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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推动跨区域合作和同
业联合发展。创新生产经营模式，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
形式入社[7]，大力发展“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生产
经营模式。

3.4.3  支持盘活利用空闲房地资源

支持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在兼顾旅游开发与文化保
护的前提下，以自营、出租、入股、联营等方式盘活利
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

3.4.4  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职业技能培训工程

整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 教育、科技、扶贫
等部门教育培训资源，健全农业培训体系，提高培训的
功能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开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培训班[8]。

4  结语
通过对爱群村的规划设计和产业发展分析，结论

为在编制实用型村庄规划中应着眼于村庄建设的各个方
面。以产业作为抓手，注重村庄规划建设与产业规划的
有机结合，创新发展本村产业特色。因地制宜，科学安
排各类功能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快推进乡镇转
型与镇村融合，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乡村产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视顶层设计和村民发展意愿。
实用型村庄规划中乡村产业规划和生态空间格局是村

庄建设的核心内容，发挥村民的主体地位和村支两委
的领导作用，协调好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实
现城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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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城市拆迁区对待拆迁区居民生活的
影响研究
  

□ 李   星

[摘   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因为城市化进程开发涉及面太广而产生了许多待拆迁区域。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的待拆迁区
域，是伴随着雨城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大面积拆迁而形成的。本文通过对大兴镇雅东路一带进行调研，就拆迁区域居住区现状以
及现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改善居住环境的合理对策，旨在减少拆迁带给附近居民来的困扰，优化待拆迁居民区生活环境。

[关键词] 乡村振兴；拆迁区域；待拆迁区域；居住环境；优化对策

1  研究背景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

建设和城乡融合快速发展，一些欠发达地区为加强地方
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部分城镇
及农村进行房屋拆迁。在拆迁的过程中，产生了如村民
的临时居住、房子补偿、征地补偿等诸多问题，甚至在
拆迁安置规模和数量较庞大地区出现了无人居住的拆迁
区与长期有人居住的待拆迁区并存的情况。

针对当前城市拆迁对拆迁居住人群的影响，黄凯南
等通过对Q市7个拆迁村的田野调查和行为实验[1]，对房
屋拆迁中村委会偏好特征对村民合作水平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王煜正运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
据和Probit模型对房屋拆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进
行研究[2]，发现房屋拆迁会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心理不
健康的概率。武小龙以江苏省N社区的拆迁纠纷事件为
例[3]，从政府回应策略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基于沟通、
对话、协商等软手段形成的“柔性治理”对解决拆迁纠
纷问题的有效性。尹媛媛、张松、郭晓勇、曾建发等研
究了征地拆迁工作中村民与拆迁工作者间存在问题并提
出相关的解决策略[4-7]。张雨山等在分析农村乡土文化
的基础上[8]，调查研究了农村拆迁后农村居民精神文明
建设的现状，提出了乡风文明的建设对策。宋思璇、
张军涛等也先后针对拆迁安置小区村民的互动社交与精
神文明建设进行研究[9-10]，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策
略。林叶借助“测度”方法讨论了拆迁遗留地带中“钉
子户”的日常生活实践[11]，并探究“钉子户”如何建立
新的社会空间，使其在“废墟”上的临时生活正常化。

杨华等从行动规划的理念出发[12]，对拆迁滞留区更新进
行探索，对我国目前城市更新中的拆迁滞留区提出新的
更新思路。

综合以上发现，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拆迁过程中的
问题及解决策略研究、拆迁对人们心理健康影响研究、
拆迁以后安置小区居民的文明建设研究及拆迁滞留区域
的更新规划研究，而对当前因拆迁安置规模较大形成的
已拆迁地区对待搬迁居民生活影响方面研究较少。因
此，本文主要从拆迁区域对在暂未拆迁区域中居住时间
较长的居民生活的影响做调查研究，针对居民生活的集
中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2  拆迁区域居住区现状与困扰
2.1  调查地区概况
雅安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邛崃山东麓，东靠

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
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雅安市雨城区为
该市主城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青衣江中游，属成都
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带。气候类型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
气候，降雨多，有“雨城”“天漏”之称。雅安市大兴
街道办为原雅安市辖镇。1951年置大兴乡，1958年改
公社，1983年复乡，1992年建镇。位于市境东北部，
距市区4.7km，面积33.8km²，人口1.3万。辖高家、
天宝、顺路、穆家、前进、寨坪、大堰、龙溪8个村委
会。2019年，撤销大兴镇，设立大兴街道，以原大兴
镇前进村、穆家村、顺路村、寨坪村、高家村、大堰
村、龙溪村、天宝村所属行政区域为大兴街道的行政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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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雅安处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地带，相较于成都
等高速发展的城市，发展较为滞后，城市与农村发展相
对不平衡。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大背景推
动下，雅安市积极参与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
融合发展。雅安市雨城区大兴街道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
实施拆迁工作，其中穆家村、顺路村已拆迁完毕，而前
进村、高家村、大堰村等拆迁了一部分，但大部分居民
仍生活在待拆迁环境下，拆迁工作给待拆迁居民带来较
大影响。本文主要以前进村为实地调查研究对象，该村
部分地区已经拆迁，但至今仍有近1000户住户处于待拆
迁状态。根据现场调研信息，前进村的拆迁工作以雅东
路为分界，雅东路右侧为已拆迁部位，有部分地方用围
挡隔开，另有部分地方没有围挡，露出拆迁之后处理过
的建渣地面。雅东路左面为待拆迁居民生活地带，与拆
迁区域仅隔了一条宽2m的乡道，其中还有一部分待拆迁
住宅直接与拆迁地段一墙之隔，甚至与拆迁地段“融为
一体”（如图1所示），由于拆迁地区长期处于施工状
态，经常有大型施工车辆经过，造成雅东路一带粉尘污
染严重、道路存在大量基坑。 

图1  待拆迁区域现状

2.2  待拆迁区域现有问题分析
2.2.1  街巷空间环境复杂  

经过实地走访调研发现，雅安市雨城区大兴街道
前进村的待拆迁区域的街巷空间存在较多的问题，经过
归纳整理，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如图2所
示）。

一是道路出行问题。由于道路受拆迁及大货车频繁
运输的影响，导致道路坑洼不平，排水系统瘫痪，路面
容易产生积水。雅安素有“雨城”之称，下雨频繁，道
路积水给居民带来极大不便，加之部分住户迁离，部分

路段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形成了街区死角。 
二是交通安全问题。由于对拆迁部分地域进行围

挡，围挡间形成了车辆与行人的视线盲区，尤其是处在
乡道与居民居住区出入口交会的十字交叉部位，严重阻
碍了居民驾车行驶和行走路线，带来了行驶上的不便，
也造成出行安全隐患。 

三是建筑安全问题。待拆迁居住区房屋大多数属于
半拆除的状态，虽然场地内很多残垣断壁，堆积大量的
建筑垃圾，但仍有不少居民在此居住，这些废弃建筑不
仅给生活在该处的居民带来了不便，同时也存在结构不
稳造成垮塌等安全隐患。

四是环境卫生问题。由于是待拆迁状态，日积月累
的垃圾、杂草、积水对街区生活环境构成了极大影响。
拆迁区域没有健身活动场所，公共卫生间环境恶劣，而
且绿化极少，尤其是当工程车辆经过时，粉尘弥漫，生
活环境亟待改善。

五是生活设施问题。待拆迁区域长期处于施工中，
因施工引起电路电线、用水管线被挖破等问题，导致经
常发生较长时间的停水停电，居民日常生活受到了较大
影响。

图2  待拆迁区域街巷空间 

2.2.2  居住房屋现状复杂 

此区域多为联排的一层或多层的建筑，每排分为多
户居住。已拆迁房屋与仍在使用的房屋交杂在一起，存
在待拆迁住户与住房废墟比邻而居的问题，如图3所示。
一是有人居住的房屋与废墟相邻，在搭接上存在结构安

全性隐患；二是建筑搭接处既无保温也无防水，每逢雨
雪天气必然严重影响着居住品质；三是拆迁区域与待拆
迁区域没有严格分开，居民尤其是儿童在这两区域内随
意穿梭，存在安全隐患；四是区域内的电线、通信网
线，不仅布线贴靠厨房、路灯及危险建筑且错乱搭接，
没有进行梳理，大型车辆经过时，常触碰线缆引起通信
问题；五是全区域内没有配备灭火器等消防设施。

图3  待拆迁区域居住房屋现状 

3  居民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分析
为对拆迁地区中的待拆迁居住区居民的生活影响有

更全面科学的认识，在对雅安市雨城区大兴街道实地调
查的同时，还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交通、生
活环境、基础设施、生活便利性等方面。居民问卷调查
对象是该样本区中的成年居民，年龄范围为18～70岁，
此次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有效回收
率为83.3%。

问卷结果调查如表1所示，在居住时间方面，有
63%的人在待拆迁居住区生活了2～3年，37%的人在待
拆迁居住区生活了1～2年。在交通方面，分别有54%和
34%的居民指出道路缺乏交通指示牌和存在基坑建渣带
来的影响较大，仅有12%的居民反映路面较窄带来的拥
堵问题。在生活环境方面，有56%的居民反映在拆迁过
程和拆迁后，产生的粉尘严重对其生活有较大的影响；
有24%的居民指出危楼对行人等安全造成威胁；还有

20%居民反映施工噪声扰民，尤其是拆迁施工较为集中
的时段，噪声严重影响老年人休息。在基础设施方面，
68%的居民指出拆迁过程中以及拆迁后频繁出现停水情
况，且存在水质浑浊、沉渣较多等现象；有22%的居民
反映在生活物资采购方面受到了影响，对出门不便且行
走困难的老人尤其明显。在生活便利性方面，待拆迁地
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上班问题，有64%的居民反映拆迁
对其上班的便利性产生较大影响；有31%的居民反映，
由于拆迁造成的地面不平整以及存在较大粉尘，老人日
常散步时间与次数，与未拆迁时相比有所下降。

基于以上结果整理分析后发现，大多数居民已在拆
迁环境下居住长达2～3年，拆迁地区对于待拆迁居住区
居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几项：一是交通方
面主要集中在出行不便的影响；二是生活环境方面主要
集中在粉尘对居住健康的影响；三是基础设施方面则主
要集中在生活用水方面；四是生活便利性方面主要集中
在对上班族的影响。

4  解决策略
研究基于调查数据和对现有环境存在问题的梳理，

对各个因素进行整合分析，在充分了解居民意见后，结
合现状条件，提出提升居住环境的合理对策。考虑到待
拆迁地区在未来几年涉及到拆迁问题，主要策略如下。

（1）针对街巷环境复杂的问题，应先清除场地内大
量堆积的建筑垃圾，再根据场地情况开展降低粉尘等工
作，如种植草坪、覆盖防扬尘布等。

（2）针对建筑本体的问题，一是对住户已搬迁的无
人建筑，基本已成为废墟的，应作为建筑垃圾采取清除
并及时采取严格的围挡措施；二是对住户未搬迁的待拆
迁建筑，对因遭受相邻无人建筑的损坏部分进行修缮，
并将拆迁区域与待拆迁区域严格隔开，杜绝安全隐患。

（3）由于围挡会造成车辆行人的视线盲区，应在盲
区部位设置临时指示牌、警示牌或临时交通信号灯，以
便行人和车辆能清楚前面路况。十字路口等易形成视线
盲区的地段，应根据具体情况尽量结合行人视线进行围
挡，如将围挡部分做成弧形。

（4）在火灾隐患地带布置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并增

表1  待拆迁居住区居民对拆迁带来的生活影响评价

居住年限
（单位：人）

交通
（单位：人）

生活环境
（单位：人）

基础设施
（单位：人）

生活便利性
（单位：人）

1年以下 0 路面窄，易拥堵 12 施工噪音 20 生活用水 68 儿童上学 5
1～2年 37 缺乏交通指示牌 54 粉尘严重 56 生活用电 10 上班族上班 64
2～3年 63 路面存在基坑、建渣 34 危楼对行人构成威胁 24 生活物资采购 22 老人行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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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管理人员。
（5）对道路基坑进行填平，防止雨天积水，并设置

排水沟，引流雨水。
（6）对长期有施工车辆经过的路段应勤洒水，起到

降尘作用。尤其是连续晴天时，要注意对施工车辆进行
定期清洗，并对车辆运载的建筑废渣用防尘布遮挡。

（7）在生活供水供电方面，考虑接入备用点，当因
施工等问题造成停水停电时，可用备用点代替。

5  结论
通过上述调查研究可以发现，拆迁区域给待拆迁

居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涉及长时
间、大面积的拆迁工作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拆迁工作
的进行，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待拆迁居民的舒适和居住环
境问题。针对问卷调查结合综合现场调研发现的问题，
从现实生活中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出发，本文主要针对
街巷环境复杂问题、建筑本体问题、交通路面问题以及
生活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安全等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以
确保待拆迁居民的生活安全性，从而减少拆迁给待拆迁
居民和附近居民带来的生活困扰，优化拆迁地区待拆迁
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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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功能提升研究，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以浙江省龙游县溪口镇灵山村为例

 

□ 仝绪站     阮吉鹏      熊   林

[摘   要] 古建筑保护和乡村旅游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浙江省溪口镇灵山村是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其地理位置优越，具有丰厚
的人文历史资源，是浙西地区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本文对溪口镇现存的古建筑及其历史街区展开调研分析，经系统整理后，提出
传统村落规划布局、功能提升等改造方案。并以灵山村为例，对其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及其历史街区进行功能提升改造研究，丰
富其乡村旅游内涵，以其特有的文化、历史内涵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业。以期通过保护古建筑和传承历史文化，促进乡村旅游，以带
动乡村经济整体发展，达到促进乡村振兴的目的。

[关键词] 古建筑；乡村旅游；乡村振兴

古建筑保护课题非一家之言。在全球现代化的开发
建设过程中，古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一现状
引起了文人学者们的重视。最早的古建筑保护出现在欧
洲。而在欧洲，古建筑保护也经历了从对古建筑的单
独保护，逐渐扩大至对整片街区、城市的整体性保护
的曲折过程。在现有的保护措施中，有两类常见方
式：其一为对城市进行划分，将古建筑所在地区划为
老城，并对之加以保护改造；其二为对整个城市进行
整体性保护。较为知名的为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该
城市在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的同时，又维持着市民的生活
状态不变，使古建筑保护融入当地的生活，更有“人间
味”。

在我国，随着新时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快速城镇
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GDP而逐利
化地运作，对土地超负荷开发与利用，过多注重眼前经
济利益和政绩，对大量古建筑进行拆除破坏，使遗留下
来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越来越少。

1  古建筑保护现状
古建筑的保护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在保护过程

中，会长期消耗人力、物力、财力，但前期几乎难以带
来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这也是部分地方政府
忽视古建筑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大多数传统村落均保存着较多完整的、

蕴含深厚历史特色的建筑，如街巷石道、民居宅院、祠
堂寺庙等。这些古建筑不仅具有一定文化价值和观赏价
值，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当地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与社会
生活内涵。但由于保护工作缺失导致建筑年久失修，呈
现给世人更多是一副衰败的景象：屋顶、石墙倒塌；庭
院长满荒草；电线乱搭乱拉；极具古韵的木质门窗腐烂
被废弃，等等，严重影响着传统村落的观赏价值和整体
风貌。

2  古建筑保护与乡村旅游的结合认知
古建筑保护与乡村旅游结合的课题研究，对乡村振

兴与传统文化复兴有着重大意义。它不仅是我国悠久历
史文化、地方历史特色的具象物、承载者，更是我国精
神文明的传承者。改善古建筑衰败的现状，并对其进行
功能提升，以此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这将是一份解
决古建筑保护与乡村振兴开发问题的良好方案。

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工作而言，需运用科学方法对
其进行挖掘，开发其自身价值，赋予古建筑生命力。
针对地方特色，应对古建筑加以利用开发，以此发展
独特的、别开生面的旅游业；还可通过借鉴各国对古
建筑保护的工作方法，对传统村落进行可持续发展规
划。通过古建筑保护与功能提升来发展乡村旅游，使
乡村经济依托古建筑，提高经济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计划的发展，进而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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