构建了乡村精准规划的“金字塔”体系，以期为规划师在规划编制、

管理和决策中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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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of Precise Rural Planning from Planner’s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Shibadong Village/Yin Yicheng, 
Wang Yaqin, Shen Qingji, Cheng Shengkui, Zhang Denglishun
[Abstract] Village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of improving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layout and implementing rural 
construction.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ers are important i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planning, and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relief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rural planning on planners, and the 
connotation, system, structure of precise rural planning. With Shibado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a pyramid structure precise rural 
planning system, consisting of one vision, two bases, three modes, four paths, five key points, six transitions, and seven roles, is 
establishe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lanners in planning compilation,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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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法、过程管理、实施策略、公众参与、“多规合一”、

村级土地利用和乡村振兴规划等 [1-7]，这些研究较多从

规划编制技术或管理层面探讨解决不同阶段的村庄规

划问题，而鲜少有从规划师角度开展的深入研究。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师应运而生，这个全新的职业资格将肩负着新的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强调“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村庄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现

代化发展和精细化治理的首要前提，是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的源头性抓手，是指导乡村建设行动的具体准绳。目

前，村庄规划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很多，研究范围涉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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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使命，同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历史

时期，针对规划编制与实施脱节、建设

监督管理薄弱、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

和传统村落破坏严重等问题，明确国土

空间规划师在乡村工作中的作为、担当

与责任，对于保障村庄规划落地实施、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

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从规划师的角

度出发，融合哲学中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探讨村庄规划工作的体系框架、行为逻

辑、工作重点与实施路径等，同时以湖

南花垣县十八洞村为例，进行驻村规划

师工作的总结与研究，以期为当下从事

规划编制、管理、决策的工作者提供有

益的借鉴。

1村庄规划的复杂性对规划师的

要求

“三农”问题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历朝历代都视为稳定政权、发展民生的

核心问题。乡村地区是粮食安全的根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社会稳定的根基，

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空间演变过程中

发展成为包含自然、经济、文化、社会

等体系的复杂系统，同时乡村发展又因

国际形势、国家政策和技术水平等外部

环境的变化而时刻发生着变化。因此，

乡村问题具有复杂性、动态性等特点，

这对规划师在政策解读、专业背景和技

术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图1)。

1.1学科的综合性要求规划师具有

兼收并蓄的特点

国土空间规划学科具有体系性和综

合性强的特点 [8]，传统的城乡规划或土

地规划知识体系不足以支撑国土空间规

划工作。目前，村庄规划涉及城乡规划、

土地管理、风景园林、环境保护、人文

地理和经济产业等多个专业，学科范围

更广阔、内容更广泛、内涵更丰富，从

相对单一的规划学科向综合的人居环境

学科方向转变，这就要求规划师重新架

构多学科交叉、多专业融合的综合知识

体系，同时需要具备统筹全局、协调管

理及沟通交流的复合能力，以及拥有丰

富的知识储备。

1.2技术的更迭性要求规划师具有

与时俱进的精神

随着5G网络建设及新基建的推进，

信息技术对经济产业发展模式、人们行

为方式、空间使用方式及规划编制方式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村庄规划的技

术体系和标准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

而不断更新迭代，尤其在国土空间规划

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

智能的广泛应用对传统规划技术准则、

编制方法造成了冲击。因此，规划师在

实际工作中不能因循守旧，而需要与时

俱进、转变思维方式，运用新信息技术

辅助规划编制，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提升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1.3政策的阶段性要求规划师具有

融会贯通的能力

自然资源、住建、生态环保、农业

农村、发展改革委等各部委对村庄规划

的要求各有侧重。规划既要落实各部委

政策文件的要求，又要满足乡村自身发

展的需求和村民诉求。在村庄规划实际

工作过程中，规划师需要具备融会贯通

的能力，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从千

头万绪中厘清规划重点和主线。

2规划师视角下的乡村精准规划

体系架构

2.1乡村精准规划的基本内涵

乡村精准规划是以现状问题为导向、

以精准思维为指引、以乡村振兴为目标

的一种新的村庄规划模式 [9]。精准规划

的关键在于引入“精准”思维，这种思

维融合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性及现代

思维的逻辑性，既是一种全局与细节并

重的思维观，也是一种整体与精准统一

的方法论。同时，精准规划也是一种具

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地域性特点的新型

规划理念，是精准扶贫思想在村庄规划

与设计中的具体体现，是乡村振兴战略

顺利实施的有力支撑，是运用规划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

径 [10]。

图 1  村庄规划的复杂性对规划师的要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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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乡村精准规划的“金字塔”体系

“金字塔形结构”源于古埃及王朝

所修建的巨大陵墓建筑物。从数学上讲，

它属于一种角锥体，比较牢靠稳定，不

易变形；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上看，它

可看成是一种从低层逐级上升到最高层

(点)的等级层次系统模型 [11]。因此，“金

字塔形结构”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发展

性两个重要特征 [11]，主要呈现以上统下、

归类分组和逻辑递进关系，其基本结构

为先重要后次要、先全局后细节、先结

论后原因、先结果后过程 [12]。可以说，

“金字塔形结构”是一种科学的结构体系，

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当村庄规划作

用于复杂性、动态性的乡村系统时，乡

村系统呈现出稳定、平衡、可持续的状态，

同时它还能够体现规划师在村庄规划编

制实施、乡村建设和发展过程的不断优

化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取向。

乡村精准规划要真正实现精准，规

划师至关重要，这要求规划师在全要素

整合、全领域覆盖、全过程统筹、全周

期管理中发挥实效。面对国土空间规划

时代的新要求，规划师编制和实施村庄

规划，不只是绘制图底、收集资料，更

是要转变态度与责任、创新方法与路径、

更新技术手段，这是一个层层递进、步

步升华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通过对

村庄规划过程的层层解构和规划师思维

方法的解析，可从工作的目标、基础、

方式、路径、重点、转变和角色7个维

度构建乡村精准规划体系。规划师需在

目标层面明确为什么做，在基础层面了

解如何摸清“家底”，在方式层面确定

秉持怎样的价值观和工作态度，在路径

层面懂得怎么制定科学的工作流程和技

术方法，在重点层面理解规划的核心内

容是什么，在转变层面思考怎么创新思

维方式，在角色层面总结规划师的准确

定位和核心职责。

3十八洞乡村精准规划的“金字塔”

体系

2018年 7月 1日，十八洞村引入湖

南大学设计研究院的驻村规划师团队，

9月与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正式签约，率

先在湖南省建立驻村规划师制度 [13]，做

好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全过程的引导和

服务，实现湖南省首个“多规合一”的

实用性村庄规划。驻村规划师团队在两

年多的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服务过程中，

认真遵循并深刻理解精准扶贫的思想，

充分调查研究、找准问题、把握重点、

不断思考，通过村庄规划助推精准扶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行了一系列精

准规划的探索实践，形成了一套乡村精

准规划的做法与经验。下文从规划师视

角的7个方面构建十八洞乡村精准规划

的“金字塔”体系，其中包括“一个目标”“两

大基础”“三种方式”“四条路径”“五

项重点”“六层转变”“七重角色”，

从而搭建起十八洞村村庄规划的“金字

塔”体系(图2)。

3.1始终坚持“一个目标”

精准扶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

贫攻坚最鲜明的特征，为全球减贫事业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精准扶贫

的提出，使十八洞村成为中国脱贫攻坚

史上一个具有“地标”意义的地方 [14]。

2018年 3月，习总书记指出，推动乡村

振兴健康有序进行，要规划先行、精准

施策。而后习总书记在2019年 3月再次

强调，要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编

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

十八洞村作为国家关切、社会关注、

群众关心的精准扶贫首倡地，应行首倡

之为，发首倡之声，其村庄规划作为未

来乡村发展的目标、框架与准绳，肩负

着探寻可复制、可推广发展道路的重任，

可谓意义特殊、目标明确。

3.2摸清规划的“两大基础”

乡村精准规划要做到因地制宜，首

先要夯实“两大基础”。规律是认识事

物的根本，空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规

划师应牢牢把握住乡村演进规律、挖掘

乡村空间特色，才能为规划打下坚实的

基础。

3.2.1摸清乡村演进规律

过去的十八洞村交通闭塞、资源短

图 2   十八洞乡村精准规划的“金字塔”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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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地质灾害频发、生产条件落后，长

期处于贫穷困境。当地广为流传的苗歌

“三沟两岔穷疙瘩，每天红薯苞谷粑，

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

就是十八洞村人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

脱贫后的十八洞村，其基础条件明显改

善，村民内生动力显著提高，乡村旅游

项目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面对翻天

覆地的变化，如何把握乡村的演进规律，

将直接决定规划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因

此，规划师搭建了人地关系、人居关系、

人际关系、村际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研究

框架，从5个方面进行调研、分析和总

结(表1)。

3.2.2挖掘乡村空间特色

挖掘乡村空间特色的关键在于提取、

解译有价值、可传承的空间基因。研究

空间基因不是简单分析单一的窗户和建

筑构件，而是采用类型学与图式语言结

合的方法，提炼可传承发展并能适应新

的功能需求的乡村基因。规划师从区域

空间结构、聚落空间形态、街巷空间尺

度、建筑类型和文化标识5个方面提炼

了十八洞村的空间基因，这对于乡村村

容村貌的改造，以及新村部、感恩寨等

村寨的详细设计和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导

控作用。更重要的是，规划师不仅仅只

是研究十八洞村，还进一步将范围扩大

到湘西地区，从更为宏观的区域层面收

集大量的数据及海量的信息，再进行整

体分析、总结提炼，形成村庄规划所需

的精准底图。

3.3规划工作采用“三种方式”

首先，规划是“用脚丈量”出来的。

规划不是只在电脑前闭门造车做出来的，

而是要走出办公室、走进乡村，用脚步

丈量每一寸土地，在田间地头、村民家里

做设计。在对十八洞村进行规划设计及落

地建设的过程当中，近30名驻村规划师

入驻十八洞村，进行“查资料、问历史、

知文化”，足迹遍布十八洞村9.34　km2

的每一寸土地。十八洞村整个村域森林

覆盖率达到78％，大部分是人迹罕至的

区域，规划师走到路的尽头，用镰刀开路，

徒步近10　km的山路，穿越原始次森林，

爬上了当地海拔最高(1　009　m)的莲台山，

走下了海拔最低(435　m)的夯街峡谷，深

入到无手机信号、暂未开发完全的十八

洞溶洞，全面探寻十八洞村的地形地貌。

其次，规划是“用嘴交流”出来的。

规划师用真情走访农民群众，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真正让村民成为规划编制的

主角、规划设计的主体及规划实施的主

力 [10]。在从规划调研、设计到方案出炉

的整个过程中，规划师走访了村里的每

一户村民，发放了239份调查问卷，深

入了解苗家山村村民的诉求。十八洞村

村民全是苗族，部分村民只会苗语，在

遇到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规划师请村干

部或其他村民当翻译，甚至还学会了几

句苗语，顺利完成了入户调研。为了让村

民认识规划、了解规划、参与规划和落实

规划，规划师还召开多次村民大会讨论

规划，在田间地头讲解规划，以公示张

贴宣传规划，通过举行活动推行规划。

最后，规划是“用心描绘”出来的。

为了让村民、游客群体能更直观地读懂

规划，规划师专门编制了村民读本和村

游手册。其中，规划师在村民读本中运

用当地的语言习惯和词汇表达，经过反

复打磨，把专业术语转译成村民看得懂、

读得通的文字；在村游手册中则通过手

绘把复杂难懂的规划图转变成为简单有

趣的绘画图。同时，规划师还通过精心

设计折页，使村民读本和村游手册“打

开好看、折合好拿”，把规划变成村民、

游客可随身携带的“口袋本”。

3.4落实规划工作的“四条路径”

在十八洞乡村精准规划中，规划师梳

理了价值“链”、文化“脉”、技术“流”、

机制“线”4条工作路径，这四条路径并

行交织、呈螺旋状贯穿于规划编制、实

施的整个过程，对后续的详细规划、专

项设计等具有指引作用。

3.4.1统一价值“链”

十八洞乡村精准规划采用了“多方

类型 关注重点 关系特征 规划启示

人地

关系

农业生产

问题

十八洞村山多田少，土地分散，不适合发

展规模化、机械化农业；农业产业规划应

重点关注的不是土地开发数量，而是土地

开发质量

规划师应采用新技术、新方式和新

理念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提升土地

价值是规划的重要任务

人居

关系

人与房屋

的关系

部分苗族人民为躲避战乱，通常会选择易

守难攻的地势安营扎寨，从而使苗族建筑

呈现出依山就势、瓦屋相连的特点，体现

了传统的居住智慧

规划师应重点解决传统村落特色保

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使苗族村寨

风貌在协调统一的同时又能满足现

代功能使用的需求

人际

关系

村民诉求

和基本利

益

全面调查全村239户每一户村民的家庭信

息、发展诉求等情况，并详细调研全村的

空置房情况，包括空置原因、位置等

规划师要充分了解乡村的血缘、亲

缘关系，研究村民与其他参与主体

的利益联结机制，从而实现共赢

村际

关系

区域整体

发展的问

题

从就村论村来看，十八洞村势单力薄，其

发展潜力存在局限性；把十八洞村放在一

个区域层面来分析，链接周边丰富的自然、

人文资源，将迎来全域旅游高速发展的时

期

规划师应具有区域整体发展的思维，

找准区域核心竞争力，握指成拳形

成区域品牌，通过品牌影响力带动

区域产业发展

城乡

关系

城乡之间

人员的流

动与物质

的流通

随着十八洞村所在区域就业条件、创业环

境的改善及城乡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口流

动更加近域化，村民更多选择在离家较近

的城镇(双龙镇、吉首市、花垣县 )就业

规划师应关注城乡之间的物质流通、

信息互动、人员交流和设施共享的

情况，使乡村在城乡融合的大环境

中寻找发展契机、抓住发展机遇

表 1  十八洞村乡村演进规律特征及规划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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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共同缔造”的理念，搭建以村民

为核心，以规划师为主干，驻村工作队、

地方政府部门、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等

共同参与的互动平台(图3)，充分发挥

集体智慧，凝聚价值共识，促进十八洞

村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全过程组织”及“全

方位统筹”[9]。

规划首先是一个共绘蓝图的过程。

十八洞村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

机构均密切关注的地方，对于十八洞村

的发展方向，各方参与主体意见不一，

部分认为要大力发展产业经济或乡村旅

游，部分则认为重在保护传统村落和绿

水青山。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

系，成为十八洞村蓝图绘制的焦点。规

划师通过充分研判区域发展及村庄现状，

经过与政府部门、村委和各职能部门的

多轮讨论，最终达成共识，提出契合

十八洞村整体发展规律的四大规划目标，

即精准扶贫首倡地、传统村落保护地、

乡村旅游目的地和乡村振兴示范地，并

为实现目标制定了近远期重点项目库。

规划更是一个共同缔造的过程。在

风貌改造、新寨选址和道路选线等涉及

村民切身利益的规划项目上，规划师需

要针对村民的个性需求开展规划设计。

随着十八洞村游客数量的快速增长，餐

饮配套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

村里谋划建设第一家村集体自主建设和

经营的餐厅—思源餐厅，定位为以旅游

团餐和政务接待为主，与村民自营的农

家乐形成差异化发展。从餐厅设计、建

设到运营，村支两委负责筹备安排村集

体资金作为餐厅建设资金，规划师负责

整体规划设计和功能布局，当地工匠参

与餐厅施工(采用当地传统建筑技艺进行

建设)，村民参与餐厅运营，并成为餐厅

厨师、服务员等，实现家门口就业。

3.4.2延续文化“脉”

乡村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又

是农村居民的精神之源。如何重塑乡村

文化、发展好乡村文化，成为当下乡村

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规划中如何

将乡村文化“鲜活化、空间化、事件化”

值得探索。十八洞村的空间结构具有多

重内涵和特征：一方面是天然的山水格

局。村庄被群山、峡谷簇拥，以西边莲

台山、东边高名山为“衣”，以十八洞

夯街峡谷为“裙”，4个苗寨村落依山傍水，

坐卧在天水合一的山水格局之中，可以

说是“崇山连绵、峡谷交错、彩带梯田、

苗乡画卷”。另一方面是彰显苗族特色

的文化内涵。苗族神话传说中的蝴蝶妈

妈是苗族人共同的祖先，蝴蝶图腾是苗

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十八洞村“一谷两山”

的自然空间形态酷似蝴蝶，与苗族文化

的蝴蝶图腾相得益彰，而十八洞村正是

引发中国乡村蝶变的地方，其“精准扶贫、

图 3  十八洞乡村精准规划多方主体参与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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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的乡村精准规划重点任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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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中国”的规划理念体现了空间形态

与时代特征、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

3.4.3创新技术“流”

规划师坚持“多规合一”，积极梳

理“三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

农田保护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和公

益林规划等多项规划之间的矛盾，结合

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处理矛盾冲突的办

法。在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永久基

本农田底线不侵占、生态用地数量不减

少及功能不降低的前提下，允许耕地、

园地、林地等之间进行空间置换和布局

优化。

规划师对全村进行“地毯式”摸排，

精准调查规划现状，深入听取群众诉求，

全面梳理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建设边界线和传统村落核心保

护范围“四线”的管制要求，以及生态空

间、农业空间和建设空间“三区”的归类

指引。考虑到项目的不确定性及“三线”

各项基础数据还处于调整期，规划不仅预

留了弹性指标，还一直跟进修改与调整。

3.4.4规范机制“线”

十八洞村建立了湖南省首个驻村规

划师制度，成立了驻村规划师团队与驻

村工作坊，坚持“陪伴式”规划，在规

划管理中通过成文法与习惯法相结合的

方式加强约束力。一方面，成立建房理

事会，确定建房协管员，制定建筑风貌

保护、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收集等管理

制度；另一方面，制定村规民约，在节

目表演、知识抢答等活动中提高村民的

认同感。

3.5抓住规划的“五项重点”

规划师只有精准抓住村庄规划的重

点，才能真正牵住乡村发展建设的“牛

鼻子”，高质量、高效率、有力有序地实

施规划内容，实实在在地取得规划实效。

面对乡村振兴的发展要求，针对十八洞

村的现实诉求，规划师应从产业发展、

人居环境提升、文化保护与传承、旅游

发展和乡村治理5个方面因地制宜、因

村制宜，把握规划工作的重点内容(图4)。

3.5.1拓展发展思路，促进产业兴旺

十八洞村土地资源稀缺，分布碎片

化，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如何

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发展产业，是十八洞

村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此，规划师提

出“一廊连两翼，六寨齐一心”的蝶形

空间结构，主要推动以“U”形山水景观

廊道串联的莲台山生态休闲区和高名山

农旅产业区“两翼齐飞”、全域发展，

推动以精准扶贫首倡地梨子寨为中心的6

个传统苗寨齐心齐力、共同致富 [10]。

依托十八洞村的产业基础和资源条

件，规划师积极探索基本农田的高效性、

复合性利用，提出发展生态农业、乡村

旅游两大主导产业，并制定了产业准入

负面清单。在确定产业发展目标后，为

落实用地，规划师充分挖掘村庄建设用

地可利用的潜力，对空闲地、低效建设

用地、“一户多宅”进行梳理和评价，

将空闲地调整为旅游服务用地。同时，

规划师积极利用试点村的政策优势，在

县域范围内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

(减量规划)的前提下，为十八洞村申请

村庄建设用地指标跨乡镇平衡。此外，

考虑到十八洞村的区域带动作用，规划

师导入区域公共设施用地，为十八洞村

田园综合体、国际减贫交流基地、干部

党性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研学教育基地等

一批区域性项目预留发展用地。

3.5.2尊重苗寨特色，美化人居环境

十八洞村是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

统村落，其传统苗居建筑是独特的乡村

文化遗产。规划师应坚持保护苗族特色、

保存苗寨风情及保持苗居风貌的原则[15]，

不大拆大建，不贪大求洋，做到既美化

人居环境，又提升生活品质。

在乡村建设中，规划师尊重历史格

局，保持街巷肌理，做到依山就势、就

地取材。民居构架均使用木材，民居围

护材料有砖、页岩、杉木板、夯土(土砖)

和藤编墙等多种类型，村落整体色彩以

石头的青色为基础，以生土的黄色为主

体，以瓦片的深灰色为补充，使整个村

落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 [16]。规划师采用

“建房图集”形式明确新建房屋的风格、

层数、材料和色彩等，同时制定房屋建

设和风貌保护管理制度对建房行为进行

控制与引导。例如，在民居改造实践中，

规划师以6栋不同类型的民居作为示范，

引导村民改造农房。在环境整治中，规

划师对道路、庭院、公共空间和标识标

牌等进行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风

格、统一实施，打造村庄美化、道路绿

化、街巷亮化及庭院净化的生态宜居环

境；制定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收集与处

理等管理制度，全面完成“五改”(危房

改造、改厨、改厕、改浴、改圈)和“六

到户”(水、电、路、房、通信、环境治

理)工程。经过整治，村容村貌为之一新，

水电路网一应俱全，屋外鸟语花香如画，

屋内干净整洁舒适，实现了“新旧两相宜、

景村成一体”[17]。

3.5.3挖掘传统文化，留住“醉美乡愁”

湘西地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文

化厚重，十八洞村作为湘西典型的苗族

聚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

规划师注重延续文脉，重视对传统文化

的整理与创造发展，重点保护以苗歌、

鼓舞为代表的民间戏曲，以赶秋、过苗

年为代表的民间节庆，以苗绣、腊染和

挑花为代表的民间工艺，以苗族接龙、

祭祀为代表的民间习俗，以及以酸鱼、

酸肉为代表的民间特产；注重葆有文气，

通过“携手同心、洞创未来”的Logo，

强化了村庄形象，创造了独特标识；在

村庄空间结构布局、产业规划和村寨设

计等环节植入文化内涵，在新村部、精

准扶贫广场、感恩坪、寨门和景观小品

等的设计中引入文化基因；注重开发文

创产品，通过高铁主题苗绣、民族特色

商品等文创产品进一步传承苗族传统文

化，弘扬精准扶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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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打造旅游名片，推动农旅发展

十八洞村地形起伏较大，农田较少

且呈碎片化，不适宜发展规模农业，经

济上较为落后，但同时山区自然资源丰

富，且因交通不便较少受外界影响，保

存了原始、奇特的自然景观和原汁原味

的淳朴民风，这将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

后发优势。规划师注重发挥自然与人文

旅游资源优势，围绕产旅结合、农旅融

合和文旅配合，大力发展红色、绿色和

古色旅游，打造3条主题旅游线路，使

之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把红色

旅游当作生命线，讲好精准扶贫的中国

故事；把绿色旅游做成风景线，将“小

张家界”独特的自然景致呈现在世人眼

前；把古色旅游变成记忆线，使传统民

俗文化绽放出璀璨光芒 [17]。

3.5.5树立文明乡风，焕新精神面貌

在十八洞乡村精准规划编制与实施

中，规划师通过逐户访谈、问卷调查、

村民大会、火塘会议和堂屋会议等形式

了解村民的想法与诉求，让村民主动了

解规划、参与规划、实施规划。

一是加强对村民的思想引领，通过

规划激发村民精准精细、自立自强、敢

闯敢拼、创新创造和互助互帮的精气神，

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

一股绳”，共建美好幸福家园；二是加

强对村民的教育培训，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组织引导村民了解乡村振兴、

乡村建设的新政策、新理念，同时通过

系列培训，让村民在农业产业、乡村旅

游等方面掌握一技之长，走出脱贫致富

的新路子；三是加强对乡村的基层治理，

将土地管理、产业准入、建房管理、环

境整治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规划专业内

容纳入村规民约、村民读本中，让村民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有制可依、有规可守、

有序可循 [17]。

3.6实现规划的“六层转变”

一是在规划过程中实现了从以往的

规划与建设脱节到“精准规划作引领、

乡土营建寻乡愁、在地文创出特色”的

全过程规划模式的转变 [18]。通过引入规

划设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强调驻村式

工作、多专业协同、全过程服务，并通过

顶层设计、系统谋划、精准传导、制度管

理和计划实施，实现了“一张蓝图干到底”。

二是在调研方法上实现了从常规的

资料收集方法到分析乡村演进规律、提

炼聚落空间基因的全时空调研方法的转

变。通过乡村演进规律分析，可以从历

史角度精准把握村庄规划的目标定位和

乡村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空间基因库

构建，可以在空间角度协调乡村空间与

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关系，

促进乡村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在建设理念上实现了从片面的

“艺术乡建”理念到“讲土气不讲洋气、

讲小气不讲大气、讲人气不讲名气”的

“乡土优建”理念 [18] 的转变。规划师基

于十八洞乡村精准规划提出了“乡土优建”

理念，即以建筑学乡土营建理念为基础，

通过扩展其乡村社会学、经济学、地理

学和景观学等内涵，融入生态文明、美

丽乡村等愿景，以提高乡土营建的科学

性、地域性和生态性，建设新型乡村。

四是在发展思路上，实现了从单纯

的就村论村到“跳出十八洞发展十八洞

村”、实现区域资源联动的全域品牌共

建思路的转变。镇村联动、区域联结是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乡镇是实

现县域乡村振兴的最经济、最高效的单

元 [19]。规划突破单个村庄的行政范围限

制，链接周边具有地理连续性、文化趋

同性、资源互补性和设施共享性的乡村

或集镇，通过优势互补、功能协同，形

成以十八洞村为核心的区域品牌，凝聚

发展合力。

五是在管理手段上实现了从传统的

人力踏勘到结合倾斜摄影、三维扫描、

数字沙盘、手机APP和门户网站的十八

洞村数字化平台建设的转变。数字乡村

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

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可以整体带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强大动力 [20]。十八洞村数字化平台

的建设为规划实施和乡村治理提供了数

字化服务，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了良好

基础。

六是在成果形式上实现了从单一的

规划文本到针对不同受众的“四册”文

本成果及“两图、一则、四表、一约、

一说明”的分众化规划成果的转变。“四

册”即村庄规划工作过程与技术说明、

村寨设计、村民读本和专题研究；“两图”

即综合规划图(以不同色块直观地展现未

来一段时期内全村的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格局)及规划示意图(简明易懂地展

示村民建房布局和设施精准分布)；“一

则”即管制规则，让村民一看即知道什

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干；“四表”即规

划目标表、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近期

建设项目一览表和传统村落保护规划要

素一览表；“一约”即村规民约，采用“四

字经”形式，通俗易记、朗朗上口；“一

说明”即规划说明，提纲挈领地指出规

划重点和技术要点。此外，规划师还将

大部分建设项目细化到了施工图层面，

工程单位、乡村工匠及村民可按照图册

精准开展村庄建设工作。

3.7扮演驻村规划师的“七重角色”

驻村规划师将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责任重大，在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中，

驻村规划师应扮演好的“七重角色”：

①绘制远期愿景的技术员，紧扣发展问

题，切合乡村实际，谋划发展蓝图，绘

制美好愿景，成为村庄规划编制的核心力

量；②凝练村民诉求的传递员，充分协调

好村民与各方参与主体的关系；③审慎

规划决策的建议员，从专业素养出发，

提出村庄规划实施与管理的相关政策和

制度建议；④推进项目实施的监督员，

实时监督并反馈规划实施和项目建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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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确保乡村按照规划不打折扣地实施建

设；⑤荟萃社会资源的输送员，在乡村建

设的各个阶段输入匹配的社会资源；⑥优

化在地模式的研究员，摸清乡村发展的

演进规律，挖掘乡村的空间特色和基因，

优化在地规划模式；⑦延续乡村文化的

宣传员，向村民、社会组织等解读乡村

的核心价值，使其树立正确的乡村认知。

4结语

驻村规划师是乡村规划和乡村振兴

过程中的新生力量，其在乡村现代化发

展中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 [21]。十八洞村

乡村精准规划“金字塔”体系的构建与

实施，为驻村规划师开展乡村规划工作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时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正陆续开

展，村庄规划已全面铺开，全面推行驻

村规划师制度成为必然趋势。为保障村

庄规划的落地实施，助推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针对驻村规划师岗位

职责不明确、专业能力不足、制度建设不

完善和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未来可考

虑从以下方面建立和完善驻村规划师制

度：首先，应统一驻村规划师选聘机制，

如从学历、专业和工作经历等方面明确

驻村规划师的选聘标准；其次，应明确

驻村规划师的工作职责，如提供技术服

务、参与规划决策、指导规划实施和开

展规划教育等；最后，应对驻村规划师

进行监督与管理，确定科学合理的薪酬

待遇制度，执行严格的考核管理制度。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当代规划师

在国土空间重塑、乡村振兴起航的大背

景下应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在知行合

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乡村工作是一个交

流、引导、分享和学习的过程，既需要

规划师耐心倾听，又需要规划师别具巧

思和具有匠心，用专业知识和青年的想

象力去改变乡村、创造乡村；需要规划

师建树功勋，要有雄心，要敢于弄潮、

敢于奉献，敢于牺牲。同时，规划师还

要有一颗“打持久战、打攻坚战、打阵

地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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