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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道路研究

———基于皖北新型农村社区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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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皖北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基于皖北地区不同区域位置与乡村聚落特征为

划分标准,皖北地区目前形成了资源开采塌陷型、沿淮河水系型、城际干道型、多元文化型四种类型农村社

区环境景观风貌.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皖北农村社区进行环境景观的深入调研与统计分析,归纳总结

了不同类型皖北农村社区环境景观现状特征、建设经验及不足,提出依托水系优势发展养殖业、旅游业,选
址结合交通、基础设施,考虑经济作物的应用,完善垃圾、污水处理机制,加强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等建设

思路,旨在为后期皖北及其他类似地区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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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内外对于农村生态环境景观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宏观层面上的乡村景观聚落规划、农业生产景

观、道路交通景观、自然景观利用等方面,来达到农村

居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１Ｇ３];而对农村社区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制度管理、基础道路与多种

功能建筑的建设、修缮等方面,来完善并适应在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问题[４Ｇ５].
然而,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和乡村景观的一个重要的共

同外部载体———社区环境景观建设方面的研究较少,
这对于建设美丽乡村、努力改进乡村环境面貌、缩小

城乡之间的差距等方面的要求,显然是不能满足的,
尤其是对一些乡村经济落后、乡村自然环境本身较差

的地区,努力提升农村社区环境景观质量,建设生态

宜居新型农村社区异常重要[６Ｇ９].因此,本文以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的皖北农村社区环境景观为研究对象,
从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乡村文化等多个角度将皖北

新型农村社区分成若干种类型,选取皖北地区典型农

村社区,深入实地进行调研,从社区交通环境、居住环

境、绿化环境景观等方面统计分析,提炼符合皖北区

域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发展的经验,从而找出后期建设

的思路,为皖北地区及其他类似区域的农村社区环境

景观建设发展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一、研究地区的概况

(一)皖北地区的整体概况

皖北,指安徽淮河以北地区,共有淮北、亳州、阜
阳、宿州、蚌埠、淮南６个地级市、１个县级市、１７个

县.其中淮北、淮南是两个重要的煤矿工业城市,因
煤炭开采形成众多的塌陷区域,而围绕塌陷区域进行

农村社区环境建设较为普遍.皖北地处淮北平原,平
原占皖北总面积的８０％,皖北国土面积占安徽省总

面积的３０％,皖北总人口占安徽省总人口的４２％,其
中农村人口占皖北总人口的８０％,是重要的农村外

出打工劳动力输出地.皖北河流均属淮河水系.淮

河水系分布范围广,主要包括新汴河、浍河、沱河及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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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它们自西北流向东南汇入淮河.由于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皖北农业人口密度较大、人数多,造成该地区

农业生产力过剩,７０％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这使

得农村“空心村”现象较为严重,农村活力下降,农村

社区居住环境质量有待提高.

２０１２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安徽省美好乡

村建设规划»,提出要加强村庄整合和人居环境整

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全省开始实施中心村建设行动.皖北地区积极

响应,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在中心村建设上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目前,在皖北地区各区、县当中,总共

规划建设约９５０个中心村,这些中心村利用各自的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以及乡土文化等

优势,正在努力建设具有皖北乡村特色的新型农村

社区[１０Ｇ１１].

(二)研究区域的选择

１．选择依据

通过实地调研、网上搜索等方法,以区域位置与

乡村聚落特征为划分标准,在充分了解皖北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的情况下,将农村社区分为四类:资源开采

塌陷型、沿淮河水系型、城际干道型及多元文化型.
通过走访调查、综合比较后,每种类型选出５个具有

代表性的农村社区,深入调查研究分析皖北农村社区

环境景观发展道路.

２．区域分布概况

表１记录了四种类型共２０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型

农村社区、村名及所处市、县,可以看出除了采煤塌陷

周围型农村社区集中在煤炭资源丰富,开采多的淮北

市,其他代表性农村社区在区域选择上都兼顾到皖北

每个市、区(县)范围.
表１　皖北农村社区调查统计表

　　　　类型

序号　　　　
资源开采塌陷型 沿城际干道型 沿淮河水系型 多元文化型

１
淮北市濉溪县

五沟镇北湖南村

亳州市利辛县

王人镇曹店村

蚌埠市淮上区

曹老集镇杨湖村

蚌埠市五河县

朱顶镇三塘村

２
淮北市濉溪县

百善镇黄新庄村

亳州市谯城区

城父镇刘楼村

淮北市濉溪县

百善镇道口村

淮北市濉溪县

濉溪镇蒙村

３
淮北市杜集区

段园镇大庄村

阜阳市颍州区

西湖景区街道白行村

亳州市蒙城县

岳坊镇韩寨村

亳州市谯城区

城父镇蒋楼村

４
淮北市濉溪县

刘桥镇陈集村

亳州市谯城区

大杨镇郭万村

亳州市利辛县

马店孜镇集美水寨村

阜阳市界首市

王集镇李彬庄村

５
淮北市濉溪县

临涣镇高皇村

淮北市濉溪县

双堆集镇芦沟村

蚌埠市五河县

双忠庙镇刘蔡村

宿州市灵璧镇

灵城镇虞姬村

　　３．调研路线选择

考虑亳州市位于皖北的中心地带,以亳州市为基

点,从２０１７年３月到８月,分四个时间段对皖北六市

的农村社区进行调研,前期通过网上搜索,查阅相关

资料,经过对比分析,初步确定四种类型的农村社区

在皖北的大致分布情况,并最终确定主要的调研路

线.调研期间通过走访调查、询问村民及村委会干部

等方式,充分了解皖北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的情

况,并加以分析.
二、皖北地区典型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现状分析

(一)以淮北及周边采煤塌陷区为代表的农村社区

１．基本现状

截至２０１５年,淮北市采煤塌陷面积占淮北市总

面积的７％,塌陷坑一般深度为０．５－１５米.采煤塌

陷区内房屋坍塌、耕地面积减少、良田荒芜、矿区水资

源和周围环境遭受污染、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因采

煤塌陷而搬迁的村庄有３００多个,共涉及１６个乡镇,

５０万人.调研发现,采煤塌陷区分布的农村社区搬

迁新建十分重要,但搬迁新建中存在资金短缺、搬迁

选址难、村民对搬迁的不配合等问题,使得农村社区

的搬迁工作进展缓慢.

２．环境景观现状调查与分析

经过咨询、调查走访发现,采煤塌陷区农村的搬

迁方式从先塌后搬逐步转变成先搬后采,有效降低了

对农村的损害.表２中被调研的农村社区,将社区新

址选在城镇旁、荒废矿区附近、城际干道旁等交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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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础设施完善的地方,方便农村社区的综合发展,
并请专业人员结合村庄现状对本村进行规划建设.
在居住环境建设方面,采用统一建成的方法,虽然建

成速度快,效率高,却造成了千篇一律的房屋建造风

格,体现不出农村独有的乡土气息,并且房屋、水体周

围缺乏景观绿化.表２中仅有北湖南村和高皇村绿

地率达到标准绿地率４０％以上,其他三个农村社区

均不达标,说明农村社区缺乏对绿化建设的投入,整
体绿化效果不好.但个别社区也有环境绿化建设的

创新之处,如大庄村在次干道上种满葡萄树,营造出

独特的新型农村社区绿化景观风貌,既丰富了绿化种

植特色又提高了社区环境的绿地率.
表２　淮北塌陷区周围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现状统计表

地区 村名 人数 交通环境 居住环境 绿化环境景观 塌陷治理情况

淮北市

濉溪县

五沟镇

北湖南村
１０４３户

４０７０人

硬化道面积

约５６００m２

统一规划

新建６５３户

栽植绿化苗２３００棵,包
括女贞、杨 树、栾 树 以 及

绿篱等,绿地率４０％

整治 坍 塌 水 面 ２００hm２,

发展水产养殖产业、果园

种植

淮北市

濉溪县

百善镇

黄新庄村
１１００户

３９８６人

１４条主干道１５
条便民晴雨路,

共长约７２００m

统 一 规 划 新 建

１０６７户

栽种 树 木 有 栾 树、女 贞、

榉树等,绿地率３０％

整治 塌 陷 水 面、沼 泽 地

２３０hm２,发展水产养殖

淮北市

杜集区

段园镇

大庄村
４２０户

２０１５人

８条长约３４０２m
的 村 干 道 水

泥路

统一建成,每户

面积约２００m２

全村１３４hm２ 土地全部种

植了葡萄,全村８条次干

道两侧将全部栽上葡萄

树,绿地率３２％

整治 坍 塌 水 面 １５３hm２,

发展旅游业

淮北市

濉溪县

刘桥镇

陈集村
５６７户

２４５４人

硬 化 道 长 约

３８２０m

统 一 建 成 房 屋

６００户

种植桃 树、刺 槐、栾 树 等

树 木 １０５６０ 棵,绿 地

率３７％

整治 塌 陷 水 ２１０hm２,发

展水产养殖

淮北市

濉溪县

临涣镇

高皇村
１１７０户

５５４３人

修建主、次干道

长约４５８０m,面

积约１８０００m２

统一新建房屋

绿化面积１２０００m２,种植

女贞、桃树、垂柳等树木,

绿地率４１％

对４条中小沟进行治理,

整治塌陷水面１９８hm２

　　此外,社区建成后,垃圾处理机制完善,垃圾得到

有效处理.但由于农民乱扔垃圾的习惯短时间内难

以更改以及后期垃圾处理维护措施的缺乏,导致社区

的卫生环境治理情况差.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景
观广场规划建设在社区的中心或交通方便的区域,方
便村民和车辆进出.五个农村社区道路硬化率均为

１００％,道路建设完善,并且道路上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方便村民夜间行走;对采煤塌陷形成的水面、沼泽

地等进行了改造治理,并利用水体资源发展水产养殖

业、果蔬种植业、旅游业等,改善环境的同时提高了村

民收入.但各社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路灯、健身设

施、景观设施的损坏,维护修理不及时的现象,影响社

区的整体美观和村民的生活质量.

３．改进措施

分析表２中塌陷区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情况,
可以看出采煤塌陷区周围社区在选择新址上,应该注

意新址是否具备承载沉陷区搬迁安置、新村建设、城

镇繁荣等功能,应将社区搬至城镇旁、矿区里、城际干

道旁等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地方,利于农村社

区的综合发展.社区的建筑规划与设计、农村环境建

设等要充分考虑村民意见,要让全村参与进来.塌陷

形成的水体可以栽种抗毒性强、能净化水体污染的水

生植物,如芦苇、水葫芦等,并针对水质条件,合理选

择发展水产养殖业或旅游业.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的

保养及维修,不能只建不修.
吸取大庄村的优秀之处,在每户房屋前建成开放

式菜园、花园等,既能达到绿化农村的效果,又能满足

村民对耕种的需求.在树种选择上,不局限于乡土树

种和景观树种,还可以种植当地特色经济树种,使绿

化与特色产业相互呼应,有利于提升社区整体的形

象,并能有效区别于其他农村社区.在卫生环境方

面,建立公共环境管理体系,加大宣传环境景观保护

力度,并对乱扔垃圾现象做出惩罚,适当增加保洁人

员,确保社区日常垃圾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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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皖北淮河流域水系周边农村社区

１．基本现状

皖北淮河流域在夏季易发生洪涝灾害,淮河流域

周围的农村会受到洪水的影响,村庄损失严重,如房

屋被冲毁、农田被破坏、牲畜死亡等,导致淮河水系旁

的农村社区经济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更是由

于受水患的影响,社区宜居环境景观难以形成.随着

美丽乡村建设的全面推进,沿淮河水系的农村社区开

始大力整治村庄易涝问题,通过兴建水闸、扩宽河道、
增设沟渠等方法,结合水域环境景观的营造改善农村

社区内部易涝的问题.

２．环境景观现状调查与分析

从表３中五个农村社区的整体建设情况可以看

出,这些社区均结合实际对村庄环境建设进行了系统

的规划,并根据规划对社区环境进行改造.在交通环

境方面,道路建设相对完善,道路硬化率基本都达到

了１００％,房屋建设７０％采用改造的方式,３０％采用

危房拆除新建的方法,并对房屋立面进行涂白处理,
使居住环境的整体建设风格统一.在景观建设方面,
充分结合水体资源,多数社区环境结合水系分布建设

景观亭廊、景墙小品等休闲设施,提升了整体景观效

果.在绿化树种上,除了选择栾树、榉树等耐旱植物

外,还增植了垂柳、水杉等湿生植物的选择.靠近河

流的社区对水体进行了治理和美化,通过挖排水沟、
沟渠清淤等方法,使水体环境和质量得到改善.表３
中只有杨湖村和刘蔡村绿地率超过了４０％,绿化种

类丰富,其他社区绿地率不达标,绿化种类少.大部

分社区的绿化以落叶乔木为主,绿篱为辅,缺少灌木、
草坪,整体绿化缺乏分层和色彩搭配,后期的养护管

理较差,使得大量植被枯死,绿化效果差.多数村落

周边水域目前停留在水体治理层面,水体旁的绿化种

植简单,大量土壤裸露,景观效果差且易造成水土流

失;缺少结合水生态系统,利用植物护堤、固岸的措

施,缺少结合水岸亲水环境景观的营造.
表３　皖北淮河水系周围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现状统计表

地区 村名 人数 交通环境 居住环境 绿化环境景观 水体治理情况

蚌埠市

淮上区

曹老集镇

杨湖村
５２０户

２５２０人

修 道 路 总 长 约

２５５００m,其中,

水 泥 路 约

３５００m,沙石路

约 １４０００m,渣

土路约８０００m

建 设 安 置 房

４２６户

种植 的 景 观 树 有:银 杏、

香樟、垂 柳 等,经 济 树 有

石榴树、柿 子 树 等,花 卉

有月季、菊 花 等,种 植 草

坪２０００m２,绿地率４０％

挖排水沟约９０００m,沟渠

清淤约２６５００m,修建大

小水泥斗渠约１７５００m,

修 建 大 小 桥 涵 闸 约

５００座

淮北市

濉溪县

百善镇

道口村
１５２０户

４１００人

４m 宽路

约８０００m

改造２３５户,新
建１２９户

绿化５０７０９棵,有女贞、

翠竹、垂 柳、池 杉 和 各 种

花卉等,绿地率３７％

挖排水沟约８５９０m,沟渠

清淤约８７４０m

亳州市

蒙城县

岳坊镇

韩寨村
８７５户

３０１５人

硬化主干道路约

１９００m,宅 前 路

约６２００m,设环

村路约１９００m

新建１３０户,改
造１５０户

栽植各类绿化苗木５０５６０
棵,包 括 女 贞、旱 柳、榆

树、水 杉 及 绿 篱 等,绿 地

率３２％

疏浚水系约７６００m

亳州市

利辛县

马店孜镇

集美水寨村
２７３４户

１１３４２人

硬化道路

总长约３７０００m

新建８６０户,改
造２８０户,拆除

违 章 建 筑

１２６处

栽植女贞、旱柳、紫薇、香
樟等树５０２３０棵,铺草皮

６ ５９８m２, 绿 化 覆 盖

率３４％

疏浚大、中沟 ３条,新挖

大 塘 ８ 口,修 建 桥 梁

１８处

蚌埠市

五河县

双忠庙镇

刘蔡村
４７０户

１７７３人

新 建 道 路 １５
条, 面 积 约

２９６００m２

改造２５３户,

新建２２０户

栽植香樟、垂柳、桂花、桃
树等树木１７１３２棵,灌木

绿 地 面 ７ ２７２m２,绿 地

率４２％

修建 桥 梁 ６ 座,清 沟 约

４８９０m,修饰景观塘１口

　　３．改进措施

通过对表３的分析,发现绿地率达标的淮河水系

型农村社区较少,社区需加强对绿化种植方面的投

入,可以利用已有的天然水域,结合水体治理工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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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春,等: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道路研究



闸引水至社区环境内部,扩大绿化区域,同时多种植

一些适合本地区生长的经济树种,既能美化环境,又
能提高农民收入.派专人负责绿化的后期养护管理,
保证树木的成活率及整体绿化效果的完好.对于易

涝、水体污染严重的农村社区,要加强水体的治理,通
过修建水闸、扩宽河道、水渠清淤、绿化种植、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等方法治理河道,防止水土流失.靠近水

系的社区可以针对水域分布建设景观节点,发展水生

态旅游景观.在道路交通方面,建立与城际干道的联

系,解决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问题.居住环境方面,在
立面涂白、保持风格统一的基础上,对屋顶、门楼、墙
头等进行色彩、材质装饰,并结合水位的变换关系,与
户外园林绿化景观进行搭配组合,形成层次多样的水

域居住环境景观,使社区的特色突显出来.
(三)靠近城际干道的农村社区

１．基本现状

靠近城际干道的农村社区依托交通便利、人流量

大的优势,发展的速度较快、环境景观质量较好.其

中部分社区环境与交通资源好的农村社区已兴建农

家乐、果蔬采摘园等特色产业,提高村民收入,改善村

民生活环境.但多数农村社区仍以农业生产为经济

来源,收入较低,缺乏建设特色景观与基础设施的资

金,对乱搭乱建行为的整改力度不够,导致农村社区

整体形象较差.

２．环境景观现状调查与分析

表４　城际干道旁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现状统计表

地区 村名 人数 交通环境 居住环境 绿化环境景观

亳州市

利辛县

王人镇

曹店村
１７１０户

６３１８人

３横２纵水泥路长约７５００m,

砂石路２０００m

安装太阳能房屋１０８０户,

沿干道房屋统一样式.
种植栾树、榉树、桂花等树

木,绿地率３２％

亳州市

谯城区

城父镇

刘楼村
５１３户

１３９０人

村路面全部硬化长度约

９７４５m
统一修建５１３户房屋

种植女贞、刺槐、杨树等树

木,绿化面积约１１４１０m２,

绿地率３５％

阜阳市

颍州区西湖

景区街道

白行村
９８０户

３６８８人

修建柏油路１条,村组水泥路

１０条,共长约１０４６３m

住宅风格具有徽派建筑特

点,每栋６－７户,每户上下

两层.

栽种桃树、乌桕、栾树及绿

篱等１５０３０棵,绿地率３９％

亳州市

谯城区

城父镇

郭万村
３５３户

１８９０人

硬化路面主次干道２３条,面

积约２００６７m２

旧村改造 ６２ 户,节能型民

居５９户,普通民居２３２户,

沿干道房屋统一样式

村内有保存完好的原始竹

园、林 地、古 树,并 引 进 海

棠、石楠、雪松及多种本土

花草,绿化面积９６００m２,绿
地率６０％

淮北市

濉溪县

双堆集镇

芦沟村
１２００户

４３５９人

二纵四横６条水泥路面积约

２０７４０m２
统一新建５７３户徽派房屋

绿化面积１０９８０m２,村内种

植桃树、栾树、旱柳等,绿地

率４３％

　　表４中的各农村社区的道路硬化率都达到了

１００％,道路上设有太阳能路灯,既方便村民晚上行

走,又节省能源,降低路灯损坏的概率.对沿城际干

道的房屋统一修缮,并对立面进行装饰处理,提高了

社区建筑环境的整体形象.曹店村、白行村、刘楼村

存在房屋乱搭乱建,垃圾乱扔的现象,影响社区的外

部面貌,当地村委会积极采取措施,进行了大力整改,
如:曹店村大力整治阜涡路两旁乱搭乱建、随处摆摊

的行为,共拆除违章建筑５７处;靠近阜涡路的商铺前

场地进行了统一平整,房屋前硬化２~３米宽的水泥

通道,道路两旁铺设路牙形成绿化用地.刘楼村道路

旁都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在房屋旁放置了垃圾桶,建
立了垃圾处理机制,解决了垃圾乱扔、露天处理的问

题,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而郭万村依托交通优势

和景观建设优势,发展农家乐,将景观节点放置在城

际干道两侧,吸引往来的人们前来度假、游玩.卢沟

村则结合社区绿化环境改造,村内大面积种植乡土树

种,如:桃树、栾树等,形成绿化基调,提升绿化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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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打造乡村旅游的绿色生态农业环境.

３．改进措施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农村社区城际干道两旁的房

屋、店铺需要统一整改,突出社区特色,向来往的人们

展示社区的独特之处.城际干道与房屋之间要间隔

绿化带及２－３米的人行通道,在分隔道路与房屋的

同时保护村民不受车流影响.靠近农村社区集市的

城际干道要加宽,以便车辆能顺利通过,不会被堵在

繁忙的集市上.要加强城际干道旁的绿化建设,注意

植被的垂直分布、色彩搭配,提升整体景观效果.借

鉴郭万村、尧塘村、卢沟村的优秀之处,兴建特色景观

节点,开发农家乐,推动经济的提升.建立完善的垃

圾、污水处理机制,保证垃圾当日处理,污水净化后再

排入河流,不对环境造成污染.
(四)多元文化型农村社区

１．基本现状

在众多的皖北农村社区中,分布着一批具有浓厚

乡土特色的文化型社区,它们分布范围广泛,多数有

着百年以上的建设历史.它们乡土文化类型多样、特
色鲜明,故本次单独罗列为一种考察类型,以便深入

分析,总结建设经验.目前,皖北出台了关于古建筑、
古树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登记制度,但由于多数社

区由于缺乏资金、合理的规划,以及对乡土文化的宣

传与保护力度不够,使得农民对古村落建筑及非物质

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古建筑的损坏及乡土文化

的流失比较严重,大部分农村社区的乡土文化得不到

重视与发展,致使皖北厚重的乡风、乡俗文化没能够

很好地在农村社区环境景观中得到展现与传承.

２．环境景观现状调查与分析

表５　具有多元文化的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现状统计表

地区 村名 人数 交通环境 居住环境 绿化环境景观 乡土文化建设措施

蚌埠市

五河县

朱顶镇

三塘村
８０１户

３３１２人

新建水泥

路约８７９０m

改建４３５户

新建３８２户

种植栾树、女贞、桂花等树木,

绿地率３２％

有三处古井,但只有一处保留

了下来

淮北市

濉溪县

濉溪镇

蒙村
１２８０户

５０１３人

新建水泥路

约１２０５０m

改建６７９户

新建４６９户

种植刺槐、香樟、旱柳等树木,

绿地率４２％

修 缮 张 氏 祠 堂、菩 提 寺、古

汉墓

亳州市

谯城区

城父镇

蒋楼村
１３２０户

６７３２人

硬化道路

约１６０００m

统一新建

房屋９３０户

种植杨树、女贞、桂花等树木,

绿化面积４２００m２绿地率５２％

将回族文化体现在房屋及广

场建设上

阜阳市

界首市

王集镇

李彬庄村
１１２６户

４０９６人

硬化道路

约１２５００m

改造３４５户

新建８５７户

种植香樟、刺槐、榉树等树木,

绿地率３６％

建设农民文化廊,发展杂技艺

术,全村已发展有１７个杂技

艺术团体

宿州市

灵璧镇

灵城镇

虞姬村
１２７０户

５３４０人

主干道１０m
宽,次 干 道

６m宽,共约

２５６００m

共 改 建 集

市商户２２２
户,拆 除 违

章 建 筑 １８
户,改 造 危

旧 房 屋 ８３
户,新 建 房

屋１８００户

种植垂柳、女贞、银杏等树木,

建设３０３省道绿化景观带,绿
地率４３％

虞姬文化园,园内建有虞姬展

示区、虞姬享堂、虞姬文化广

场等

　　表５中的农村社区在居住环境建设方面,建筑以

改建为主,对破损严重或违章搭建的房屋进行拆除,
并对社区进行扩建,对社区内存在的古建筑、古街进

行维修和保护.三塘村的道路硬化率为９０％,绿地

率不到４０％,道路和绿化建设均未达到标准,村内虽

有保存千年的古井,但没有对其进行保护和开发,缺
乏对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识.其他四个农村社

区均针对本区域的乡土文化进行了保护、重现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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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依托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在绿化

种植方面,三个注重景观乡土文化的蒙村、蒋楼村、虞
姬村绿地率都超过４０％,绿化种类、色彩搭配丰富,
与古建筑相互映衬,营造出良好的景观效果.而李斌

庄村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忽视了绿化对景

观效果营造的重要性.另外,虞姬村将乡土文化结合

社区环境景观特点,采取图画的形式表现在社区各类

建筑外墙上,形成融洽的村落文化氛围,既宣传了社

区地方特有的乡土文化,对村民和来往游客进行了科

普,又形成了景观节点,丰富了村民生活.

３．改进措施

分析表５可知,具有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元素的

农村社区,可以极力挖掘并丰富自身保留的物质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将其融入社区环境景观建设之中,如:
对古建筑、古文物等进行保护、修缮,对特色非物质民

俗文化借助景观小品、休憩设施等景观构成要素进行

符合形式美、功能美的景观表达,既可以将多元的乡

村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又可以借助乡土文化景观的

提升开发旅游业,从而进一步提升村民生活品质与社

区生态环境.另外,新建房屋建议多采用与村落古建

筑风格相似的仿古样式,形成统一风格的格局;在通

往社区城际干道入口处,修建连通城际干道的道路,
并设置展现乡土文化的标识牌或牌坊等,吸引游客参

观游玩;社区绿化景观应与居住建筑、户外园林休憩

建筑、休闲广场与融入的乡土文化形成柔和过渡,提
升社区环境景观的乡土文化氛围.

三、皖北农村社区环境景观建设道路探讨

(一)结合水系改造,发展有利于社区环境景观提

升的农村经济产业

沿淮河水系和采煤塌陷区周围的农村社区可以

依托水体优势,在发展水产养殖业的同时,借助社区

环境景观的逐步提升,发展与亲水游憩相关的休闲旅

游项目,形成互惠共赢的良性循环机制.另外,可以

适时适地考虑将自然水系引流到农村社区内部及周

边农田种植区域,既有利于打造多样的社区内部水景

观,又可以满足周边农田灌溉需求,而农田本身又为

提升社区外围生态绿色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二)合理利用农村环境资源,做好新建社区的规

划选址工作

针对采煤塌陷区周围的农村社区要注重新址选

择问题.村庄新址应选择在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

的地方,这样不仅有利于农村社区后续的发展,还能

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节省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前

期调研的五个塌陷区农村社区均将新址选在矿区塌

陷周边区域的城际干道旁,合理利用已有的环境景观

资源,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建设好新型农村社区.
(三)通过绿化景观提升,丰富社区环境景观

加强对绿化植物的修剪、养护、浇灌,通过宣传、
树立标识牌等提高村民的绿化保护意识.不应盲目

参照城市(镇)绿化的管理、规划设计与施工模式,如:
在绿化植物种类的选择上,不仅可以选择乡土树种,
还可以将经济作物(如小麦、大豆等区域特色农作物)
根据绿化景观需求配置在农村社区适当的区域,既能

美化环境,又能提高村民收入,减少绿化维护的成本.
各户的房前、屋后绿化种植区,在考虑绿化环境景观

整体美观性的同时,也可以考虑种植蔬菜、果树,既满

足村民的劳作乐趣,又增加了乡土气息.在水体净化

方面,可以种植抗毒性强、能净化水体的水生植物,如
芦苇、水葫芦、茭白、灯芯草等.

(四)着力推进居住环境的景观提升,优化社区生

活环境

社区居住环境不仅要能达到居有定所的基本要

求,还应该适时提升生活环境的质量,努力打造居住

功能的多元化、人性化、生态化,达到居住建筑与园林

建筑、社区道路、绿化之间的和谐统一.同时,在环境

治理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垃圾处理机制、水体净化机

制,对随意倾倒垃圾、污水等行为做好教育工作;在农

村社区内放置垃圾桶,建造垃圾池,聘请垃圾处理人

员,做到垃圾及时处理.还要完善居住环境中基础设

施的管理和维护机制,派专人对设施进行日常维修,
使基础设施能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五)挖掘与保护独有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

文化环境景观

根据不同农村社区建设历史及发展情况,加强自

身所独有的乡土文化的挖掘、宣传与保护力度,对已

有的古建筑、古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进行登记保护;
对古建筑、古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修复,
形成地标性社区景观;对非物质文化进行深度挖掘、
景观艺术演绎、传承和发扬,在社区外环境的适当位

置进行特色点缀,并结合乡土文化景观的整体规划设

计布局,尝试探索发展旅游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

化型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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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ConstructionofEnvironmentalLandscapeinRuralCommunities:
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NewRuralCommunityinNorthern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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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thestatusquoofthenewruralcommunityenvironmentlandscapeconstructionin
northernAnhuiastheresearchobject,andbasedonthedifferentloc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rural
settlementsinnorthern Anhui,northern Anhuihasformedfourtypesofruralcommunityenvironment
landscape:miningsubsidence,alongHuaiheRiversystem,intercityroadsanddiversifiedculture．Through
theselection ofrepresentativeruralcommunitiesin Northern Anhui,this paper conductsinＧdepth
investigationandstatisticalanalysisofenvironmentallandscape,andsummarizesthecurrent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nd shortcoming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community
environmentallandscape．Finally,thearticleputsforwardthedevelopmentofaquaculture,tourismbasedon
locationwiththeadvantagesofwater,transportationandinfrastructure,andconsiderstheapplicationof
economiccrops,improvementofgarbageandsewagetreatmentsystem,reinforcementoftheprotectionof
localculturallandscapeconstructionideas．Itaims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newruralcommunity
environmentlandscapeconstructioninNorthernAnhuiandothersimilar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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