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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ural Environment Transform of Beautiful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style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Chongming 
Miao Town Lianyi Village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美丽乡村环境改造研究
——以上海崇明庙镇联益村为例

设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两个方面的问题[2]。一方

面是农村的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诸如“垃

圾围村”、追求高效农业生产造成的农业环境污

染、近年来持续性的土壤和水体严重污染，以及

城市污染向农村的转移等，使得很多地方碧水

蓝天的美好田园风光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是

农村地域文化的迷失问题，在城镇化的快速进

程中，很多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村落被拆迁、被

改造，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乡村建

设，缺乏地域风格，割裂历史文化与乡村的自然

联系，这种千篇一律的乡村改造模式破坏了原

有的乡土文化记忆。因此，留住乡愁，保护传统

1　现阶段美丽乡村建设的特征

1.1　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的新要求

我国的乡村建设问题由来已久，一直备

受政府管理者和广大民众关注[1]。最早始于新

中国成立初期，但乡村建设问题发生重大转变

是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3个主要发展阶段，即

1978—2004年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阶段；2005—

2011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阶段；2012年至

今升级版的美丽乡村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我国的新

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与此同时，新农村建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美丽乡村建设不是大拆大建，也不是刻意仿制传统村落环境，而是应立足于乡村本身的环境特征，融合乡

村独有的文化特色，以改善村庄生态环境为基本原则，以产业发展为动力，以现有的建设资金为前提，在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的基

础上，挖掘本土乡村风情，从建筑景观风貌、道路景观、滨河景观、重要公共景观节点和景观基础设施改造等多个方面，实施对乡

村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有限改造，以提升环境改造的可实施性和持续性，从而营造具有特色的乡土环境景观，以期为美丽乡

村环境改造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Beautiful country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style urbanization is not just to pull down and build, or to deliberately imitate 

traditional village environment, bu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ntry itself and integrate its unique cultural 

features. Taking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the basic principl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the existing 

construction funds as the premise, and on the basis of making full use of local resources,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ies should develop 

local rural customs from multiple aspects, including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road landscape, waterfront landscape, important public landscape 

and nodes,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s, etc. In addition, limited reform of rural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make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more practical and sustainable, and to create a distinctive local environment landscape, hop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of beautiful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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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的特色已经迫在眉睫。

2012年后，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

镇化战略，明确“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2013年，中央一号

文件首次提出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

标[3]。同年5月，农业部发布《“美丽乡村”创建

目标体系（试行）》，提出打造“生态宜居、生产

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示范典型，形成各

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发展模式[4]。2015年中央一

号文件更是指出农村建设要“强、富、美”的论

断[5]。由此，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升

级版，与新农村建设相比，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美

丽乡村环境改造的内涵提升方面。

1.2　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的新特点

改革开放后，我们新农村建设的环境保护

目标经历了从强调“农业市场化生产”到“农

村环境清洁”再到“农村环境美丽”的转变。

因而，现阶段的美丽乡村环境改造，不仅是为了

给农村一个美丽的外壳，关键在于提升农村居

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切实地提高农民的

幸福指数[6]。应在尊重乡村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体

现“美”，包括环境美、生活美、产业美和文化美

的“四美”特征。具体来说，首先是自然与人和

谐发展的美；其次是关注农村自然优美环境的

有效利用，更加强调本土地方特色美的延续；再

次是注重农业生产方式的融合，更加注重农村

环境的多样化发展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最后

是关注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1.3　上海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新阶段

2014年，上海市围绕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

明的总体要求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并于同

年印发了《上海市美丽乡村建设导则（试行）》，

从规划编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发展、公

共服务、乡村文化、长效管理、组织建设等8个方

面对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指导

各区县因地制宜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其中生态

环境和乡村文化被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方

面[7]。上海的美丽乡村建设，以“美在生态、富在

产业、根在文化”为主线，通过提升农村生态品

质、挖掘乡村文化元素、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全

面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理念，促进农村地区由“物

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嬗变升华，逐步

实现“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统一[8]。

在上述背景下，崇明县庙镇联益村积极推

进美丽乡村环境整治改造项目的规划设计与

实施。在环境改造资金有限的前提下，立足于乡

村自身的环境特征，以“村美、民富、人和”为

目标，以体现乡村地域文化特色为引领，以“绿

化、净化、美化和亮化”的四化改造项目建设为

基础，通过分步实施和特色营造的手法，打造具

有自身特点的乡村环境面貌，展现乡愁、留住乡

愁，从而实现乡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和

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

2　联益村环境改造的现状特征

联益村位于上海市崇明县城西北、庙镇东

南部，距崇明县城约5 km、距庙镇社区约4 km

（图1）。现状通过宏海公路、江万公路与庙镇、

崇明县城和明珠湖等联系，村域总面积约366.3 

hm²，总人口约2 160人（图2）。联益村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发展迅速，乡村环境经过

不断改造，联益村已成为一个环境相对优美、产

业特色明显的美丽乡村。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

逐步提高，对环境品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

此，需要对乡村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评价并对

现状存在问题进行梳理。

2.1　联益乡村建设阶段的评价

联益村产业初具规模，拥有崇明金瓜、翠冠

梨、优质水稻等多个特色品牌。现状村庄道路已

全部硬化，给排水工程较完善；民居建筑质量较

好，景观道路和河道均有一定的绿化；设置了入

口景观节点和入口文化宣传廊道，也配置了部

分公共文化设施。相比我国其他区域美丽乡村

建设情况而言，联益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

善，乡村环境整治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以

称之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高级阶段。这个阶段的

乡村“外在美”建设效果已经基本呈现，更为

关注“内在美”的提升，即需要从美学空间塑

造的角度进行深化与完善。其近期建设重点也

将聚焦于建筑风貌统一、景观环境绿化、重要节

点塑造、产业品牌宣传、乡土文化传承等多个方

面，从环境美——生活美——产业美——文化

美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提升。

2.2　乡村环境改造面临的现状问题

根据对联益村现状所处的建设阶段和建设

重点的分析，总体上联益村现状存在着村容村

貌特色不明显，道路交通及沿河绿化层次不分

明，本土绿化特色体现不足，展现村庄形象和文

化传承的重要节点缺乏，以及环卫基础设施有

待进一步改善等问题，成为近期改善和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必须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1）建筑风貌与特色各异。联益村坐拥水

乡环境，大部分居民点沿水而居，集中分布在3

条横河两岸，极少数村庄居民点布局分散。村内

整体建筑风貌不协调、房前屋后绿化无序，没有

形成一定的景观效应。

（2）道路等级及景观无序。现状村内道路

已初步形成系统，但多数路宽约2.5 m，道路较

窄，不能满足机动车通行的要求。现状路面虽已

图1  项目区位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项目道路交通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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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全部硬化，但为水泥路面，主次道路铺装区别

不明显，部分路面已有损坏。大多道路两旁没有

配置行道树，且路旁杂草丛生，较为无序。

（3）沿河景观缺乏系统。村内现状有3条主

要横河和多个坑塘，水资源较丰富，但大部分河

流水质较差。沿河两侧现状已有绿化配置，但植

被凌乱，水中杂草丛生，景观功能单一，缺乏系

统。

（4）公共景观节点缺乏。村内现状公共开

敞空间较少，环境较为凌乱，仅有的景观空间节

点形象特色不明显，配套景观设施和景观性小

品也较为缺乏。

（5）环卫设施有待完善。村内于2010年采

取了一些环境整改措施，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设置垃圾回收点等，但仍需要完善污水处理设

施、垃圾收集设施等，并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3　美丽乡村环境改造思路与措施

美丽乡村环境改造的方式有很多种，涉及

的内容也较为广泛。联益村的环境改造通过对

自身的特点、所处的环境、产业特征等基础条件

的分析，综合剖析出乡村环境改造要素中的现

状短板，以核心环境问题为导向，融入乡村的地

域文化特色，以有限的改造资金为前提，确定改

造的原则和基本思路方法。近期先整治亟需解

决的村民关心和重视的环境问题，分清主次，逐

步实施，为村庄环境改造的可实施性和可持续

性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9]。

3.1　环境改造思路

（1）生态景观的系统化梳理，景观功能的

复合

对村庄内的生态景观进行系统化梳理，利

用崇明及联益村本土种植的植物和适合乡村种

植的植物作为绿化植物配置；对重要道路、河流

景观进行功能主题化的设计，以实现景观观赏

功能、休闲娱乐功能与绿化防护功能的有机融

合；在美化村庄环境的同时，也为村民提供生活

休憩的空间。

（2）地脉和文脉的特色化梳理，进行有限

度的整改

充分利用村庄本土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要

素，以民居建筑表皮、重要道路入口和主要景观

河流等为重要载体，就地取材，进行有限的艺术

化和乡土化处理，营造具有田野情趣和艺术化

特征的乡村风貌环境，塑造居民有归属感和认

同感、游客能体验到的特色乡村环境风貌。同时

在改造中留有余地，为将来的改造完善提供良

好的衔接基础。

（3）“一图一表”的导向化要求，明确改造

方向

通过对村庄现状环境要素的综合分析，结

合村庄产业发展和当地村民的需求与意愿，以

方便组织实施为目的，以“绿化、净化、美化和

亮化”四化为目标，从道理整修、民居建筑环

境整治、水系绿化、村庄绿化、环卫设施、路灯

安装、建筑风貌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多个角度，

构建近期乡村环境改造项目库分布（图3）和

近期乡村环境改造项目库（表1），即“一图一

表”作为近期实施指导，以项目化建设为抓手，

强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推进部门联动，形成协同

效应。最终通过近期项目库的实施，产业化的运

作，实现“村美、民富、人和”的总体发展目标。

 

3.2　 主要环境改造措施

遵循上述改造原则和思路，以“一图一表”

为方案设计导向，实施建筑风貌、道路绿化、滨

河驳岸、重要公共节点和基础设施等5项环境改

造方案，项目涉及7个大类19个小类，以项目库

建设形式提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美丽乡村环

境品质，展示美丽乡村的地域特质。

（1）建筑风貌改造

建筑风貌是村内整体环境景观中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是人生活的主体功能建筑，也是展示

村内地域文化特色的要素。针对现状村貌不统

图3  近期乡村环境改造项目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4  围栏改造前后的对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与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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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问题，规划以保留建筑为主、新建建筑为辅

的建设思路，通过对民居建筑风貌、建筑围栏和

院落绿化等设施的整治，塑造宜居的人居环境。

规划对新建建筑风格融入了现状传统建筑

中的白墙、红瓦、坡屋顶等设计元素。对确定保

留的建筑，重点是对原有外立面饰面结合新建

建筑进行粉刷，墙面结合联益村生态农业、乡村

风情特色进行彩绘，展现乡村特色和乡土文化；

对与保留建筑不协调的装饰构件进行拆除并重

新设计，形成保留建筑与新建建筑协调统一的

风貌。

针对沿街围栏陈旧、风格各异的现状特征，

规划改造采用体现乡村特色的上为木或竹栅

栏，下为石砖或花坛相结合的围栏设计方式，丰

富层次（图4）。针对庭院绿化种植，以枇杷、桔

子、桂花、含笑等居民喜闻乐见的乡土树种为

主，与球、花灌木相结合，成为每户的标识性植

物，体现良好的入户景观效果。并使庭院绿化由

院内向外渗透，与河岸的生态景观相呼应，形成

宜人的庭院街道景观（图4）。

（2）道路整治及绿化改造

良好的道路交通是满足居民出行便捷的基

本要求，也是居民生活、生产的重要保证。针对

联益村主要道路较窄、路面损害、道路绿化缺乏

等现状问题，规划对村内道路系统重新梳理，分

清主次，以新建和拓宽整治的方式，将村庄道路

分为村主路、村支路和宅间路，整体道路拓宽至

3 m，有条件的道路调整为4 m，主要干道配置太

阳能路灯，以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需求。优化

配置道路两侧的行道树，应考虑道路的景观功

能，结合相邻农田、果园、片林等因素，选择本土

化植物和乡村植物进行相应配置。如道路两侧

为农田，则道路行道树宜采用冠幅较大的本地

香樟、梧桐等为道路提供大面积的遮荫。如道路

两侧为片林，则道路绿化应以体现本土风情特

色的树种与片林相结合。联益村内新立路和河

道两侧道路是村内重要的景观道路，其道路绿

化配置应有所不同，突出各自功能特色。

新立路为通往村委会的形象展示道路，针

对道路两侧现状色彩、植被种类单一的问题。规

划考虑在保留现状道路绿化的基础上，以资金

四化 项目 设计内容说明

绿化

道路整修
硬化 新建8条农村水泥路，并配置沿路绿化

拓宽 沿河道路拓宽，提升道路绿化层次，丰富沿河道路功能及
设施；村内中心机耕路和联益文明走廊500 m拓宽

宅前屋后
环境整治

房前屋后清理、
整治 居民集中住宅区的庭院绿化工程

水系环境
整治

建设驳岸 5条村主要河沿，其中设计自然驳岸4.5 m桩长

水桥 分布在2号横河、3号横河居民集中住宅区

亲水平台 分布在4号横河居民集中住宅区

水系景观 配合一条沿河驳岸建设4座观景平台，四周有护栏

村庄绿化
村内绿化植树 3条南北向主干道路边绿化和3条东西向中心机耕路路边

绿化；5条河沿岸坡绿化6 500 m2

村内花池 联益中路长安段宽4 m、长150 m，600 m2景观绿化步
道；300 m2健身点；路口拐角景观小品

净化 环卫设施

垃圾箱房 联益中路东侧、联益南路北侧

垃圾桶（户投） 平均每户1个，驻村企业各1个，结余的备用

垃圾桶（村收） 用于3个垃圾房周转

双桶废物箱 居民点每隔100 m，不锈钢果壳箱

亮化 路灯安装 路灯 太阳能路灯

美化
建筑风
貌及

公共服务

民居建筑风格 对保留建筑、新建建筑整体风貌的统一与引导

公共重要节点 入口景观节点、休闲步道设计、采摘节设计

休闲座椅 居民点每隔100 m设置休闲座椅

联益文明走廊 办事处前沿新立路设置文明走廊约500 m

广告牌设计 农产品宣传广告牌设计

表1  近期乡村环境改造项目库表

图5    新立路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与自绘。

图6    沿河道路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与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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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主要入口节点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与自绘。

图7    二号、三号和四号横河现状驳岸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8    二号、三号和四号横河驳岸改造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0    新立路文明走廊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与自绘。

条件、树种适宜性和体现乡村风情等为原则，在

现状乔、灌木之间增加树冠较小的低矮灌木或

花丛等丰富绿化层次。新增灌木建议选取金边

黄杨、小叶黄杨及红叶石楠等提升乡村道路的

景观形象（图5）。

3条横河两侧道路为村内重要的景观路，规

划单侧道路拓宽3—4 m，人车混行。沿岸两侧行

道树宜选择冠幅较大的香樟，增加树冠较小

的大叶黄杨、红叶石楠和金叶女贞等低矮灌

木形成绿篱，以打造高低错落的河道景观绿

篱（图6）。

（3）滨河景观驳岸整治

考虑现状河道两岸的护坡多为自然土坡，

局部存在塌陷和垂直式挡墙驳岸等情况，应结

合河流功能和资金预算要求，主要针对3条横

河驳岸的绿化进行立体化配植，通过设置水

桥、亲水平台等景观方式打造滨河驳岸美景

（图7，图8）。

二号横河以“青青河畔”为主题，采用生

态手法，保持现状岸线的自然形态，清理驳岸，

整治加固河道，点缀多个亲水观景平台。按照植

物多样性要求布置两岸，注重植物的姿态和色

彩搭配，采用乔木、灌木组合搭配，营造多层次、

亲和、自然的滨河驳岸景观。

三号横河以“碧水涟漪”为主题，是村民

重要的景观河道，以展示滨河景观为重点，以硬

质驳岸和自然驳岸相结合，首尾两端保留现状

硬质驳岸，中间段采用生态手法塑造自然型驳

岸。河道水面点缀浮萍、睡莲等水生植物，体现

江南水乡特色水景，沿岸优先保留现有造型优

美植株大树，斜坡种植植被，实行乔灌草相结

合，固堤护岸。打造为水生植物观赏、休闲娱乐

的观赏型驳岸景观。

四号横河以“水桥徘徊”为主题，结合居

民生活特点，采用生态手法，注重岸线与水面的

过渡，通过清洁水面、植被选择、自然草坡与块

石相结合的驳岸设计，并在河流两岸布置江南

河埠头，保留居民在河流中洗涤衣物、淘米等生

活习惯特色，打造为居民生活、亲水休闲的亲水

型驳岸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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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沿新立路500 m3段式的文明走廊形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的木质牌楼，并在牌楼下方堆砌景观石和种植

花卉，使其成为集中体现村庄特色和风貌的入

口牌楼；路口另一侧则建议采用绿篱造景，打造

乡村特色花坛入口的景观形象（图9）。

从主要入口通往村委会500 m长的新立路

段，为联益村文明长廊展示段，现状已有部分文

化展示宣传语和展示牌，规划将在保留现状元

素的基础上，融入联益村本土文化和产业特色

文化，分入口段、中间段及村委会段3段式打造，

每段150 m左右。入口段主要利用现状的围墙

进行改造，采用中式风格围墙和文化宣传形式

展示，与联益村招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

化墙相结合，共同展示联益村良好的精神面貌。

中间段采用可供村民短暂停留和休憩的景观廊

架，并配置攀援植物，起到遮阴、美化的效果。村

委会段采用与村内环境相融的中式风格文化

墙，以农村精神文明展示和农产品宣传为主题，

既美化村容村貌，又展现乡村民俗，成为一道独

特的乡村特色人文景观（图10，图11）。

除上述公共景观节点改造外，还可利用村

内入口处现状废弃的沟渠，设计为鹅卵石步径

和设有休闲座椅的休闲步道，村内主要入口处

设置农产品宣传广告牌；考虑乡村旅游开发及

采摘节开幕式活动场地的需求，可将现状垃圾

池及周边场地进行绿化整治后作为其开幕式的

启动地点，这样既满足了宣传旅游发展的需求、

改善了垃圾池的环境、丰富了其功能，还成为联

益村形象展示的重要节点。

（5）环卫基础设施改造

村内的环卫基础设施改造主要是针对垃圾

收集点、垃圾箱房、垃圾桶和双通废物箱等垃圾

收集设施进行整治（图12）。垃圾收集箱建议采

用石质或钢制，经久耐用，不易损坏；造型上可

以更生态，体现村庄特色；家用垃圾收集箱建议

采用塑料制品，造价便宜，适宜村庄内诸多用户

使用；鼓励在联益村内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响应

国家号召，更能体现联益村现代化美丽乡村的

文明面貌。

4　美丽乡村改造的借鉴意义

“美丽乡村”的环境改造是在我国新型城

镇化进程中客观现实需求下表现出的自发状

态[10]。不同乡村其改造方式、方法或者建设重

点可能不同，但重要的是在保持原有地域文化

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有限改造，留住乡愁，使农村

居民在乡村也可以享受到城镇化建设的成果。

针对联益村美丽乡村的环境改造项目，根

据现有的资金情况，探索出4条值得借鉴的经

验。一是构建方便实施的改造项目库，以“一图

一表”的形式指导实际操作。二是以点、线、面

（4）公共景观节点塑造

景观公共空间是展示村庄景观形象的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选取对村内景观形象影响比

较大、村民意见比较多的村内入口节点，文明长

廊、休闲步道、采摘节、广告牌等环境设施进行

改造。

江万公路与新立路的道路交叉口，是通往

村内的主要入口节点，规划建议将入口一侧的

现状“庙镇联益村”的展示牌改造为形态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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