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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乡村振兴被认为是推动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以内蒙古耳

沁尧村为例，调研了解其地域性景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村落的空间分布、地

形地貌、植被覆盖等进行分析。结合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村落地

域性景观与可持续设计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其进行合理的地域性景观和可持续设计相结合的建设规划，

达到改善人居环境、保护地域景观、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探索适应当下时代背景的地域性景观与可

持续设计融合发展的更优策略，真正实现可持续规划设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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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x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takes Erqinyao Village in Inner Mongolia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and 

understand its difficulties in region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It us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and other tools to 

analyze the villages’ spatial distribution, landform,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Combin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ecology, culturology,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and sustain-

able design of villages. Through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planning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regional landscape and sustainable 

design,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protecting the regional landscape, and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Explore better strategie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landscape and sustainable 

design that adapt to the current era background, genuinely realizing the sustainable planning and desig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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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涵盖社会、经济、人

口、文化及物质空间等多方面的发展策略，

也涉及统筹和经营的管理措施，是国家层面

的发展战略 [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仍然在农村”。国外对村落的研究可追溯

到19世纪，主要关注村落的社会结构、文化

特征和历史发展 [2]。进入21世纪以来，可持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域性景观与可持续设计融合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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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开始

探索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过去国内乡村景观

的重点研究领域集中在乡村文化传承 [3]、乡村

景观特征识别 [4-5]和保护应用[6-7]、乡村景观规

划等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乡村研究与发展带来新机遇。近年来，

中国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逐渐受到重视，借助

乡村与生态学融合 [8]，乡村景观评估 [9]、地域

性景观保护等方向成为重要研究领域。乡村

景观规划设计不仅注重自然环境的美化，更

注重与乡村文化、历史、民俗风情的结合。目

前，中国许多村镇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

地域性景观建设未能有效协同，如何充分发

挥地域性景观价值在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

文化传播、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成为

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0]。地域性景观所包含

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方向，而目前对地域性景观如何与可持

续设计相结合的研究仍较少。

地域性景观涵盖了乡村景观的自然和人

文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载体。地域景

观包含许多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如适应当地

气候和环境的植被、传统建筑和规划方式。

本文通过研究来深入探索这些要素，可以为

可持续设计提供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思路。以

内蒙古耳沁尧村为例，对地域性景观与可持

续设计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形成一个

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和

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1 乡村振兴的解读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将“三农”问题解决好作为全

党工作的重要任务，努力深化脱贫攻坚行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促进农业和农村实现

历史性的突破和变迁 [1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扎实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2]。

在此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也提出相关

政策，结合自治区实际，优先发展农业和农

村产业，强调城乡发展的整合，重视科技与

制度的创新，深入推动乡村的发展、农村建

设以及乡村管理等关键事务，以加速构建农

业强国并创建宜居、宜工、美丽的乡村环境。

乡村的自然景观有着天然的优势，却由于过

度开发等原因遭受生态破坏。农村地区虽然

历史、文化和民俗丰富，但在现代化过程中

经常被忽视或被遗忘，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也随之被湮没 [13-14]。在弘扬传统文化与地域

特点的同时，通过村落内在发展和外在旅游

业及相关政策的推动，实现村落优化更新与

可持续，提供与村落建设结合的具有一定借

鉴意义的乡村振兴活化的策略经验。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域性景观与可持续设计

2.1 地域性景观要素

景观整合人类与环境进程，连接不同的

空间尺度，其综合整体性、实体可视性、多

功能性使之为整合和协调的空间管治提供了

实体框架 [15]。景观提供一个“中介”，通过其

可以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16]。乡村的村庄

规划建设需要加强，要立足乡土元素、地域

特点、民族特色，提升村庄风貌，保障农民

居住和乡村基础服务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和

产业用地需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传统

村落所面临的文化传承、资源开发、环境改

善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新机遇，为传统村落的

保护和传承带来新的机会。

通过大量调研及问卷调查，结合地理

学、生态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

论，对村落地域性景观进行深入研究，总结

地域性景观主要包括自然生态与地景地貌、

人文景观与乡土文化、地方产业与特征发展。

自然环境与地景地貌主要指原生态环境，是

构成地域差异的核心要素，也是乡村村民生

存的基础。乡村的生态系统，既包括原生态

环境，也包括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基础上

产生的二次自然，主要包括地形、水系、植

物和动物。人文景观与乡土文化承载丰富的

情感，包括乡村格局、传统建筑、构筑物、

道路、农业景观、乡土材料、生活生产、民

间艺术、民风民俗。景观不应只是人们所看

到的，应是多尺度的，其变化是地方、区域、

城市和国家共同作用的，包括地方产业与特

征发展，需要整合经济、政策及公众参与等

机制。

2.2 地域性景观与可持续设计的关系

地域性景观与可持续设计相结合可以促

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促进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改善，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宜居的环境，

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潜力，为地方景观

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提供经验 [17]。近年来，

中国积极推动乡村景观保护与文化建设，空

间规划体系改革也对村庄规划提出更高的

协同需求 [18]。空间规划要汲取当地的空间基

因打造具有传统地域风格和文化底蕴的城乡

空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更需要将地域性

景观与可持续相融合，从空间规划、产业定

位、业态融合、治理体系建设的全程规划统

筹工作 [19-20]。

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前景密不可

分，需要一种全盘性的综合规划 [21]。可持续

发展的迈进也需要合理地整合法规、技术、

财政投资、教育，以及个体与社会行为的变

化等多重措施，并采用更加一体化，而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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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基于部门的管理方法 [22]。在此基础上，乡

村地域性景观的保护离不开可持续的乡村景

观规划与设计。乡村景观涉及农、林、牧、

渔等多部门，需要整合经济、市场政策与以

可持续为目标的相关政策 [23]，而如今地区整

体框架与地域性政策较为缺乏。通过充分挖

掘地域性景观要素，发挥其在自然生态、文

化影响、社会基础、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构建各类利益相关者与要素管理，形

成地域性景观政策框架与管理策略，是亟待

解决的根本问题 [24-25]。

3 融合发展下的耳沁尧村景观规划

3.1 研究区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九峰山

耳沁尧村形成于民国时期，位于土右旗正

北、大青山腹地，距萨拉齐镇30 km。北与

固阳县下湿壕镇接壤，东与公山湾巴总尧村

为邻，西接石仁塔村，南连小坤兑和老窝铺

村。属于山地地形，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革

命老区。村域面积12 km2，其中村庄占地面积

5.64 km2，户籍人口1 256人，常驻人口228人。

民族以汉族为多，以种养殖业为生。全村原

有耕地6.30 km2，其中水浇地0.13 km2。现有

耕地4.50 km2，其中水浇地0.74 km2，退耕还

林1.86 km2，有林地3.39 km2。

3.2 依托地域资源，确定产业切入点

耳沁尧村地处山区，沟坡纵横，临近

九峰山自然保护区，山峰、瀑布、溪流等自

然风貌优美，植被资源较丰富。本研究基于

GIS空间分析功能，结合国家地理信息网站提

供的高程数据、植被覆盖数据、水文分布数

据，以及实地调研后得出的老旧居民建筑分

布、红色资源文化分布等数据，对单个的因

子进行欧式距离分析，然后运用重分类对数

值进行区间划分，最后对所有因子进行加权

总和。在生态适宜性评价中，分别对地形、

植被覆盖、农田、水文做欧氏距离分析，运

用重分类对不同因子进行适度的重新划分，

根据划分后的区间对生态的影响程度进行赋

值，即对不同因子进行影响评价，最后将上

述因子进行加权总和，数值较高的区域生态

敏感性更高，通过对得出的数值进行分类分

析，最终划分为五大区间（图1）。

乡村生态保护与开发时，根据生态适宜

性情况提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地域景观设计

方案。本研究利用山地的自然起伏和高差，

创造出具有层次感和动态美的景观空间，并

创造独特的视觉焦点和景观小品，提升景观

的观赏价值。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气候、

水文、植被等自然环境因素对山地景观的影

响。选择适应山地环境的植被和景观材料，

确保景观的可持续性和生态性。耳沁尧村地

理位置优越，毗邻九峰山，拥有丰富的自然

景观资源和旅游资源。本研究挖掘其潜力，

发展可持续的旅游业，着力提高当地村民的

生活品质。耳沁尧村的传统产业以农业和少

量畜牧业为主，老年人居多，人口老龄化严

重。合理的产业更新吸引人才流向乡村和人

口回归。结合当地旅游产业将老旧建筑更新

升级为民宿、餐馆，推进当地产业更新。根

据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特点，优化产业

布局，实现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通过加强

不同产业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可以形成更加

紧密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高整个产业的

竞争力。通过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产业的智能化

和数字化升级。

3.3 传承地域文化，强调业态规划

耳沁尧村是革命老区，具有丰富的文化

资源，尤其是有多处抗战遗址及古迹。耳沁

尧毛主席纪念碑建于1976年，由全体村民集

资修建。纪念碑共占地300 m2，高17 m，碑

体由钢筋混凝土浇筑，外铺方砖。碑身刻

有“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永垂不朽”以

及“毛主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等字样，

1

图1   耳沁尧村生态适宜性评价
Fig. 1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suitability of Erqinyao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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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全体村民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除纪

念碑外还有传统民居、围炕画、拴马柱以及

抗战碉堡、韩庆坝伏击旧址、学校教师职工

宿舍、供销社遗址、粮仓等具有时代特征的

建筑遗址。传统民居建筑早期为茅庵房，后

来演变发展成为土坯房、砖房。炕围画是地

域性很强的一种民间绘画艺术形式，是壁画、

年画、建筑彩绘的复合体。耳沁尧村虽具有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严

重，村落逐渐形成空心化的现象，红色文化

未得到有效的宣传弘扬。本研究基于前期调

研数据，将对耳沁尧村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形、

老旧居民建筑、特色老旧建筑、红色文化资

源设为重要影响因子。对上述4个因子进行

欧氏距离分析和重分类，得出各影响因子对

应的影响评价，最后对影响因子进行加权总

和分析，数值较高的代表人文资源丰富度越

高，最终划分为五大区间（图2），为耳沁尧

村人文资源动态传承保护提供依据。

根据分析结果，在设计手法上主要采用：

（1）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在保留原有建筑风

格和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加固和修复，确保

安全性和稳定性。结合周边场地将部分建筑

整改为民宿，推动产业升级。（2）设置展览

展示区。展示各类非遗项目，包括传统手工

艺品、传统表演艺术等。邀请非遗传承人进

行现场表演，让观众亲身体验非遗技艺。（3）

多项目融合打造新业态。结合场地现有红色

旅游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及学习教育基地，

大力弘扬发展耳沁尧村的红色文化。通过整

合和升级非遗元素，打造具有现代特色和影

响力的文化 IP，提升非遗的品牌价值和知名

度。从非遗文化中选取核心元素并融入文化 IP

中，如传统手工艺、节日庆典、民间艺术等，

形成独特的品牌形象和风格。采用多种创新

方式，如跨界合作、数字化技术应用等，增

加文化 IP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

展览、演出、比赛、体验式项目、互联网平

台等形式，传播非遗文化的故事、技艺和传

承信息，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非遗文化。

3.4 提取空间基因，提高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多样的服务，包

括支持和调节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 [26]，

它们分别与可持续性“三大支柱”模型中的

生态、经济和社会维度相对应 [27]。本研究通

过提取耳沁尧村的空间基因，对乡村规划进

行合理定位与分区，提升生态保护能力，优

化旅游服务环境。对于生态敏感及受损区

域，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

原则，分区分类开展自然生态系统修复。

（1）通过对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进行影

响评价，叠加数据形成场地内的资源权重分

析，划定景观核心区。结合前期调研得出的

数据对耳沁尧村落的水资源、地形、周边森

林公园进行影响评价，叠加形成自然资源权

重分析，选取自然风貌良好、有地域性景观

特点的区域作为山林游憩区。（2）通过对红

色旅游资源、人文资源、老旧建筑进行资源

影响评价，叠加形成耳沁尧村人文资源权重

分析，划定人文体验区。（3）对耳沁尧村现

有的农田、老旧建筑、现有产业做资源影响

评价，叠加形成产业创新权重分析，将产业

创新适宜的区域划分为产业创新区。（4）对

居民点、老旧建筑、自然资源进行资源影响

评价，叠加形成乡村风光权重分析，最终划

定乡村风光体验区（图3）。在植物应用上，

采用适合当地生境的乡土植物来体现当地特

色 [28]。在聚落街巷空间营造上，分成街道

空间和巷道空间，并结合耳沁尧村特有的

建筑风格以及村民需求营造合理的立面景观

设计 [29]。

研究在根据调研及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

围、保护目标、保护措施，遵循自然规律和

生态平衡原则，不进行过度的开发和利用，

保护地域性景观，实现可持续设计（图4）。

2

图2   耳沁尧村人文资源丰富性评价
Fig. 2   Evaluation of the richness of human resources in Erqinyao Village

营建红色文化展馆

人文资源丰富性评价

增设风水林广场 改建民宿

开设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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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图3   各因子影响评价及功能分区结果
Fig. 3   Each factor affects the evaluation 
and functional zoning results

图4   耳沁尧村平面图
Fig. 4   Floor plan of Erqinyao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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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域性景观与可持续设计融合策略

可持续的目的是在地域性景观表达的基

础上，通过不同的资源传承方式使地域文化

与乡村发展实现一种双赢的局面。地域性景

观的表达围绕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大主题，

可持续发展则是对产业、生态的一种升级保

护，从这种角度出发，将二者相互结合，相

互促进来实现自然资源传承、人文资源传承、

产业融合创新三方面融合策略，是本研究的

核心内容。

4.1 自然资源的静态传承

自然资源的静态传承通常指的是通过一

系列措施，在不对自然资源进行直接开发或

干预的情况下，保护其原始状态、自然特征

和文化价值，以确保这些资源能够长期存在

并为后代所享。自然资源是地域性景观构成

要素之一，在进行可持续设计时需对自然资

源进行重点开发和保护。乡村景观规划中可

以运用遥感等技术手段，采集当地的植被覆

盖、地形地貌、水体、农田的相关数据并对

这些数据分析处理，得出当地的生态适宜性

评价，对生态敏感地带进行生态修复，对生

态适宜地带进行资源开发和景观保护 [30]。通

过生态和植被恢复，全面提高自然资源的保

护和利用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生态质量 [31]。同

时，通过开发包括山体、村庄和森林在内的

地域性景观，为农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4.2 人文资源的动态传承

对地域景观中的人文资源进行动态传

承，目标在于维护人文资源的文化特性、历

史价值，同时激发其现代活力，促进地域文

化的繁荣与发展。在人文资源的梳理利用中，

应深入挖掘乡村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因

素，将其融入景观设计中，形成具有地域特

色的乡村景观。可以表现在结合当地的民俗

风情，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小品和公共

设施，使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到乡村

的独特魅力[31]。

4.3 产业融合创新的活态传承

产业融合和创新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

手段。对地域景观中的产业融合创新进行活

态传承，意味着在保护地域景观独特性的同

时，积极促进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并使其

与地域文化、自然景观等相融合，形成可持

续的发展模式。推动旅游业与农业、手工业、

文化产业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形成产业链条

的互动发展。景观设计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促进了产业融合和创新。特别是乡村旅游和

与农业相结合，把农村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活

用为经济资源，促进农村的发展。与此同时，

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将有助于推动乡

村产业的数字转型和智能转型，提高产业竞

争力[32]。

5 结语

地域性景观与可持续设计的融合是未来

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挑战。在乡村振兴视

角下，通过分析地域性景观元素与可持续发

展的关系，建立地域性景观政策框架与管理

模式，探究可持续的乡村景观规划设计，构

建地域性景观的空间规划与治理体系，持续

研究传统村落地域性景观与可持续设计的融

合发展模式与策略。以耳沁尧村为例，通过

对自然资源的静态传承、人文资源的动态传

承以及产业融合创新的活态传承三方面策略

进行论证，探索在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产

业发展基础上的地域性景观规划设计，通过

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促进地方产业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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