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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城市背景下城郊乡村地区转型路径研究
—以成都新都区香城乡村片区为例

□　彭　耕，金　可，邱建维，阮　晨，唐　鹏

[ 摘　要 ] 随着公园城市理念的全面推广和《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的批复，成都有待在全国
率先推动城乡发展方式、营城路径等的多方位变革，发挥新时代城市转型发展的示范作用。在此背景下，结合公园城市理念要求，
成都不仅需在空间范畴上突出全域全要素，全面探索城市化发展地区与乡村郊野地带等不同空间的公园城市表达方法，还应
该针对城镇化发展中的复杂地区与过渡地带进行深入探索，研究此类地区在公园城市理念下的转型发展路径。城郊乡村地区
为介于城区和乡村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与枢纽链接地带，在城镇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城镇化发展新阶段亟待解决的

“痛点地区”和未来公园城市建设的主战场，极具新路径探索价值与转型示范意义。文章基于公园城市理念要求，从总体认识、
营建理念、发展逻辑、空间模式、生态与农业价值转化五个方面提出城郊乡村地区规划建设思路的转变，并结合成都新都区
香城乡村片区相关规划实践，探索规划建设转型路径，以期为新时代的城市转型发展规划提供一定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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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urban Countryside Transition Path in Park City Development: Xiangcheng Area, Chengdu/Peng Geng, Jin Ke, 
Qiu Jianwei, Ruan Chen, Tang Peng
[Abstract] As the concept of park city is being promoted and the Chengdu Park City Construction Master Plan Under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is approved, Chengdu may become a forerunner in new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xploring ways of park 
city construction for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suburban areas since they are transitive and complex areas connecting city 
and countryside, and worth exploring new paths and new models. Based on park city concept, the paper proposes transitions of 
suburban countryside i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overall recognition, construction concept, development logic, spatial model, 
ecological and agricultural value. With the case of Xiangcheng area planning practice,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ransition path 
is explored for the urban development transi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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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变革，发挥新时代城市转型发展的示范作用。在此
背景下，结合公园城市的理念要求，成都不仅需要在
空间范畴上突出全域全要素，全面探索城市化发展地
区与乡村郊野地带等不同空间的公园城市表达方法，还
应该针对城镇化发展中的复杂地区与过渡地带进行深入
探索，研究此类地区公园城市理念下的转型发展路径。

城郊乡村地区为介于城区和乡村地区之间的过渡

0 引言 

2022 年上半年，随着国务院批复同意成都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及三部委发布《成都建
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公园
城市建设成为成都未来城乡发展的核心主线。成都有待
在全国率先推动城乡发展方式、营城路径等方面的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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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与枢纽链接地带，在城镇发展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城郊乡村地区
因优良的地理与交通区位条件，一般与
城区之间会形成要素的频繁流动与系统
的多维交互，在发展上具有较强活力；
另一方面，受城区的外延扩张影响，城
郊乡村地区一般又呈现出人口构成的多
元性与复杂性、产业经济发展的“非正规”
性与低端化、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的无
序混乱化、传统形态风貌及乡愁文脉的
断裂与不断重构等系列特征，发展矛盾
众多，成为城镇化发展新阶段亟待解决
的“痛点地区”和未来公园城市建设的
主战场，极具新路径探索价值与转型示
范意义。因此，本文根据公园城市理念
的导向要求，探索城郊乡村地区规划建
设的转型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城市转型
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公园城市背景下城郊乡村地区
规划建设思路的转变

1.1 总体认识：从“过渡低价值地带”
向“公园城市试验田”转变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城
郊乡村地区作为“城”与“乡”的过渡地带，
在用地与功能布局、产业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生活品质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低
价值”属性，一般在空间意象上呈现“不
城不乡”状态、在产业经济结构上呈现“半
城半乡”状态、在村民就业生活上呈现“半
农半城”的过渡状态等。受到城市要素
单向输出的影响，城郊乡村地区的城乡融
合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极为有限，而公园城
市理念更为强调“三新一高”①的城乡发
展观，更加注重全域全要素的统筹融合关
系与高质量一体发展的导向。城郊乡村地
区因其区位的战略性与问题的复杂性，可
成为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的最佳试验田与
践行地。因此，在城市发展的新阶段与
城镇化下半场，应强化城郊乡村地区与
城市之间在空间上有机关联、在要素上
双向互动、在产业功能上共生互补，真
正实现城乡的高度融合与共荣共生，形

成和谐有序的“城乡大美公园”城市空
间形态。

1.2 营建理念：从“扩张非正规经济
规模逻辑”向“坚守大生态观与
大粮食安全观”转变

城郊乡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因区位
条件优势、廉价要素资源优势以及产业
准入门槛低等，形成了不同于城市产业
的较大规模的“非正规经济”②，其业态
较低端，多为城市相关产业链的从属与
配套，土地节约集约水平与产出效益较
差。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毗
邻城镇的快速扩张，在单纯经济利益价
值驱动下，城郊乡村地区的“非正规经济”
规模不断扩张。新的发展时期，在公园
城市理念要求下，城郊乡村地区一是应
更加注重彰显公园城市“生态兴则文明
兴”的城乡文明观，把保护好自然生态本
底放在首位，从城乡一体角度构建尊重大
区域自然地理格局和“山水田林湖草沙一
体化”的生态体系，建立贯联城乡的生态
廊道与通风廊道等，将城市及近郊村镇
的建设空间都放置在“大生态公园”中；
二是应彰显“顾大局”“算大账”的“大
粮食安全观”，保护好良田沃土，传承
好传统农耕文明，注重城郊乡村地区的
粮食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本质属性，遏制
非农化与非粮化倾向。

1.3 发展逻辑：从“产—村—人”
向“人—村—产”转变  

公园城市理念极为强调“以人民为
中心”的城乡价值观，因此应引导城郊
乡村地区从单纯经济利益导向转化为以
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为
首位，先期营造优美、淳朴的“乡村大
美田园”与生活生产宜居环境，以便利
的交通、相对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低廉的
生活成本吸引村落年轻人群的回流，以
及现代农业人才、新农人等人才的聚集，
并打破行政区藩篱，推动乡村经济区发
展，以农业本质功能为核心推动村镇工
业与乡村旅游等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城郊乡村地区区位价值最大化与区
域发展综合效益最大化。

1.4 空间模式：从“粗放式布局”
向“分层次精细治理”转变

过去城郊乡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虽
有规划蓝图描绘，但“一刀切”式规划
较多，系统性谋划相对不足，规划环节
与建设发展、项目运营、村镇治理等前
后端均产生脱节现象，连贯性与指导性
较差。公园城市理念强调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等的协同共进。
在新导向下，城郊乡村地区应提升规划
的精细化程度与要素匹配程度。一是根
据空间复杂性，按城区距离和受城区要
素影响程度等，划分毗邻城市集中建设
区的近城发展地区与受城区要素影响较
小的传统村庄发展地区，并进行分层次
规划与精细化引导；二是进一步强化人
的需求与土地、产业、设施等各类资源
要素供给之间的高效匹配，按土地集约
节约趋势精准核算各类用地规模，强化
土地资源的集聚与高效利用；三是优化
人与聚居点、公共服务设施等的匹配关
系，面向不同人群的需求进行精细化规
划，强化资源要素的精准投放、公园城
市景观风貌的良好营造等。

1.5 生态与农业价值转化：从“净
投入与单一价值”向“价值创造性
转化”转变

公园城市理念强调“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不断推动城市地区与乡村
地区生态价值乃至农业价值的转化。在
公园城市理念要求下，城郊乡村地区一
是通过营造与城市贯联相通的绿色生态
空间，提升区域宜业宜居的环境品质，并
集约化、集聚化布局村镇建设空间，拉动
综合价值的提升，形成生态投入与集体
土地价值之间的反哺互动；二是围绕绿
色生态空间，在周边植入新业态与新消
费场景，利用其与城区人流的密集交互
等活力优势推动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以
旅游收益、碳汇收益等反哺绿色生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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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三是强化农业空间，在彰显其基本
农业生产价值的基础上，结合近郊区位
优势，突出农业空间的参与性与景观性，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依托，以乡村绿道
为链接，强化现代化农业景区、现代化
农业园区的打造和农业大地景观的营造，
提升居民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感知度与参
与度，实现近郊农业空间效能的最大化。

2 成都新都区香城乡村片区概况

香城乡村片区位于成都中心城区之
一的新都区城区外围，包含军屯、斑竹园、
桂湖等 6 个镇 ( 街道 ) 的乡村地区，总面
积近 190　km2( 不含开发边界 )，常住人
口达 26 万余人。片区紧邻新都城区，城
乡间边界接壤长度近百公里，属于典型
的城郊乡村地区。

从资源禀赋来看，香城乡村片区为
成都平原都江堰精华灌区的重要部分，
呈现“平原沃野、广田散林”的自然地
理格局。从交通区位来看，天府大道北
延段等多条交通干线穿境而过，市域铁
路在片区内设有多个站点，片区与城区
之间的联系方便快捷。从产业发展特征
来看，片区乡镇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活
力较强，“多小散”的乡镇工业占据经
济主导地位。香城乡村片区作为新都城
区乃至成都北部片区的乡村“后花园”，
其现代农业与乡村体育文旅产业特色也
初步显现。从人口变化特征来看，由于
片区产业兴旺发展，对周边县市人口的
吸附力较强，呈现人口持续净流入态势，
人口结构较复杂。

香城乡村片区作为极具代表的近郊
乡村地区，从总体格局来看，在城区快
速扩张的影响下，城乡空间相伴相生，
乡村地区伴随城市拓展而快速开发建设。
由于缺乏统筹，片区城乡建设用地散乱
分布，呈现典型的“城乡粘连、夹道建设、
功能混乱”的特点，土地利用格局散乱
无序，生态区域与农业空间保护亟待加
强 ( 图 1)。从用地空间来看，片区国土
开发强度高达 33％，资源利用低效化、

分布碎片化现象突出。从产业发展来看，
现代农业规模不足、产出效益不高，现
状乡镇工业多为家具建材制造、服装加
工、物流仓储等城区外溢低端产业，乡
村文体旅游等新业态有待进一步培育。
从村民宜居生活水平来看，基于片区与
城区、中心镇距离的远近及不同村落人
口结构差异等，村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呈
现圈层分异特征，设施供给资源富余与
不足现象并存。从乡村风貌文脉来看，
城市元素过度影响片区传统村落形态，
如城乡交界处破旧厂房仓储与生活空间
交织，乡村风貌不明显且观感较差，特
色减弱与传统文脉断裂问题凸显。

3公园城市背景下香城乡村片区
规划建设转型路径

按照公园城市理念涵盖的“三新一
高”的城乡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
城乡价值观、“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城乡
文明观等丰富的内涵要求，基于公园城
市背景下城郊乡村地区规划建设思路的
转变，结合香城乡村片区的现状特征与
问题，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探索其规划建
设转型路径。

3.1 强化生态、粮食“双安全”，
重建公园城市近郊乡村地区新格局
3.1.1 锚固公园城市城乡生态本底
格局，贯通城乡生态廊道

保护自然生态要素，全面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要素，在
布局城乡空间时避让生态底线，是实现
公园城市城乡空间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
一是塑造城乡生态本底格局。规划根据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
性评价，保护五龙山、木兰山等生态价
值及敏感性“双高”区域，塑造“两廊、
两带、两脉”③的空间本底。二是完善贯
通城乡的生态廊道，打通城市通风廊道，
维育精华灌区的水网格局。规划范围涉
及成都北部两条一级通风廊道，为解除
廊道内存在较多工矿及仓储用地的生态

保护隐忧，规划提出对风口地带实施规
划管控，以“减开发、治污染、降高度”
的方式管理风廊区域内的开发建设与空
间形态，要求一级通风廊道宽度不小于
500　m，严控污染产业，逐步腾退现状污
染企业，打通阻碍廊道连通的关键节点，
并要求区域内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筑高度
不大于 12　m。同时，为维育岷江、沱江
水系重要的水网生态基底，规划顺应“水
网绕林盘”的自然特征，维育“七横二
纵”的水网体系，依托毗河、青白江构
建生态廊道，水系两侧的城镇段按 50　m
划定控制带，非城镇段按 200　m 划定控
制带。
3.1.2 深挖复耕潜力，积极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让良田回归“粮田”

规划基于农业保护重要性评价，衔
接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深
耕精华灌区粮油基地，构建“一园、三
片、多点”④的农业保护格局。一是严守
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按照“应划尽划，
应保尽保”的原则，将现状稳定耕地的
91％以上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二是严格
落实耕地保有量目标，挖掘复耕潜力，
通过复垦闲置低效建设用地、即可恢复
及工程恢复的林地园地、环城区生态区
内的农田整治区，合计可复垦用地占现
状耕地的 36％以上；三是根据“稳数量、
提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小散”
耕田集中连片整治，提升耕地质量，并
结合自然地形进行坡度改造提升，以实
现新增高标准农田整治区占现状耕地的
17％以上，将耕地质量提升 0.2 个等级。

3.2 推动多元空间精细治理，重整
公园城市的土地利用新秩序
3.2.1 通过城区及天府大道北延线
中轴的带动，形成“一城带六片、
一轴串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在城区及天府大道北延线中轴的带
动下，重塑城乡新发展格局，是实现城
乡邻接地区从无序蔓延向有序发展的破
题关键。

一是建立城乡发展秩序基准。规划



1452023 年第 1 期        第 39 卷

在城区布局综合服务、高端要素统筹、
时尚消费等核心功能，使其成为带动乡
村片区发展的重要极核。香城乡村片区
紧邻城区，规划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要
求，构建城区带动下的新型城乡关系，
助推六大村级片区依托城区核心功能，
结合自身自然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功能，
实现“城乡功能双向互促、城乡产业功
能互补、城乡空间和谐有序、城乡品质
共荣共享”。

二是依托天府大道北延线中轴建立
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作为该中轴南北
贯穿的乡村门户区域，香城乡村片区拥
有平原沃野的自然资源禀赋。规划以该
中轴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在
中轴沿线重点集聚科创、体育、休闲功能，
带动并串联军屯、马家两个 TOD 科创节
点，在轴线两侧结合特色林盘形成体育、
休闲、消费、生活等多样功能节点，打
造一条乡村振兴示范走廊。凭借城区与
中轴对城乡发展的引领带动与双向互促
作用，形成“一城带六片、一轴串多点”⑤

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 图 2)。
3.2.2落实用地资源精细化发展导向，
重点整治三类空间，优化布局三类
区域

一是针对三类空间的减量提质。规
划针对现状建设用地占据通风廊道、低

效工矿及闲置物流仓储用地多、人均农
村宅基地超标准等问题，腾退城市风廊
内的无序建设、违法违规建设及闲置用
地；整治腾退一批存在污染的违法违规
工业、仓储用地及现状绝对闲置工业用
地；结合村民参与整治的意愿，重点对交
通不便、位于洪涝易淹及电力廊道范围内
的散居宅基地进行有序引导退出 ( 图 3)。

二是针对三类区域的布局优化。规
划于天府大道北延线中轴沿线优化布局
产业聚落，结合城区中轴的两处 TOD 科
创节点布局科创聚落，在轴线两侧布局体
育聚落，沿毗河、青白江等主要河流布局
生态休闲聚落，产业聚落规模与主题功能
通过研究同级别、同区位的案例后确定，
乡村科创聚落规模通常为 2 ～ 5　hm2，
体育聚落规模通常为 5 ～ 10　hm2；针对
城乡邻接区域，结合调研结果，顺应近
郊村民进城意愿进行有序引导，逐步腾
退农村宅基地，集中布局聚居点以安置
部分村民，其余村民则引导进城安置，
实现“近城”区域布局优化；为预留乡
村产业发展空间，通过低效工业整理，利
用土地整理指标，按照“向主要货运通道
集聚”“向现状工业主要分布区集聚”“向
成熟场镇及市政配套基础好的区域集聚”
的原则，新增三处小规模工业聚集点，
以提升村镇工业用地质效 ( 图 4)。

3.3 满足人群多元需求，提升人居
综合品质，建立公园城市城乡共荣
共享的新关系
3.3.1 遵循“住下来、融进去”的要求，
深入开展入村入户调研，精准识别
群众需求

规划开展了入村入户调研工作，重
点围绕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对片区主
体人群进行民意调查，深化对于民意的
认识，针对本地常年居住的农村居民、
村干部、镇干部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四
类对象，共发放调研问卷 1　700 余份。问
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满意度为 92.19％。通过调研发现，香城
乡村片区位于城区带动区域，因使用习
惯、实际需求、撤乡并镇等原因，片区
公共服务总体呈现“近城远城需求差异”
与“资源富余与不足并存”两大特征，
具体表现在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大量共享，
乡村居民普遍进城享受公共服务，导致
“近城”区域中小学闲置、“远城”区域
学位富余、卫生院需求小且利用效率不
高、局部“上班路、上学路”拥堵等问题。
3.3.2 按照“近城融城、远城进镇”
的原则，构建差异化的村镇公共服务
体系和乡村社区生活圈

规划结合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
上的需求和供给差异，以及片区内居民

图 1  香城乡村片区现状建设用地分布图 图 2  香城乡村片区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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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意愿和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对于乡村
地区的辐射范围，将片区划分为“近城”
区域和“远城”区域，按照“近城融城、
远城进镇”的原则，构建“城区—其他
镇—中心村—其他村”四级村镇公共服务
体系和基于 15 分钟步行距离的乡村社区
生活服务圈 ( 表 1，图 5)。

在“近城”区域，规划保留中小学、
幼儿园、养老院、卫生院现状点位，不

再新增设施，主要依托城区设施解决居
民的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对于日间照料
中心与文体设施，主要通过盘活村庄存
量资源补齐缺口；通过疏解物流交通，
缓解“上班路、上学路”拥堵问题。在“远
城”区域，规划根据村镇体系，以镇区、
中心村为核心配置设施，充分结合村庄
闲置资源，相应新增幼儿园、养老院、
日间照料中心、村健身中心、文化服务室、

图 3  香城乡村片区“三减”用地布局图

图 4  香城乡村片区“三优化”用地布局图

表 1  香城乡村片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原则与标准一览

公共服务体系 聚焦层级 配置原则 配置标准

城区 能级和品质
公共服务

结合乡村地区与城区共享的
实际需求，适当在现状基础
上提升服务水平

考虑乡村地区与城区共享设施，
应适当提高设施配置标准

其他镇 综合和品质
公共服务

注重品质提升，优化完善其
他镇的公共服务设施，辐射
周边村 ( 社区 )

成两改组〔2021〕8 号文，中心
镇配套标准 ( 因军屯镇人口超过 5
万，故参照中心镇配套标准 )

中心村 基础和特色
生活服务

注重规模提升，引导幼儿园、
互助养老服务点等向中心村
聚集

成两改组〔2021〕8 号文，中心
村配套标准

其他村 基本和便利
生活服务

注重便利提升，配置基本
的生活和便民服务设施等

成两改组〔2021〕8 号文，其他
村配套标准

优化天府大道北延线中轴沿线布局
乡村振兴产业和科创功能沿天府大道北延线中轴马家、
军屯两个 TOD 科创节点集聚，面积为 0.92　km2

优化城乡邻接区域布局
有序引导近郊村民进城，腾退农村宅基地 6.08　km2

优化村镇工业用地布局
提高村镇工业用地的土地利用效率，集中布局三处工
业集聚区 ，面积为 1.08　km2

“三优化”

轴线引领、交通引流、工业集聚发展，统筹资
源要素投放，优化空间布局：

减少风口区域建设用地
4.69　km2

减少低效工矿及闲置物流仓
储用地 5.95　km2

“三减”

有序开展农村散居宅基地、低效工矿及闲置物流仓
储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整治，推动乡村减量发展

减少散居农村宅基地
12.70　km2

阅览室等设施。
3.3.3 深化村民自治，推进数字治理，
全面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规划坚持“自治为基”，顺应乡村
地区的人口结构变迁，面向原住村民、
技术性职业农民、投资型双创居民、安
居型回乡居民等多元群体，建立完善的
乡村基层治理制度；广泛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科技手段，以数
字赋能基层智慧治理，实现乡村社会治
理机制科学化、治理手段精细化。

3.4 推动经济区建设与现代农业
“接二连三”发展，激发公园城市
乡村产业新动能
3.4.1打破行政区划，优化生产力布局，
促进产业集聚和协作

香城乡村片区的行政单位过多，造
成资源要素投放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
产业发展难以形成比较优势。规划顺应城
乡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及产业集聚发展的新
要求，按照地缘相近、交通相连、产业相
关、人文相通的原则，以经济联系为主导，
推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共划定镇
级片区 1 个、村级片区 6 个，以片区为
单位引导公共资源和市场要素充分流动、
优化配置，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产业集聚
和协作，培育区域经济版块，为片区产
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3.4.2 构建以优质粮油为基础、绿色
蔬菜为特色的绿色农业体系，守好
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夯实
“接二连三”的乡村产业基础

香城乡村片区属于都江堰精华灌区，
土地肥沃 ( 现状耕地主要为 7 ～ 10 级 )，
农田成片分布 ( 耕地连片度为 97％ )，土
地流转率超过 75％，整体以粮油种植为
主 ( 粮油种植占比达 82.4％ )，是新都区
传统的优质产粮区。为坚决落实党中央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非粮化，规划牢固树立耕地利用
优先序，优先满足粮食和食用农产品生产，
构建以优质粮油为基础、绿色蔬菜为特
色的绿色农业体系。一是以优质粮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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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以网红项目为带动，顺应城市
消费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体育、科创
新场景

规划聚焦年轻群体、家庭群体、国
内外游客三类人群的需求，遵循乡村产
业发展多元细分导向下更加突出目的性
消费的趋势，将专业化、齐全化、健康
化作为乡村体育产业发展方向，将体验
化、场景化、科普化作为科创产业发展
方向。一方面在现有网红体育项目的基
础上，拓宽全口径、全赛制项目链条，
完善赛事举办、培训教学、文化交流等
全体系体育项目消费场景；另一方面，
围绕成德眉科创走廊，依托以特色林盘
为代表的川西乡村特色空间聚落，推动
农业科创与体育科创产业沿轴线聚集，
打造乡村科创新场景 ( 图 7)。

植为基础优势，以“种植业”“精深农
产品加工”为两大支撑，高标准建设现
代农业园区、农业科技育种示范基地、
“稻—油—菜”轮种示范基地、农产品精
深加工示范基地；二是依托四川省农科
院新都基地，培育并改良优势蔬菜品种，
推广高效粮经复合种植模式。
3.4.3 落实“建圈强链”要求，按照
“城乡产业链接一体”的原则，推动
传统内源型产业向“专精特新”产业
转型

通过电力数据、手机信令、工商注
册企业信息等多元数据分析和深度走访
调研发现，村镇工业是香城乡村片区经
济发展的支柱，但总体存在规模小、分
布散、效益低的问题，亟待转型升级。
片区村镇工业企业多属于依托本地特色

产业资源逐步成长发展的内源型企业，
其中以家具、食品产业为代表，具备较
强的本土产业黏性，片区内的生产环节
是本地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证
产业发展的延续性，进一步激活民营经
济活力，有效降低产业转型对地方经济
发展的影响，规划避免采用“一刀切”
政策对传统产业进行系统重构，而是基
于“建圈强链”要求，以差异化、渐进
式方式实施村镇工业升级改造，推动传
统内源型产业向“专精特新”产业转型，
重点做强家具和食品两大优势产业，使
其向智能家具、休闲食品升级转型，培
育一批行业隐形冠军和龙头企业，迈向
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对于其他“两
头在外”型企业，近期予以保留，远期
结合更新政策进行有序引导腾退 ( 图 6)。

图 5  香城乡村片区公共服务体系示意图 图 6  香城乡村片区乡村工业用地规划图

图 7  香城乡村片区乡村振兴产业用地规划图 图 8  香城乡村片区城乡邻接地区景观风貌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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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彰显“城亦城、乡亦乡”的形态
特征与重要景观界面，重塑公园
城市近郊乡村地区新风貌
3.5.1 保护川西特色林盘，点燃乡土
文化魅力，塑造乡村田园公园场景

在农田景观打造上，规划结合土地
整理和生态修复，打造精致优美、趣味
独特的农业大地景观，“近城”区域的
景观营造既要承接城市休闲观光功能，
又要体现乡村特色，与城市形成差异化。
在林盘保护与利用上，规划着重保护林
盘内部具有保留价值的植被、院落、民居、
水系等构成要素，以及林盘外部的农田、
水系、道路等构成要素；对于新建镇村
建筑，利用平地形优势，协调建筑与道路、
林盘的关系，采用围合式或半围合式相
结合的布局方式，体现小规模、组团化、
多层次的特征。在场景营造上，规划深
挖当地人文底蕴，深化地域文化内涵，
塑造历史与现代融合的场景，即立足家
风、三国、古蜀、红色文化的历史文化
场景，以及突出音乐、足球、冬奥体育、
现代农业文化的现代文化场景，为居民
提供特色鲜明的场景体验。
3.5.2 基于乡村门户区位特征，塑造
“大轴连景、沃野拥城、林盘田居”
的城郊乡村新风貌

规划立足公园城市“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从人的视觉体验出发，采用人
景匹配的风貌塑造策略，塑造“大轴连景、
沃野拥城、林盘田居”的城郊乡村新风貌。
在轴线风貌塑造上，围绕天府大道北延
线中轴城市景观轴线，根据人的视线和
视角范围，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营造高
低起伏、自然错落的乡村景观风貌。在
城乡邻接界面风貌管控上，划定 200　m
的城市景观控制区，严格限制新增建筑，
以农业生产或城市生态景观营造为主，
200　m 以外区域以组团式布局的林盘风貌
为主，形成城乡和谐有序的空间布局形态
( 图 8)。在建筑风貌塑造上，立足地域建
筑特征，“近城”区域采用现代新中式
建筑风格，塑造现代简约、城乡融合、
时尚大气的新型乡村风貌；“远城”区

域依托传统林盘、农田、河流等环境要
素，保留农耕生活元素，新建居民聚居
点建筑既要传承质朴淡雅的蜀风雅韵风
貌，又要兼顾现代生活方式和场景营造，
从而形成具有川西特色的新型民居风格。

4 结语 

当前，公园城市规划建设在全国范
围内已进入全面推广、多方探索、加速
实施的新阶段。成都作为公园城市示范
区，将率先围绕国家战略要求，系统研
究涵盖城市地区与乡村地区的多项时代
课题。面向新时期的城乡发展，城郊乡
村地区亟待发挥好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
势与城乡发展纽带作用，解决其现状发
展的诸多困境，对此可通过落实公园城
市理念，依托新型城乡关系，营造城乡
共荣共生的“大美公园城市”意境，实
现此类区域的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

[ 注　释 ]

①“三新一高”指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②“非正规经济”出自黄宗智所著的《中国
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一文。

③“两廊”即濛阳—新都一级通风廊道、金
青新中部一级通风廊道；“两带”即环城
生态带、五环生态带；“两脉”即依托毗
河、青白江构建的生态廊道。

④“一园”即清江原野稻麦精粮现代农业产
业园 ( 省级 )；“三片”即西部优质粮油
综合发展区、中部复合粮经农业示范区、
东部复合粮经农业示范区 3 个农业发展片
区；“多点”即“稻—油—菜”轮种示范
基地、“稻—菜”轮种示范基地、农产品
精深加工基地、四川省农科院新都基地、
农业科技育种合作示范平台等多个现代农
业基地。

⑤“一城”即新都城区，重点承担综合服务、
高端要素统筹、时尚消费等功能，是带动
片区发展的重要极核；“六片”即结合自
身资源禀赋与特色功能，形成新民片区、
文昌片区、升庵片区、督桥河片区、泰兴
片区、鸦雀口片区 6 个村级片区；“一轴”
即依托天府大道北延线打造的区域范围内

的联动发展轴，集聚体育、科创功能；“多
点”即华桂路 TOD 科创节点、马家 TOD
科创节点、军屯 TOD 科创节点、尖锋运
动公园、升庵书香乡村公园、三河理想村
等多个体育、科创功能节点，以及升庵村、
新民社区、文昌社区等多个生活功能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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