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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生活圈视角下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框架
—以腾冲市新岐社区为例

□　罗桑扎西，戴骊静，杨子江

[ 摘　要 ] 村庄规划是村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和落实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定依据，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村庄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但传统村庄规划较少考虑居民行为方式及活动空间特征，实用性不足。基于此，文章将乡村社区生活圈理论引
入实用性村庄规划，尝试构建“三级四类五目标”的规划框架：首先，在行政村空间范围内，依照居民行为方式将活动空间
划分为基础生活圈、便捷配套生活圈、外延生活圈；其次，在 3 个圈层内对村庄的生产、生活、生态、治理四类要素进行梳理，
以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学为目标确立村庄规划的主要内容；最后，将此框架引入新岐社区的规划中加以验证。
[ 关键词 ] 乡村社区生活圈；实用性村庄规划；腾冲市新岐社区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3)04-0126-07　[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罗桑扎西，戴骊静，杨子江．乡村社区生活圈视角下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框架—以腾冲市新岐社区为例 [J]．规划师，
2023(4)：126-132．

Pragmatic Village Planning Framework from the Viewpoint of Rural Community Life Circle: Xinqi Community, 
Tengchong City/LOBsangtashi, Dai Lijing, Yang Zijiang
[Abstract] Village planning is the legal document of village space development, preservation,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 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village planning considers little in farmers' behavior and activity space, which has 
weakened the plan's practicability.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in pragmatic village planning, the paper explores 
a planning framework of three levels, four categories, and five visions: firstly, farmers' activity space is divided into basic life circle, 
convenience life circle, expanded life circle within the area of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 the elements of production, life, ecology, 
and governance are reorganized in the three circles, and the major content of village planning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goal of suitable for life, production, tourism, maintenance and learning; finally, the framework is practiced in the planning of Xinqi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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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庄规划模式忽视了乡村人口在结构、空间分布
及需求方面的差异，未能从乡村居民行为活动特征的
角度对乡村空间进行优化，存在无法满足村民生产、
生活需求的问题。随着城镇化逐渐强调以人为本，以
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实现公共资源精准配置为核
心的生活圈理论研究得到广泛的关注，国内很多城市
也开展了相应的规划实践。乡村社区是乡村居民日常
生活的基本空间单元，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

0　引言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1]。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
时代背景下 [2]，村庄规划的思路逐渐向全域化、全要
素、全过程转变，规划的理念、方法、内容都面临转
型。以行政管理单元为基础，从设施供给视角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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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推动乡村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3]，将生活圈理论引
入乡村规划实践，有助于提升乡村基础
设施服务能力，对乡村的高质量和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生
活圈理论研究及实践的深入，已出现大
量将生活圈理论引入村庄规划的研究及
实践。在乡村的生活圈理论研究方面，
杨山等人探讨了“村改居”村庄中居民
生活圈重组的机制 [4]；曾鹏等人提出了
精明收缩导向下，生活圈层级的合理精
简和生活圈类型的差异化重构模式 [5]；
官钰等人将乡村生活圈划分为四级生活
圈圈层，并在案例中构建出行路网，对
生活圈覆盖范围进行测度，以论证圈层
划定的合理性 [6]。在规划实践探索方面，
师莹等人划定了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的
生活圈中心与空间范围，以指导区域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 [7]；张能、周鑫鑫等人
在市、县域村庄规划中运用生活圈理论，
尝试从区域层面化解农村尖锐的公共服
务供需矛盾 [8-9]；王少博、李澜鑫、王敏、
刘心怡等人以县域或大城市周边的村庄为
单元，结合生活圈的等级、服务半径等研
究了不同圈层的设施优化配置 [10-13]；葛丹
东等人从生活圈的空间范围、内容体系、
空间结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交通和产
业布置 6 个方面探讨了乡村生活圈的营建
思路 [14]。在乡村生活圈理论研究方面，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不同视角下的生活圈圈
层体系划定；在乡村生活圈实践方面，已
有实践多是结合生活圈的等级、服务半径
进行区域层面的设施布局与优化。此外，
还有部分学者将生活圈理论运用于村庄中
微观层面的实践研究，研究范围从设施配
置延伸到交通、产业布置等方面。

综上所述，因数据、方法等的限制，
将生活圈理论运用于中微观层面的村庄
规划的研究及实践较少，导致生活圈理
论研究与实用性村庄规划实践难以衔接。
基于此，本文以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为基
础，以激发村庄的活力和提高居民的生

活质量为目的，构建乡村社区生活圈视
角下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框架，
以弥补生活圈理论研究与实用性村庄规
划实践衔接的不足。

1　乡村社区生活圈的概念与内涵

乡村地区的生活圈实践多是按不同
的空间圈层配置村庄的公共服务设施与
基础设施，且经历了标准化—差异化—按
需高品质多元化配置 3 个阶段。2021 年
发布的《上海市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
则(试行)》提出，乡村社区生活圈是指“以
满足村民和新村民的日常需求为核心，
慢行可达的范围内涵盖生产、生活、生
态、治理各要素的基本空间单元，是乡
村地区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学
的社区共同体”[15]。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社
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提出乡村社区
生活圈是指“村庄建设范围内，从满足
乡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角度，结合乡
村居民的日常出行规律形成的乡村地理
活动单元”[16]。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
乡村社区生活圈的核心内容逐渐从划分
不同空间圈层以优化服务设施配置转变
为在村庄不同圈层的空间单元内满足居
民的日常需求，以宜居、宜业、宜游、

宜养、宜学为目标，对空间规划与乡村
治理工作进行统筹谋划。

2　实用性村庄规划的编制重点

2019 年印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
( 自然资办〔2019〕35 号 ) 提出“根据
村庄定位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实际需
要，要编制能用、管用、好用的实用性
村庄规划”[3]。实用性村庄规划聚焦于村
域和集中居民点两个层次，村域规划的
重点内容包括村域的功能定位与发展目
标、空间布局优化、公共服务设施与基
础设施配置、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与生态
修复、产业发展、防灾减灾、历史文化
传承与保护；集中居民点规划的重点内
容包括规划管控与用地布局、设施配置、
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风貌管控与指引、
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的一部分，实用性村庄规划的内容可
以总结为以“多规合一”与“实用”为
核心，对村庄的空间 ( 生产、生活和生
态空间 ) 及治理两方面 ( 共四类要素 ) 进
行谋划，以满足居民生理与心理上的高
质量需求为目的，将乡村聚落打造成“五
宜”的美好生活社区 ( 图 1)。

图 1　国土空间规划下实用性村庄规划主要编制内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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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乡村社区生活圈视角的
实用性村庄规划框架

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
类四体系”中详细规划的一部分 [2]，实
用性村庄规划的核心是从生产、生活、
生态、治理 4 个方面编制实用、有用、
管用的村庄规划，从顶层设计上满足村
民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实用性村庄规划
的目标与乡村社区生活圈的“五宜”目
标协调一致，因此在实用性村庄规划中
引入乡村社区生活圈具有一定的现实基
础。本文结合实用性村庄规划重点内容
和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内容，探索性地
构建了“三级四类五目标”的实用性村
庄规划框架 ( 图 2)。

3.1　三级圈层
为满足村庄内全年龄段人群的差异

性需求，结合乡村特点和已有的关于村
庄生活圈圈层划分的研究成果，本文将
村庄空间划分为基础生活圈、便捷配套
生活圈和外延生活圈 3 个层次 ( 图 3)。
其中，基础生活圈以优先满足弱势群体
( 儿童和老年人 ) 的日常需求为主要目的，
根据老年人和儿童的心理及行动特点，
按照步行速度 0.5　m/s、最佳步行时间在
15 分钟以内计算，该圈层的最佳空间服
务半径为 500　m；便捷配套生活圈以满
足居民日常所需为主要目标，按照正常
成年人步行速度为 1.2　m/s、最佳步行时
间在 15 分钟以内计算，该圈层的最佳空
间服务半径为 1　km；外延生活圈以提高
居民的生活品质为主要目标，是在村庄外
围形成的延伸配套圈，其空间范围是根据
对外交通、农业生产、生态旅游等活动划
定的，按照自行车骑行速度为 4　m/s、最
佳骑行时间在 15 分钟以内计算，该圈层

图 2　乡村社区生活圈视角下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框架图

的最佳空间服务半径为 3　km。
 

3.2　四类规划要素
(1) 生产要素的主要规划内容。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产业发

展规划是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核心内容之
一。随着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乡村借
助其优良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等积极
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培育多种新兴业
态，形成不同类型的生产空间，为居民
提供多种类型的在地就业选择，吸引村
民回流。

(2) 生活要素的主要规划内容。
让村民乐享宜居生活是实用性村庄

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实用性村
庄规划需完善村庄设施配套、提升村庄
人居环境品质，从而提高居民生活的舒
适度、便利度，增强居民的安全感、幸
福感。在规划编制中通过挖掘村庄的自
然与文化特色、塑造独特的村庄形象、
营造悠然的乡村生活环境，形成慢节奏
的生活方式，将乡村打造成令人向往的
生活目的地。例如，在村民住宅方面，
改善村民住房条件，完善已有住房的内
部功能，并对新建住房进行统一规划；
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面，根据居民的
不同需求着重配置行政、医疗、教育、
养老等设施；在交通体系规划方面，结
合智慧交通打造慢行交通体系，为居民
提供便捷畅通的出行服务；在风貌管控
与指引方面，着重保护现状村落的空间
肌理，延续和创新传统民居的文化元素，
打造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和谐统一的人
居风貌。

(3) 生态要素的主要规划内容。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生态振

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生态空
间管控边界划定是实用性村庄规划的核
心内容之一。以自然为本底的乡村生态
空间在提供生态服务的同时也影响着乡
村的人居环境品质，同时村庄的自然生
态资源还能间接带来生态经济效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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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乡村社区生活圈视角下的实用性村庄
规划目标是将乡村打造成宜居、宜业、宜
游、宜养、宜学的社区共同体(图4)。其中，
宜居指村域内居民生活便捷、服务设施
配套完善；宜业指村域内有适当比例的
就业空间，村民就业无忧；宜游指村域
内有丰富多样的休闲空间、配套完善的
游玩服务设施；宜养指村域内的设施能
满足村民养老与托幼的需求，村民的健
康管理贯穿规划全周期；宜学指村域内
有适合全年龄段居民的文体休闲、学习
交往空间，能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4　乡村生活圈视角下的腾冲市
新岐社区规划实践

4.1　研究区概况
新岐社区隶属于云南省腾冲市中

和镇，村庄内人口共有 4　683 人，并较
好地保存着各类文化。新岐社区是典型
的山区林业村，村庄的林木覆盖率超过
90%，2015 年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

力乡村振兴。在乡村生态景观结构规划
方面，需优化乡村生态景观格局，形成
包含斑块、廊道、基质三要素的生态景
观空间结构；在乡村慢行绿道网络规划
方面，应重点将道路线形融入村庄自然
的环境肌理，形成健康舒适的慢行绿道；
在乡村田园景观规划方面，主要以支撑
各项体验活动的开展为目标，打造宜乐、
宜游的田园景观；在乡村山林景观规划
方面，在满足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前提下
打造多层次、多色彩的山林景观；在乡
村小微庭院规划方面，重点整合村内废
弃的公共空间，建设以广场、花园、果
园为主的小微庭院，美化村庄的同时丰
富生态空间的层次。

(4) 治理要素的主要规划内容。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 [17]，乡村空间是地方政
府治理的场域和对象 [18]；自治、法治、
德治相融合的治理体系是保障村庄有效
运转的前提，乡村需规划能支撑自治、
法治、德治高效实施的公共空间以保障

村庄高质量发展。在实用性村庄规划中，
与治理相关的空间规划主要包括应急网
络规划、自治平台规划、法治平台规划、
德治引导空间规划和智慧管理设施规划
5 个方面的内容。应急网络规划的重点是
在乡村构建网络化的安全设施，以应对
疫情、火灾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自治
平台规划的主要内容是设置承载村民自
治活动的公共空间，筑牢村民自治的基
础；法治平台规划的主要内容是搭建法
律宣传和法律援助平台，提升村民的法
律意识；德治引导空间规划的重点是结
合乡村社会的血缘、人缘、地缘特点，
规划文化引导空间、宣传空间以提升乡
风文明建设水平；智慧管理设施规划的
主要内容是完善智慧管理设施配置，提
高乡村治理的效率，增强治理的灵活性。

3.3　五个目标
乡村社区生活圈和实用性村庄规划

的共同目标是依托生产、生活、生态、治
理四类规划要素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

图 3　三级生活圈层划分示意图 图 4　乡村社区生活圈视角下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目标示意图

便捷配套生活圈

外延生活圈

基础生活圈

老年人、儿童 15 分
钟内的步行距离

正常成年人 15 分钟
内的步行距离

自行车骑行 15 分钟
的距离

生产要素
生活要素
生态要素
治理要素

图例

宜游
丰富多样的休闲空间、配
套完善的游玩服务设施

宜养
满足养老与托幼
的需求，村民的
健康管理贯穿生
命全周期

宜学
适合全年龄段居民的文体
休闲、学习交往空间，能
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宜居
生活便捷、
服务设施配
套完善

宜业
就业无忧，保障乡村有
一定比例的就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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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展销配送服务。
生活要素规划内容以完善配套服务

设施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①优化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新岐社区现状已有村
委会、幼儿园、小学、卫生院、养老服
务中心、公益性墓地、活动室、活动场
地、商业设施和游客集散中心等公共服
务设施，规划在对现状公共服务设施提
质增效的基础上，结合 1　km 服务半径，
新建幼儿园、文化活动中心和物流服务
点，满足各年龄层居民的需求 ( 表 1)。
②完善市政设施配套。规划对新岐社区
的现状交通、给水、排水、电力等设施
进行查漏补缺，在便捷配套生活圈内规
划污水中转站、公厕、社会停车场和消
防栓等 ( 表 2)。③强化交通设施建设。
在公共停车场内，规划结合旅游线路设
置观光电瓶车和大巴车停车场，场地内
配置电动汽车、电瓶车充电设施与智能
停车监管引导等设备，提高停车场的使
用效率。

治理要素规划主要内容包括：①构
建自治平台和法治平台。规划一方面结
合社区村委会，布局党群服务点、村民
和乡贤议事室，提供村民自治平台；另
一方面在村内设置司法调解、法律咨询
和援助用房，并将其作为法制宣传平台。
②打造德治宣传空间。在新岐社区深入
开展学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和好人好
事等活动，规划打造以展示、推广模范
事迹为主的广场空间。③搭建安全应急
监测网络。首先，在村庄内结合 1　km 的
服务半径建设安全基础设施与疏散场地，
推进公共消防、灾害应急物资储备等设
施的建设，保障救灾通道畅通。其次，
在村庄布置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系统
和终端设备，举办应急防灾、减灾和救
灾等多类型的学习活动。最后，推进社
区微型消防站调度通知平台建设，提升
村庄的火情处置、消防治理、宣传培训
等方面的能力。④加强智慧治理。通过
线上培训法治知识、公众号宣传德治内

村庄交通条件较好，位于中和镇 30 分钟
交通圈、腾冲市 70 分钟交通圈内。

       
4.2　规划数据与分析方法

相较于村庄建设规划、省级示范村
规划、美丽乡村规划而言，“多规合一”
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更侧重于定量分析。
新岐社区规划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行政
部门提供的数据、现状调研数据和少量
网络开放数据，如“三调”数据、永久
基本农田与生态保护红线数据、地理国
情普查数据、人口统计数据、农村地籍
调查数据等。在分析方法方面，主要采
用了统计分析、对比分析、DEM 分析、
空间分析 ( 包括空间分布分析、密度分析、
空间叠加分析 ) 和网络分析。

4.3　基础生活圈规划内容 
新岐社区内老年人和儿童的数量约

占村庄人口总数的 1/3，基础生活圈规划
以满足新岐社区老年人和儿童的日常生活
需求为重点，以宜居为主要规划目标，宜
游、宜养次之。在基础生活圈空间范围内
主要对生活、生态两要素进行规划。

生活要素规划主要包括：①住宅规
划。村庄内提升改造类的居住建筑需保
留传统建筑元素，包括传统悬山式屋顶、
本地火山石或青砖外墙、木质门窗；通
过整合并重新划分空间功能、增加附属
空间进行内部功能改造提升；新建住宅
在延续传统建筑风貌的前提下，有 3 种
户型可供选择，以满足村民不同的需求。
②人居环境优化。按照 70　m 的服务半径
规划垃圾分类收集点；将现状旱厕改为
水冲式厕所，并建立沼气池为村民提供
清洁能源；完善村庄的排污水管布局，
污水处理后集中排放；提取传统村落的
元素，如顺应自然的乡村聚落空间肌理、
“一正两厢”与“三房一照壁”的建筑
空间布局形式、灰色调外墙、木质门窗
与建筑构件、悬山式屋顶，并将这些元
素应用到村庄风貌整治和新建建筑与设

施中，打造独具特色的村落风貌。③交
通出行便利性提升。在村庄内规划小型
公交车的接送路线，为老年人提供接送
服务。④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针对老年
人和儿童的需求配置娱乐、健康、养老等
设施，包括基础健身设施、文化活动室、
幼儿活动中心、老年活动室 ( 老年助餐点 )
和零售商业点。⑤市政设施配置。按照服
务半径配置消防栓 ( 服务半径为 120　m)、
垃圾收集点 ( 服务半径为 70　m)、路灯 ( 服
务半径为 50　m)。

生态要素规划主要内容为小微庭院
的建设。新岐社区内有较多未建房的荒
芜空地、房前屋后闲散用地、边角地，
规划充分利用这些小微空间，将其建成
小菜园、小花园、小广场，并在这些区
域适当配备休憩、游玩设施，使小微庭
院同时承载美化、观赏、休憩的功能。

4.4　便捷配套生活圈规划内容
新岐社区共有一千多户居民，村民

居住区集中度高，便捷配套生活圈规划
以满足村庄内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生
产需求为重点，规划目标以宜业、宜居
为主，宜游、宜养、宜学次之。在便捷
配套生活圈内重点对生产、生活、治理
三要素进行规划。

生产要素规划主要内容包括：①打
造新兴业态以提供多种就业岗位。新岐
社区依托新岐古镇 AAA 级景区和岐灵湖
发展的旅游景点已有一定知名度。在此
背景下，规划首先通过探索“农业 + 互
联网 + 旅游”的产业发展模式，利用新
岐社区优越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打造探秘
旅游、生态旅游等多元化的旅游产品，
提升吸引力；其次利用新岐社区的民居、
村集体用房、闲置农房等资源，大力发
展民宿、康养等业态，提高新岐社区的
就业活力，增加就业岗位。②规划智慧
驿站，提供展销配送服务。规划在村落
的东北部预留商务金融和物流仓储用地，
设置电商平台和物流收发点，为村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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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岐社区便捷配套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一览

表2　新岐社区便捷配套生活圈基础设施配置一览

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占地面积 /m2 备注

行政管理设施 村委会 1 个 7　535 现状保留，功能提升
教育设施 小学 1 个 5　670 现状保留

幼儿园 2 个 5　727 规划新增 1 个，位于集
中居民点中部偏南区域

医疗卫生设施 卫生院 1 处 1　770 现状保留
社会福利设施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 处 提质增效

养老服务中心 1 处
殡葬设施 公益性墓地 1 处 14　409 现状保留
文体设施 活动室 5 个 5　520 规划新增 3 个

运动场地、游乐场地 10 处 现状保留
商业设施 商业街、餐饮、住宿、超市、

金融点、理发店、小卖部、
药店、油坊等

20 处 现状保留，后期根据产
业需求对闲置民居进行
灵活改造或新增

其他服务设施 游客集散中心 1 处 7　659 现状保留
休息亭 5 个 现状保留
观景台 1 个 现状保留
座椅 9 处 现状保留

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占地面积 /m2 备注

道路交通设施 停车场 9 处 31　575 规划新增 6 处
供水工程设施 蓄水池 2 个 　 现状保留

水闸 1 个 　
排水工程设施 污水中转站 3 个 　 规划新增

污水处理设施 ( 集中
化粪池 )

1 处 3　613 现状保留

电力工程设施 变电站 1 个 　 现状保留
变压器 4 个 　
变电塔 1 个 　
变电箱 1 个 　
路灯 131 个 　 现状保留

电信工程设施 移动电网箱 2 个 　 现状保留
环卫工程设施 公厕 26 个 　 规划新增加 22 个

垃圾电解站 1 个 　 现状保留
垃圾焚烧炉 1 个 　
可回收垃圾堆放点 1 个 　 现状保留
垃圾桶 56 个 　 将现有垃圾桶更换为分类垃

圾桶，规划新增 20 个
消防设施 微型消防站 1 个 　 现状保留

消防水池 2 个 7　000 规划新增
消防栓 65 个 　 规划新增

容等工作，增强公众参与的力度及治理
的灵活性。

4.5　外延生活圈规划内容
新岐社区仅有一个集中居民点，集

中居民点外围有大量的生产、生态空间；
集中居民点内主要规划基础生活圈和便
捷配套生活圈，外延生活圈则在集中居
民点外划定，村域内主要的生产活动、
生态规划都布局在外延生活圈内。外延
生活圈以宜业、宜游、宜学为主要规划
目标，在该圈层内重点对生产、生活、
生态、治理四要素进行规划。

生产要素规划主要内容包括：①增
加传统农业的就业岗位。新岐社区以传
统林业种植为主要产业，人均林地拥有
量约 15 亩 (1 亩≈ 666.67　m2)，林果资
源丰富。规划保留现有的传统农产品加
工厂，整合升级木材加工厂，为村内的
老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完善木
材的手工艺制作、展示、销售产业链条，
增加居民在地就业的机会。②强化现代
农业的就业灵活性。首先，结合社区南
部现有的农业种植园发展中药材园、生
态果蔬观光园。其次，发展家庭农场，
强化农旅融合发展，策划农事体验、农
产品展示销售等活动。最后，增加旅游
服务、农产品加工、冷链仓库和物流运
输等产业的就业机会，强化现代农业的
就业灵活性。

生活要素规划主要内容包括：①完
善服务设施。主要措施包括结合旅游产
业布局旅游设施、林业消防设施，并规
划公交线路和设立公交车站。②打造体
验教育的活动场所。规划结合新岐社区
高原生态林场区和特色农业种植区丰富
的生态农业资源，为游客提供科普教育、
团队建设和农事体验等多种类型的学习
交流活动场所。同时，以亲近自然、感
受乡村为主题，为学龄前儿童、青少年
提供具有自然科普与乡村体验功能的教
育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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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要素规划主要内容包括：①生
态格局全域整合。首先，延续新岐社区
山水相依的空间特色，结合永久基本农田
建设和土地综合整治措施，在村域南部营
造观赏度高的农田林网和田野景观。其次，
增加水网连通性，推进岐灵湖两侧林网建
设，优先采用生态化驳岸，营造山水相依
的村落景观。最后，尊重新岐社区的村落
格局，形成富有肌理的路网系统，塑造依
山就势的道路景观。②塑造宜乐、宜游的
田园风光。规划利用慢行游线串联分散的
农场、林场等景观节点，打造休闲旅游及
农事体验产品。③推进生态修复工作。开
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
理，推动林地、农田和水质等的生态修复，
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构建良性
循环的社区生态环境系统。④打造健康舒
适的慢行绿道。一方面，利用宅间路与
新建的健身步道串联健身广场、村委会
等公共场所，并将慢行道路延伸至郊野
地区以形成绿道网络，为居民提供运动、
休闲活动的空间。另一方面，在道路旁
设置座椅、标识指引、照明与安全防护
装置，保障居民活动的安全。

治理要素规划的目标是打造精细高
效的智慧乡村。其中，在智慧消防方面，
有计划地分批在林业种植区安装消防智
能感知设备，丰富基层消防安全综合治
理措施，以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在智
慧农业方面，利用语音识别、大数据分
析技术，为数字化种植、精细化养殖提
供多项智能技术支撑。

5　结束语

乡村社区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基
本空间单元，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推动乡村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背景下，
针对传统村庄规划的不足，如何通过创
新村庄规划编制的思路及技术方法，助

力乡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宜
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学，是实用
性村庄规划编制的核心目标。本文根据
已有的乡村生活圈的理论研究，将乡村
社区生活圈理论延伸应用到村庄的生产、
生活、生态、治理 4 个方面，结合实用
性村庄规划重点内容和乡村社区生活圈
规划内容，构建了乡村社区生活圈视角
下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框架，
并将其应用到新岐社区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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