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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路径”论坛
暨《规划师》·广州论坛 (2022)
成功召开

□　赖虹燕

的分论坛则是从此次征文活动所征集的 130 多篇论文
中选取了 6 篇优秀论文，由广州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从化区分局副局长刘禹等 6 位专家作成果汇报。

1主论坛报告

主论坛由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建
军主持，现就报告内容简要摘编如下。

乡村振兴中的制度改革与创新
李兵弟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村镇建设司原司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前副主席)

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强
国的必然，即城市要转型，乡村要振兴，城乡要融合，
资本要下乡。当前的工作重心是从新农村建设到脱贫
攻坚转向全面乡村振兴，以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作
为重要切入点，坚持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三项重点工作和历史文化传承工作。报告主要包
括以下 6 点内容：

天高云淡，秋意渐浓，在这酝酿着丰收喜悦的时节，
由《规划师》编辑部和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华蓝集团股份公司、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白云区分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沙区分局协
办，广西城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规划路径”论坛暨《规划师》·广州论坛 (2022)
于 9 月 2 日成功召开。论坛开幕式由广东省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规划设计研究院 ( 粤建规院 ) 院长李鹏主持，广东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宪川，
以及华蓝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规划师》杂志名誉主
编雷翔分别致辞，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参加了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分为主论坛与分论坛。主论坛特别邀请了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
建设司原司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前副主席李兵弟，广
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雪梅，浙江大学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与生态规划分院院长、浙江大
学物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浙江省新时代乡村研究院副
院长袁康培，以及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研
究员，本土营造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刘兆丰作报告；下午

[作者简介] 赖虹燕，《规划师》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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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成促进县城、县域重点发展的
政策环境。《“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规划》提出，力争到 2035 年乡村
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
代化基本实现，乡村现代化全面发展面
临紧迫感。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
以农村就业为导向、以县城为中心的现
代乡村产业体系，加快城郊与县域内城
乡融合发展，总体把握城乡融合的长期
发展目标，深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与坚
持城乡发展一体化。

(2) 推进国家农村住房制度建设。当
前，城乡国民住房进步巨大，然而城乡家
庭财产差距越拉越大。在此背景下，首先
需要构建起以农村宅基地为主的农民住房
保障体系与以闲置宅基地和空置农房为主
的市场体系 ( 图 1)。其次，明确农村住房
制度建设的 3 个基本点：①农村住房制度
与宅基地制度不要独立推动改革；②农
村宅基地制度、农村住房制度与农村宅
基地使用税制度方案要并行设计与推动；
③抓住一个核心，“宅地剥离”。最后，
要设立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税征收制度。

(3)探索县域层面混合用地使用制度。
从“三调”数据看，建设用地节约集约
程度不够的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要继续
推动城乡存量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完

善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城镇低效用地再
开发政策体系，强化土地使用标准和开
展节约集约用地评价，大力推广节地模
式。研究县域层面城乡建设混合用地制
度改革；全面认识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探索城乡之间农村闲置宅基地的
多种利用方式。

(4) 完善城乡并举的历史文化保护价
值体系。乡村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
任务依然十分艰巨，首先是传统村落成
规模的认定保护较晚、数量偏少；其次
是政府保护资金有限，尚未找到社会资
本进入乡村从事历史文化保护事业的有
效途径；再次是乡土文化的保护与活化
尚未形成系统经验，形式主义屡禁不绝；
最后是城乡并举的国家历史文化价值体
系尚不完善。

(5) 改革城市建设维护税为城乡维护
建设税。主要内容为拓展乡村地区现代
化发展的政府财政资金渠道，即将城市
维护建设税改革为城乡维护建设税；创
新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融资支持模式，降
低政府债务风险；推动支持农村多元发
展的专项金融产品。

(6) 组建国家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委员
会。以“惠农为农富农”和城乡一体化
的公有资产管理为指导方针，研究建立

国家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
乡村振兴中乡村现代化建设必须面

对的发展现实、必须深化的制度改革，
也是乡村规划需要冷静思考、积极面对
的问题，乡村规划可能难以解决这些深
层次的问题，但是可以认识它、思考它、
触碰它，为未来城乡融合的乡村现代化
建设打下规划工作基础，做出规划技术
储备。

基于价值重塑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
及实践
朱雪梅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文
化传承”的重要指示精神，表明了中央
对农村工作和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文化繁荣和文化自
信上升到了关系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伟
大复兴的高度，体现了文化自信在新时
代背景下基础性、深层性、持久性的精
神指引作用。实现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
兴，不仅是责任担当，还是在实现温饱
之后的情感使然。报告以广东省乡村振
兴实践为例，首先简单介绍了广东省的
自然地理环境和在环境中所孕育出的多
元、包容的文化特色 ( 如广府文化、潮汕
文化、客家文化等 )。其次，展现了当地
的典型村落与建筑特色 ( 如粤赣盐米古道
的客家罗盘围、西京古道的杨家寨等 )，
并提出了实现古村落价值保育与再造的
策略：一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取
国外历史建筑、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改造
经验，将其化为己用，如英国莎士比亚
故居保护和国王十字地区改造。二是挖
掘古村落的内涵特色，展现其历史感与
沧桑感。三是串联线、拓展面，整合旅
游规划资产资源。最后，从“引领发展，
促进城乡融合；寻找来时路，促进文旅
融合；铭记历史，促进研学融合”三方

图 1  城乡融合的国家住房制度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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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起以农村宅基地为主的农民住房保障体系，以闲置宅基地和空置农房为主的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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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介绍了梅关—乌迳古驿道、上京古道
等的保护实践，该实践体现了价值重塑
与乡村振兴的完美融合。

未来乡村与共同富裕
袁康培 (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
与生态规划分院院长，浙江大学物联网产业

研究院院长，浙江省新时代乡村研究院副院

长)	

报告首先以“三农”作为切入点，
从长度、宽度、高度三方面探讨其内涵
与外延，引出数字化在农业发展、乡村
建设中的巨大效用。与从农产品发展到
农商品、农礼品再到农艺品的“段位”
相同，乡村建设也经历了从美丽乡村到
数字乡村再到未来乡村的发展历程，未
来乡村是乡村建设的 3.0 版本，是在美丽
乡村生态化与数字乡村数字化的基础上
进行人本化提升，总体来说就是从物质
层面过渡到精神层面。

其次，报告指出数字乡村作为乡村
振兴的升级版，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这五大
方面对乡村建设进行提升，这也表明了
数字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已经逐渐

渗透到各方各面，展现了其不可忽视的
作用。例如，“浙江乡村大脑”是浙江
省数字端口之一，作用范围广，能搜索
到与农业相关的所有事务，极大地便利
了使用者查询信息与办理业务 ( 图 2)。

再次，报告详细阐述了未来乡村数
字化平台的内涵，即“一统、三化、九场
景”。“一统”指的是始终坚持党建统领。
“三化”指的是人本化、生态化与数字化。
人本化体现了村情民意、村规民约和幸福
生活等内涵；生态化即遵循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数字化则彰显了物联网、大
数据等广泛应用的高效便捷。“九场景”
指的是产业、风貌、文化、邻里等未来乡
村中的九大场景，但也可根据各地的实际
情况扩充内容，不拘泥于这九项 ( 图 3)。

最后，报告深刻强调了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性。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
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
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
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共同富裕
现代化基本单元一共有 3 个，分别是未
来社区、未来乡村、城乡风貌样板区。

通过数字化建设打造未来乡村，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路径之一。

乡村现代性之可能与一种规划路径
刘兆丰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研究员，本土营造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报告首先对“现代化”“现代主
义”“现代性”这三个概念进行辨析，
认为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一种持续
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
展的时间观念，并提出乡村振兴思路，
即现代性更新下十对张力的调和与杂
糅，这十对张力分别是个人与共同体、
自由与秩序、理性与传统、进步与守旧、
物质与精神等。现代化的方式能支配传
统的一方进行消解，再采用简单的线性
进步思路来走向现代性，但是在乡村规
划中，简单的线性思路无法适应复杂的
现实情况，需要寻找合理的内核推动现
代性更新，这个过程非一代人能完成，
需要代际发展。

其次，报告介绍了目前贵州省乡村
建设比较成熟的实践探索，一个是红色美
丽村庄试点建设，另一个是特色田园村庄
集成示范。其中，红色美丽乡村建设是基

图 2  “浙江乡村大脑”示意图 图 3  未来乡村数字化平台示意图

“一统、三化、九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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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红色美丽乡村建设技术路径示意图

于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 2020 年 16
号文件《关于开展推动红色村组织振兴、
建设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建强红色村党组织、深入开展红色教
育、建设宜居宜业红色美丽村庄等作为
工作重点的一项实践，其技术路径包括
五方面，分别是落实村庄概况与问题分
析、统筹协调空间规划布局、创新项目
实施示范性、明确重点工作任务和明确
类型、对策、模式及目标 ( 图 4)，并展
示了具体的案例，如发哈村老寨区更新
和猫洞村文创综合体。

再次，报告介绍了社区营造的相关
内容，以黄岗村社区组织及实践为例，提
出社区营造计划，该计划是以环境卫生、
教育、文化、产业互助作为切入点，即通
过生态农业与环保理念引入、学校教育与
村民教育双线并行、乡村文化的整理与展
示，以及建立相应的产业管理制度和分配
机制，实现产业整合，部分收益回馈社区
公益，人、信息、资源合理配置，社区整
体发展，环境与人和谐有序。

最后，报告阐述了《贵州省传统村
落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 )》中特色田园乡村营造导则指南的第
二分册—环境景观营造手册的相关内容
( 图 5)，并以侗族农耕文明最深厚的遗产
体验地—黄岗为例，对其产品型民宿和

长滩民宿主题客栈进行介绍。

2分论坛报告

分论坛由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规划专业总师助理、华建集团上海现代
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
莫霞主持。

在分论坛中，广州市规划与自然资
源局从化区分局副局长刘禹作了题为《部
级试点广东省“点状供地”政策实践及研
究》的报告；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城市设计与规划研究所副总规划师
刘小丽作了题为《基于人本视角的“四位
一体”乡村建设路径探索》的报告；云南
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副主任罗
桑扎西作了题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生
活圈理论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的报告；华蓝设计 ( 集团 ) 有限公司乡村
振兴工作组组长、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姚维
清作了题为《以田园综合体建设开辟山区
乡村振兴之路》的报告；南京大学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副总经
理、南京大学中法城市区域规划中心北京
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研究
中心研究员李晶晶作了题为《半城市化地
区“多元渐进式”的乡村振兴实践》的报
告；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规划研究与事

务中心工程师刘李作了题为《基于行动者
网络的乡村风貌管控策略研究》的报告。

此外，部分专家、领导还考察了东
涌岭南水乡，了解南沙区乡村的基本空
间特征和发展阶段，并受邀出席了由南
沙区管委会、南沙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等政府部门组织的“南沙区乡村振兴发
展”专题研讨会，就南沙区乡村振兴发
展情况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2022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当前全球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
复苏脆弱，气候变化挑战突出，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为
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
大战略需要，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
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此次论坛从乡村振兴中的制度改革
与创新、乡村建设路径、乡村风貌管控，
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与
实践层面的深入探讨、交流，为汇聚知
识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提供了学术平台，
愿能集思广益，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添
砖加瓦。

图 5  环境景观营造框架示意图

• 组织引领社区参与制度创新
• 村庄组织化发展的形式创新
• 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机制创新
• 项目与资金整合的方式创新
• 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方式创新
• 镇 ( 乡 ) 实施项目形式创新
• 村庄参与项目建设方式创新

• 村庄发展定位确定
• 村庄发展对策模式
• 村民主体发展目标
• 集体经济发展目标
• 乡土文化发展目标
• 宜居家园发展目标
• 田园生态发展目标

• 村庄概况
• 人口问题
• 资源问题
• 遗产问题
• 产业问题
• 潜力问题
• 方向问题

• 基于“三调”数据
• 落实“三线”管控
• 依托区域发展
• 科学空间布局
• 明确管控措施
• 用好现状存量
• 预留发展空间

• 明确重点项目
• 落实用地空间
• 落实设计方案
• 落实建设资金
• 确定营造方式
• 保障营造质量
• 综合效益分析

创新项目实施示范性

技术路径

明确类型、对策、模式
及目标落实村庄概况与

问题分析

统筹协调空间规划布局 明确重点工作任务 禾仓 / 禾晾架 / 亭 / 廊 / 石碾 / 水车

古树、公共空间绿化、风水林

道路

院门院墙 柴棚

驳岸

景观建筑、设施小品

果园 篱墙

水井、坑塘

菜园 花园

文化广场 / 健身活动空间 / 儿童游乐空间 ( 现代地域类 )

跳花场 / 踩鼓场 ( 传统类 )

河道、溪流

晒场、晒坝

生活性空间

农具
生产性空间

公共绿化

点绿 前后树

公共景观

宅基景观

村内景观

巷道、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