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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乡村发展离不开对城乡关系的探讨，21 世纪以来，
我国城乡关系演变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城乡统筹—城乡
一体化—城乡融合”3 个阶段。从实现城乡融合的空间
演进看，大致呈现“大城市近郊—大城市远郊 / 小城市
近郊—偏远乡村”的动态推进过程，近郊乡村一直以来
都与城市紧密难分。在此背景下，近郊乡村与城市的
共融互促，既是当前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难点，也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缩小城
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是我国新时期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任务。对于广东来说，其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挑战
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特色是发展之道。当前乡村特色发展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资源型乡村旅游、产业特色发展的实践总结方面，
缺乏从城乡关系统筹层面探析乡村特色发展的研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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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城市近郊乡村作为城乡之间交流沟通的“桥头堡”，具备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内在基础和外部驱动力，是探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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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in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Suburban Countryside of Guangzhou 
Towa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LU Danmei, ZENG Yirui, YUAN Chufeng, ZHAO Jianhua
[Abstract] Suburban countryside is the bridgehead of city and countryside communication, and it is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driven as the pioneering area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With a conclusion of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of suburban countryside 
in production, livelihood, landscape, and management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characters and trend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 higher stag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goal of "commonness in 
difference, harmony in diversity" is proposed for suburban countrysid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production 
model, life style, landscape feature, and construction mode are put forward. Guangzhou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approaches of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of suburban countryside, and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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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必经之路。
本文结合新时期的发展要求，针对

当前近郊乡村的发展瓶颈，从问题导向
出发，基于城乡供需关系分析近郊乡村
发展的新背景与新趋势，提出“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以高
度城镇化的广州地区为例，构建涵盖生
产方式、生活形态、景观风貌和建设模
式等方面的近郊乡村特色化融合发展与
建设路径，丰富与完善乡村特色发展的
理论体系，同时为全面实现城乡融合发
展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

1 　大城市近郊乡村融合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扩张发展，
乡镇企业开始在大城市周边的城乡结合
部开展生产，随之形成了“城不像城、
村不像村”城乡混杂的典型现象。这时
候城与乡的功能和风貌是低水平无序交
织在一起的，该阶段可以称为城乡融合
初级阶段。

城乡融合高级阶段即城乡之间高质
量融合发展的阶段，强调城乡功能互补、
城乡共同繁荣。正如马克思主义城乡关
系理论认为，城乡关系由低水平的均衡
到对立分离，再到更高水平的协同和融
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

要实现城乡融合阶段的升级，首先
需要从城乡一体化视角，不断健全城乡
融合体制和政策；通过工农互促、城乡
互补，让城市的教育体系、基础设施等
要素流向乡村，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加
快城乡产业融合，构建双向流通通道；
在保留城乡各自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各
美其美 ( 表 1)。

2　城乡融合初级阶段近郊乡村发展
存在的问题

2.1　工农产业低端，旅游产业同质
由于地租和人力成本低廉，乡村工

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农产品
深加工、精加工企业少，工业对农业的
支持不够、两者互动不足，农业收益不高，
导致农业占比下降，农耕文化逐渐消失。
近郊乡村在城市通勤 1 h 左右的交通圈范
围内，能受到较强的城市生产生活功能
的外溢与辐射 [2]，其旅游发展具有先天
优势，但乡村旅游兴起后，消费资本盲
目涌入乡村，出现了大量同质产品。

总体而言，随着城市资本下乡，乡
村土地被城市资本所主导，且过于依赖
城市资本 [3]。城市资本良莠不齐，近郊
乡村没有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产业体系，
同时旅游发展潜力挖掘不足，缺乏可持
续的自我“造血”功能。近郊乡村难以
形成内生动力，最终表现为工农产业发
展质量不佳、旅游业同质化严重。

2.2　聚落结构混杂，人居品质降低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乡村聚落受到

冲击，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聚落形态和
建筑风格与城市趋同，造成人文特质消
失与居住品质下降。

在聚落形态上，以血缘联系的宗族
势力比较强大，由于部分地区近代村落

的建设治理高度依赖宗族组织 [4]，乡村
空间的布局模式多以宗族祠堂为核心，
这种传统聚落空间结构不适应现代快节
奏的生活，传统生活空间失活。因此，
急需探索新型城乡关系下乡村公共空间
的构建。

在居住品质上，由于传统民居已经
难以适应现代居住空间的要求，原有的传
统风貌民居逐渐被注重实用但缺乏特色的
住宅取代。新建民居分布密集、建设水平
参差不齐，导致人居环境质量变差。

2.3　生态环境被破坏，乡土景观
消失

一方面，乡村过度工业化破坏了原
有的乡村景观资源及自然生态景观格局，
导致乡村环境恶化问题。为了获取更大
的经济利益，乡村地区不惜牺牲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大规模地进行粗放式工
业发展和农业生产，导致河流、土壤和
空气的严重污染。

另一方面，乡村空间既受到“自下
而上”产业发展的推动，又受到中心城
区外扩蔓延的影响，形成“乡村聚落 +
工厂 + 城市组团”的独特空间特征 ( 图 1)。

表 1 　城乡融合的不同阶段及升级途径

价值取向 发展水平 要素流动 城乡特点

城乡融合
初级阶段

城市中心论，二
元视角

低水平混杂 配置不均衡，单向流动，
非良性循环

“城不像城、
村不像村”

城乡融合
高级阶段

城乡等值论，一
体化视角

高质量融合 各取所需，双向流动，
良性循环

求同存异

升级途径 从一体化视角健
全城乡融合体制
和政策

工农互促、城
乡互补、共同
繁荣

完善基础设施、教育体
系建设，加速产业融合，
构建双向流通通道

保留特色，各
美其美

图 1　近郊乡村空间特征变化模式图

传统乡村 中心城区向四周辐射工厂“自下而上”扩张 现状格局

中心
城区

图例 道路 工厂 城市组团乡村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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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乡村与城市将在生产、生活、生态等
方面全面融合，乡村传统文化与城市文
化融合，形成一种新型乡土休闲文化 [8]，
进而吸引更多的人群在这里互动 [9]。 

3.3　 近 郊 乡 村 发 展 新 目 标 ——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未来，近郊乡村依托区域优势，促
使城乡之间各类要素加速互动，形成新
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阶段的升级。
在新型城乡关系下，近郊乡村发展的新
目标可以凝练为“求同存异、和而不
同”( 图 2)。

 “求同存异”是“和而不同”的路
径。“求同”是指完善乡村地区的设施
配套体系，提高乡村的产业效能，使乡
村具有与城市相当的经济水平与生活品
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存异”
是指保留具有乡村特质的生产方式、生
活形态、景观风貌和建设模式，建设具
有特色的生态宜居、安居乐业乡村。

“和而不同”是“求同存异”的结
果。“和”是指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
和谐统一，乡村和城市共同繁荣。“不
同”指乡村与城市各有其特质，应尊重
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因此，“和而不同”
强调了乡村发展不应一味模仿城市，而
是应在承认城乡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差
异的基础上，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融合、
互学互鉴，实现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4　基于“和而不同”的近郊乡村
特色发展策略

4.1　“特色化 + 体验式”的生产
方式

(1) 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 ( 图 3)。品
牌化可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生产规
模进一步扩大，延伸产业链条，催生衍
生产品，打造特产经济。首先，立足自
身传统农业特色，筛选出特色鲜明、品
质优良的农产品；其次，引入龙头企业

各类空间混杂使近郊乡村呈现出钢筋混
凝土的灰色景观，特色的乡土景观风貌
逐渐消失。因此，需要深入挖掘乡村的
文化特色、产业特色，才能以风貌重塑
乡村 [5]。

2.4　“自上而下”的建设管理模式
僵硬，建设管理与实际脱节

当前乡村建设管理一般由政府主导，
乡村地区大多依靠政府资金支持和补助
进行阶段性发展。这将带来两大问题：
一是政府资金支持缺乏可持续性，村民
参与建设的动力不足、积极性低；二是
规划建设一般由专业团队负责，当村民
参与度降低时，外来的建设团队较难充
分了解当地民情与村民的实际需求，导
致后期建设与乡村实际存在矛盾，实施
成效不佳。

乡村建设的良性发展必然是多方共
同参与的结果。政府主导下村民主体的
“脱嵌”问题，会导致在乡村发展中难
以构建权利与义务统一的风险共担模式，
进而影响乡村治理的可持续性 [6]。因此，
明晰各主体的职责，构建多主体共建网
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7]。

3　新时期大城市近郊乡村发展趋势
与目标

3.1　近郊乡村发展背景的新特征
(1) 迎来乡村振兴新机遇。《广东城

乡融合发展报告 (2021)》提出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取得
关键性突破，为全国各地提供广东经验。
2023 年，广东省全面实施“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促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

(2) 互联网新技术日新月异。技术的
高速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产业结构的优化，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到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将会
颠覆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在生产、

加工、销售、运输等各环节影响着农业
发展，形成新模式。

(3) 食品消费结构得到重构。经济的
迅速发展带动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
高，食品消费逐渐从数量型、生存型向
质量型、享受型转变，以绿色食品、地
方特产为主的新的食品消费结构逐渐形
成。营养健康的特色农业与特产经济将
成为未来乡村地区发展的新方向。

(4) 乡村栖息成为城市人的新生活观
念。城市环境嘈杂、生活压力大，越来
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向往田园牧歌的惬
意生活，回归乡村的休闲生活方式与生
活态度逐步兴起。

3.2 　近郊乡村发展的新趋势
(1) 扩大新应用。信息技术从大城市

渗透到近郊乡村，融合乡村经济、政治、
文化等各方面形成新应用。在生产方面，
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无人机等技术的
发展，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全面融合，
智慧农业与电子商务结合，形成高效的
信息物流通道，使农产品经营模式更加
丰富。在生活方面，通过“互联网 +”智
能治理，形成数据大脑，发展智慧公共
服务，提高了民生服务水平。

(2) 发展新业态。大城市近郊乡村地
区不再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而是
以“农业 + 新型产业”为思路，结合近
郊乡村区位条件与城市需求，延伸农产
品精加工、旅游、餐饮等第二、第三产业，
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产业链，发展都
市农业、体验农业、科普农业等新业态。

(3) 引入新居民。在城镇化影响下，
大城市近郊乡村的居住主体日趋多元化，
除了村民，还有城市白领、务工人员、
游客、研学人群等。随着乡村的发展，
还将吸引具有较高文化素质以及有眼光
和有技能的乡村创业者入住，形成新农
人引领发展的新模式。

(4) 融合新文化。随着近郊乡村新应
用、新业态、新居民的形成，未来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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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型农业。
(3) 打造智慧化都市农业。通过对接

城市消费市场，推进都市农业的产前资
源优化配置、产中智能化生产管理，以
及产后全程化的追溯预警，从而高效地
为周边城市提供高品质的农产品。

4.2　“多元化 + 邻里式”的生活
形态

(1) 识别传统与现代空间。现代化
发展促使乡村空间格局改变，导致空间
结构的混杂，以及村民认同感的缺失。
规划设计需通过组织空间要素来调整
公众感知 [10]。

(2) 焕活传统文化空间。为祠堂等历
史文化建筑注入文化功能 ( 图 5)，修缮
老旧建筑，形成以历史文化建筑为核心
的文化交流系统。以新农人创业孵化器
的模式打造创业基地，实现乡村文化的
创新活化，激活周边民居活力，从而使
整个乡村聚落焕发新生。

(3) 构建多层次邻里空间 ( 图 6)。以
祠堂为中心、以街巷结构为骨架，将邻
里空间分为 3 个层级，即风水塘与祠堂
共同构成的中心邻里空间，主街旁的二
级邻里空间，以及里巷旁的三级邻里空
间。通过优化邻里空间，形成多级、多
层次、系统化的交流空间，形成乡村邻
里交流新生活模式。首先，改造中心邻
里空间，增加公共设施，提升休闲场所
的舒适度；其次，整合二级邻里空间，
梳理乡村主街旁散落的边角空间，结合
村民生活习惯，打造小型村民交流活动
空间；最后，完善三级邻里空间，开展
拾边地的整治改善，形成新的交流场所。

(4) 形成新生活空间体系。公共生活
是联系每个村民的纽带，对村民的生活
质量以及塑造和谐人居环境都有着重要
影响 [11]。公共生活附着于物质空间，通
过盘活村庄空置房屋、闲置用地，在解
决建设用地不足问题的同时，为传统空
间注入活力，形成乡土文化触媒 [12]，打

图 2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近郊乡村发展新目标示意图

图 3　特色农产品品牌化示意图

或成立村民合作社来整合现有资源与土
地规模，提高产业化程度，完成品牌商业
化；最后，推进品牌区域化发展，并在
现有农产品的基础上拓展食品、工艺品
等衍生产品，实现品牌价值提升的良性
循环。

(2) 打造体验型特色农业 ( 图 4)。近

郊乡村位于都市生活圈内，通过对接城
市居民需求，将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旅
游资源，实现产业链延伸，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一是在特色农业品牌的基础上
拓展形成“1+N”多层次多元化种植模
式；二是开发采摘、饮食、购物、户外
观光、自然教育等活动项目，发展休闲

乡村振兴新机遇

新应用

互联网新技术

新业态

健康特色的新食品消费结构

新居民

乡村栖息的新生活观念

新文化

乡村振兴、“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智慧农业、电子商务、智慧服务

生产方式：城郊型产业，自我“造血”功能

完善服务设施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农业+新型产业

生活形态：宗族中心，邻里单元

绿化美化环境

形成以绿色食品为主的新型消费结构

村民+新农人+都市白领+游客

景观风貌：地域特色风貌

增加休闲场所

田园牧歌的乡村体验

传统乡村文化+都市休闲乡村文化

“不同”

乡村发展应保留自身鲜
明突出的个性

“和”

尊重乡村与城市各方面
的差异，追求城乡之间
的和谐统一

“求同”
构建城乡融
合发展基础

“存异”
实现乡村特
色化发展

管理模式：共同缔造的建设模式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新时代新内涵

新
特
征

新
趋
势

近郊乡村发展新目标

路径 结果

评价筛选，合理保留 注入活力，企业驱动 区域孵化，协同发展

图例 特色农业 企业注入 区域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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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传统 + 现代”的共同邻里空间，实
现以公共空间为载体，将传统文化延伸
至现代生活的新生活空间体系。

4.3　本土化的景观风貌
(1) 构建“以水为脉、以田为底、以

道为联”的自然生态网络 ( 图 7)。为实
现乡土景观再生，应因地制宜地构建自
然生态网络。近郊乡村应以自然生态为基
底，通过水体、农田、道路、绿化等要素
的不同组合，形成各具特色的本土景观。
以水为脉络，结合不同的驳岸类型构建
滨水空间，通过增加水生植物优化驳岸
环境，形成公共开放的水岸景观；以农
田为基质，种植色彩鲜艳的农田作物、
果林花卉，形成“农作成景、果蔬成景、
花卉成景”的农业景观；以道路为廊，
采用景观效果良好的当地绿化树种，串
联水系、农田以及乡村内部空间，构建
既可便捷通行又可驻足观赏的道路系统。

(2) 打造特色公共空间 ( 表 2)。乡村
公共空间可分为点状、线状及面状3大类。
其中，线状空间的营造对乡村公共空间
的整治和提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乡
村特色景观风貌的“骨架”。通过对线
状空间的疏通和优化，串联点状空间和
面状空间，构建多层次的公共空间网络。

(3) 提升建筑风貌。近郊乡村建筑风
貌提升包括对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整
治改造。在修缮传统建筑时，尽量使用
与原建筑类似的材料，做到“修旧如旧”，
避免破坏建筑原有的结构。针对现代建
筑，在不改变原有建筑使用功能和建筑
结构的基础上，对建筑立面的色彩、线条、
窗套等局部进行改造。同时，建筑风貌
修缮应注重建筑风格的统一，实现新老
建筑风貌的和谐。

4.4　共同缔造的建设模式
(1) 形成共同缔造模式。近郊乡村长

期依附于城市，村民自主管理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受到约束。因此，应促进村民

图 5　传统建筑改造模式图

图 6　邻里空间构建示意图

图 4　体验型特色农业示意图

现状种植单一 丰富品类+立体种植+
间作套种轮作

多元化种
植模式

改造中心邻里空间，增
加公共设施，提升休闲
场所舒适度

在保护村庄肌理的基础
上利用边角空间营造居
民公共空间格局，形成
小型村民交流活动空间

挖掘里巷旁村民自发形
成的邻里交流空间，整
治改善住宅周边的村民
活动空间

开发特色
活动项目

功能填充

改造前 改造后

乡村服务交流

文化交流中心历史建筑

旧屋

旧屋

道路道路

乡村服务交流

延伸体验型特色农业

优化中心邻里空间 整合二级邻里空间 完善三级邻里空间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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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街

里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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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里
巷

凉棚

凉棚

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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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自治，构建包含 5 大主
体的建设共同体 ( 图 8)，形成以村民自
治为主、多方主体共同缔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2) 明确各主体的职责。政府作为“掌
舵者”应积极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为
村民搭建技术平台、服务平台、资本人
才平台；乡村基层组织作为“实践者”
应健全民主决策机制，促进乡村建设事
务透明化；规划建设团队作为“协调者”
应不断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确保村民参
与规划方案的编制，并跟踪指导乡村规
划的建设实施全过程；企业作为“合作者”
应为乡村特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帮助
乡村产业实现快速升级转型；社会组织
作为“长伴者”应挖掘高校研究团队、
志愿者服务队伍等各方资源，丰富乡村
社会服务体系，加强乡村与外部的联系。

5　广州近郊乡村特色发展实证

广州近郊乡村是大城市近郊乡村的
典型代表。其中，广州白云区钟落潭镇
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长期以蔬菜、
水稻种植等农业生产为主，是广州市区
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作为
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试点，钟落潭镇大
力发展美丽健康产业、现代都市农业，
并得到了飞速发展，其在产业发展、建
设模式方面的经验具有参考性。广州增
城区正果镇何屋村位于增江河畔，具有
优质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由于新村扩张，面临空心化问题 [13]，在
空间改造、景观建设方面具有特色化改
造的基础。本文以两个案例地为实证，
创新探索大城市近郊乡村特色发展路径。

5.1　农旅融合新生产
针对广州近郊乡村存在的“地租依

赖”的问题 [14]，钟落潭镇采取一系列措
施来提高村集体的参与度，推动内生性
的产业结构调整。 图 8　乡村建设共同体示意图

图 7　自然生态网络构建示意图

类型 空间位置与形态 常见问题 优化措施

点状空间 尺度较小的地块，
如街头绿地、拐角
空间、宅旁空间

多被荒置，植物杂
乱，大多仅进行了
简单的硬底化处理，
整体利用率低且缺
乏乡土性和良好的
景观效果

清理街道堆积杂物，建设
“四小园”，增加公共活
动空间

线状空间 线性空间，如街巷
空间、“一河两岸”

杂物占用通行空间；
两侧景观效果不佳，
缺乏地域特色

应尽可能保留原有街道尺
度；从街巷绿化美化和建
筑立面修缮着手，进行景
观风貌整治；采用具有地
域特色的铺装材料还原传
统巷道景观，再适当种植
植物进行绿化装饰，丰富
巷道空间

面状空间 依 托 水 塘 等 传 统
环 境 要 素 形 成 的
公园绿地空间

活动空间面积和提
供的活动功能等已
无法满足村民日常
活动的需求

延续传统形态，公园建设
应与乡村格局相协调；在
内部将硬质场地与软质绿
化结合，兼顾人群活动与
自然生态的需求

表 2　乡村公共空间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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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当地特色水果，打造可食可赏的四季
道路景观。

(2) 打造特色公共空间。近郊乡村沿
街建筑或破损或新修，存在风貌不统一
的问题，对此可以对街道两侧的建筑立
面进行统一修缮和粉刷。过去，村民主
要在村口榕树、禾坪等公共空间进行活
动交流，缺少活动空间。因此，应完善
健身器材、运动场等相关活动设施，打
造一个富有水乡特色、传统和现代和谐
共处的特色乡村公园。

(3) 提升建筑风貌。将村庄内的建筑
划分为文物保护单位、传统风貌建筑及
一般建筑 3 类，其中传统风貌建筑融合
了广府及客家两种建筑风格 [14]。对于文
物保护单位务本堂、香火祠堂等，应保
持建筑原状；对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
值的传统风貌建筑，应使用原本的材料
对外立面进行修缮、复原；对于一般建筑，
门窗宜统一使用深灰窗套，外墙宜使用
青砖贴面，屋顶材料宜使用灰色水泥瓦。

5.4　共同缔造新模式
广州近郊乡村建设非常重视多方参

与。一方面，近郊乡村与城市接壤，村
民由于出租房屋、外出就业等，与企业、
外来人员日常交流的频率明显增加；另
一方面，由于近郊乡村建设涉及村集体
经济的土地开发、出租分红事务等，村
民参与积极性高。

钟落潭镇采用结对的方式践行共同

一是以品牌促进内生发展。钟落潭
镇通过聚焦高校圈科研优势，推动村集
体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合作，打造“育
繁推”一体化的国际种业中心。在此过
程中，地方产业向农业产业上游的种业
研发延伸，形成远近闻名的种业品牌，
逐步集成种业研发、交易、孵化等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是以体验推进产业融合。钟落潭
镇大力发展近郊体验游，配备适应不同
需求人群的游乐设施，如在田间布置艺
术造型装置以打造网红农旅打卡点，建
设露营基地以丰富青年人群的游玩体验，
以及打造集多元化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农
庄，提供陶艺、单车骑行、垂钓等各种
活动，为亲子家庭提供活动场所等。

三是以“农超对接”保障产品流通。
目前，广州大力推行“农超对接”模式，
如开设“农超对接”综合超市、在连锁
超市中设立“农超对接”专区等。钟落
潭镇采用“农超对接”模式，在保障产
品品质的同时整合产品流通渠道。

5.2　耕读文化新生活
广州近郊乡村生活空间格局受到传

统广府文化和新型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一方面村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半城镇
化，另一方面随着旅游发展，外来住客
与游客不断涌入，对乡村空间提出新的
要求。

(1) 焕活传统文化空间。何屋村新旧

空间呈现混杂的状态，其通过梳理传统
聚落结构，修缮老旧建筑，利用宗祠建
筑组团打造耕读文化系统。重新打造务
本堂的教育功能，将其改造为展览服务
中心，围绕周边传统建筑组团打造耕读
文创馆、耕读体验馆、耕读竹艺馆、耕
读纺织馆等，丰富业态，打造吸引年轻
人回乡创业的基地。

(2) 构建多层次邻里空间，形成新生
活空间体系 ( 图 9)。依托耕读文化系统
进一步挖掘邻里空间，构建多层级生活
空间体系。首先，在风水塘和禾坪处增
加户外健身设施，提升中心邻里空间的
舒适度；其次，清理主街旁堆积的杂物，
拆除危房，腾出来的空间可以作为二级
邻里空间，并将其改造为“四小园”；
最后，充分利用宅旁拾边地，放置桌椅，
将其作为三级邻里空间。

5.3　生态乡土新风貌
(1) 构建自然生态网络。岭南水乡

是广州乡村聚落的本土地域景观，何屋
村及周边村庄具有典型的水乡景观肌理
( 图 10)。以水为脉络，在村庄两侧的流
域构建尺度适宜的滨水跑道，与村内小
公园、农田以及村外碧道相连，构成一
体化的碧道系统；以农田为基质，尊重
现有肌理和耕读文化，打造连片有机稻
田；以道路为廊，保障村道通畅，步行
街巷采用青石砖、麻石铺地，农田内部
的机耕道沿途可种植枇杷、荔枝、杨梅

图 9　广州增城区正果镇何屋村生活空间规划图

文化系统节点
街巷网络

中心邻里空间
二级邻里空间
三级邻里空间
街巷网络

图例

图例

传统空间分布 耕读文化系统规划 生活空间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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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广州增城区正果镇何屋村及周边村庄景观肌理示意图 图 11　广州从化区钟落潭镇共同缔造模式示意图

缔造建设模式 ( 图 11)，由区政府牵头，
村集体与企业、高校、银行签订共建协
议，规划设计团队协助建设。其中，产
业联建是结对的关键，通过找准发展点，
村集体获得资金、就业岗位、消费帮扶、
技能培训、技术指导、社会服务、产业
项目等发展资源，企业获得土地、劳务、
市场和物资等供应保障，高校获得乡村
振兴人才对口培养实践场地、实践研究
课题等社会资源，银行获得业务和客户
资源，四方相互取长补短，农民创收增
收。此外，通过企业、银行提供帮扶资金，
高校组建团队或与其他规划设计团队合
作，在村庄人居环境、教育设施等方面
进行提升，为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6　结束语

乡村特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
过程。大城市近郊乡村作为城市与乡村
的纽带，具有特殊地位，需要将其置于
城乡关系中思考发展路径。城乡融合发
展作为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也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切入点。

本文梳理了我国城乡融合时空演进
的特点，以近郊乡村为研究对象，分析
了城乡融合初级阶段往高级阶段进阶的
必然性与可行性，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求同存异、和
而不同”的目标以及相应的策略，并选
择广州地区两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地开
展实证研究。总的来说，本文既为乡村
特色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我
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近郊乡村创新探索以
及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工作提
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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