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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交往空间适老化设计研究
 

□ 张丹丹

[摘   要]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乡村老龄化加剧。如何增强乡村交往空间适老化、提升老年人乡村生活幸福感成为乡村规划需要
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河南省“乡村规划千村试点”工作为契机，实地选取平顶山市叶县的乡村进行实地调研及问卷访谈，发现乡村
交往空间缺乏且布局不均衡、交往空间单一且场所感弱、空间便捷性和审美性差等问题，并基于老年人生理、心理需求，从空间布
局、空间类型、场所营建、设施绿化4个方面提出适老化策略，并对岗马村进行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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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再到乡村振兴，乡村发展
始终是国家关注的重点。河南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
开展乡村规划工作，于2019年启动“乡村规划千村试
点”工作，在全省内遴选1188个试点村庄和1517名优
秀规划设计师进行实用型乡村规划，河南省乡村规划建
设进入新的高潮时期。根据《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
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数据显示：到2022
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实
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2050年，中国老龄化将达到峰
值，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7.9%。整个乡
村社会老龄化现象逐渐加剧。因此，乡村规划中需要充
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

在过往研究中，关于空间适老化主要集中在城市
地区及建筑空间，赵万民等以生活圈为视角，整合界定
“点、线、面”空间元素，构建“树枝式+鱼骨式+棋盘
式”住区适老化步行空间体系[1]；周燕珉等从开发商、
设计师、购房者三个主体分析居住区户外环境存在问
题，并提出不同类型活动空间、户外设施、园林要素的
设计要点[2]；付本臣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高层住居空间
进行实态调研，提出高层居住空间适老化设计策略[3]；余
志红以适老化理念为指导，提出养老建筑空间设计要
点[4]；曲艺等以辽宁省沈阳市白鸟公园为例，调研分析
园内老人四季休闲活动特征，提出开放性公园空间优化
设计策略[5]；周保林等结合江苏省徐州市奎园居住区规
划，从交通、邻里空间、绿化景观、户外设施等方面提
出老年人户外活动空间环境设计策略[6]；马航结合老年
人视觉退化特征及调研数据分析，提出居住区适老性量
化与非量化两类指标[7]；孟少佳选取陕西关中地区普通

村落住宅进行调研，提出乡村住宅适老化设计策略[8]。
本文选取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为研究区域，探讨乡村交
往空间的适老化设计策略，并应用于实践项目。

1  调研概况
1.1  调研对象选取
2019年7月，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组织开展“乡

村规划千村试点”工作，全省最终确定1188个试点村
庄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叶县选取10个乡
村作为试点村庄，本文选取10个试点乡村中的4个重点
进行实地调研，分别是田庄乡岗马村、九龙办事处典庄
村、昆阳办事处陈庄村、盐度办事处胡村。

1.2  乡村基本情况
乡村基本情况见表1。
2  乡村交往空间适老化现状问题
2.1  空间缺乏且布局不均衡
由于乡村交往空间缺乏，村民多是自发围聚在较为

宽敞的家门前空地或林下空间。街巷空间没有适合停留
的闲暇空间且绿化景观性差，人对于空间的感受生硬。
广场大多设置在村庄外围边缘，因距离老年人活动范围
较远，使用率较低。无论是自发形成的点状交往空间或
是经过规划的广场空间，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随机性，没
有考虑老年人的活动半径。点状交往空间、线状空间、
面状空间在空间层次上彼此关系不大，不成系统，因而
无法更好地引导老年人的交往活动。

2.2  交往空间单一且场所感差
通过调研发现乡村内除了党政中心、医疗卫生室

公共服务设施外，只有小广场和自发形成的点状交往空
间，老年人日常活动以闲聚聊天为主，没有其他的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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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乡村交往空间尤其是广场空间多采用大面积的硬
质铺装，一般只放置一些健身设施且无景观绿化，缺乏
空间层次性，空间场所感差。

2.3  设施缺乏且景观审美差
乡村现有的交往空间中普遍缺乏适老化的服务设

施，如适宜尺度的老年人休息座椅、道路指引标识、夜
间照明设施等，在无障碍设计方面缺少残疾人坡道，给
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带来不便，老年人户外交往活动的积
极性降低。

另外，乡村植被色彩单一，景观的视觉和嗅觉效果
都较差，且植被长期缺乏养护管理，出现枯萎、无序蔓
延生长的状况，影响了空间的整体美观。同时，蔓延的
枝叶也会阻碍老年人正常行走，造成安全威胁。

3  乡村交往空间适老化设计策略
3.1  构建空间脉络网，激活乡情社会
乡村建设中应充分利用村内边角空间，如乡村内部

闲置空地、道路交叉口、林下空地等，形成小而多样化
的点状交往空间，并且应完善道路基础设施保证道路交
通功能，丰富道路景观绿化，营建舒心环境。形成以点
状空间为基、线状空间引导、面状空间为核的多层次空
间结构，更好地引导老年人的交往沟通，从而激发乡村

活力。
岗马村规划时充分利用村内部闲置小空间营建适合

老年人使用的点状空间，并且通过绿化种植软化街道空
间界面。在乡村内增加3个大型的公共开敞空间；下沉式
中心花园、老年活动中心、文化活动室。通过道路将各
个小型节点空间串联起来并围合在3个核心空间外围，形
成适宜老年人活动使用的乡情脉络网，引导、促进老年
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升乡村
活力。如图1所示。

图1  岗马村景观系统规划图

表1  乡村基本情况

村庄名称 岗马村 典庄村 陈庄村 胡村

地理位置 隶属叶县田庄乡 隶属叶县九龙办事处 隶属叶县昆阳办事处 隶属叶县盐度办事处

村庄形态

村域面积 2.2km² 2.4km² 1.85km² 4km²
耕地面积 117.33hm² 153.33hm² 133.33hm² 112.67hm²
户籍人口 1133人 2065人 1660人 1170人

配套公共设施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1处、小学
1所、卫生室1处，小广场1
座。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1处、标准
卫生室1处，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1处。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1处、小学
1所、标准化卫生室1处。

党员群众综合服务站1处、小
学1所、标准化卫生室1处，
小广场1座。

注：数据来源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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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丰富交往空间类型，增加适老活动空间
目前乡村现有的交往空间主要是便于日常交谈的

点状空间、广场空间，老年人除了闲聚聊天、带孩子玩
乐、散步健身之外没有更多的休闲娱乐方式。单一的休
闲方式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年人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在
乡村规划过程中应增加多样化的交往空间，如老年人活
动室、棋牌室、图书室等，以多样化的活动提升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品质。

以岗马村乡村规划为例，乡村中新增加3个大型公
共空间：乡村中心的下沉式景观配设老年棋牌室、休息
室，村子东面结合水池景观及运动场建设老年活动中
心，村中心结合红色革命遗址建设村图书阅览室。通
过配设多样化交往空间，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如图2      
所示。

  图2  岗马村老年交往空间规划图

3.3  提升空间融合性，营建空间场所感 
3.3.1  注重空间融合性，活跃气氛

在乡村建设中，可以将老年人的交往空间与乡村内
部公共开敞空间结合布置。比如体育运动广场与老年活
动中心可以相邻布置，通过规划设计让两者保持一定距
离，满足老年人相对安静、闭合的空间需求，同时保持
视线通透，让孩子的热情活力感染老年人的情绪。

岗马村老年交往空间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
室、休憩室在配设时，都结合乡村大型公共开敞空间设
置，如体育运动场、中心下沉景观、儿童游乐区等，如
图3所示。确保老年人的活动空间在相对独立空间的前
提下，与周围环境保持联系，让老年人有融入感与参         
与感。

图3  岗马村老年交往空间融合性

3.3.2  灵活空间划分，提升场所感

实地调研发现，乡村街巷空间存在平直生硬、广
场空间空旷等问题，这些都不符合老年人生理、心理需
求。因此，在乡村建设中可以结合街道两侧绿化用地适
当增加多变的点状休憩空间，丰富街道空间层次性，同
时增加老年人交往空间[9]。广场空间往往承担着多样功
能：健身、休闲、观赏、交谈等，可以将广场空间划分
出多个小型空间，增加空间的多样性，通过打破广场空
阔的视觉感受，同时注重空间的边界感，以提升老人身
处空间中的安全感。

3.4  完善适老化设施，丰富景观绿化
老年人交往空间对于安全性要求较高，因此路面铺

装、座椅、照明等方面需要增加适老化的设施、无障碍
设计。如在地面铺装材质选择上要避免光滑的大理石、
瓷砖以确保安全性。在有地面高差的地方要加设坡道和
扶手，且扶手应采用舒适且不受天气影响的材质，如塑
料、尼龙、乙烯等[10]。

绿化景观应注重灌木、珠、藤、草的结合，打造立
体化配置，构建丰富层次感。在物种选择上，应选择本
地树种，并避免有安全隐患的植被。与此同时，鼓励老
年人积极参与植物种植、养护、修整的过程，一方面可
以节省绿化养护的费用，另一方面可以组织老年人积极
参加活动，锻炼身体的同时增加参与感。

4  结论
伴随着城镇化发展，目前大部分乡村居住主体呈现

老龄化趋势，乡村规划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老年群体
的需求，增加老年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激活乡情社会。
乡村规划建设应从规划层面构建空间脉络网，形成点状
空间为基、线状空间引导、面状空间为核的多层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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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要素、融入特色产业，促进历史保护与村庄发展相结
合。加强村庄建筑特色风貌的塑造，保护和修缮历史建
筑、传统建筑，改造及整治与整体风貌不协调的建筑。
合理规划公共服务设施，拓展特色文化旅游服务功能，
通过构建丰富的公共空间体系，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公
共文化服务模式，从而通过多种途径的管控与指引，编
制实用性的特色保护类村庄规划。

[注释]
①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该规划将乡村分为四类：集聚提升

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

庄，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特色保护类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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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引导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沟通，激发乡村活
力。与此同时，植入多样化交往空间，丰富老年人生
活，注重营建空间场所感、完善适老化设施、丰富景观
绿化，为老年人提供舒适、安全的交往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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