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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以广西融安县为例

 

□ 张年凤

[摘   要] 本文基于当前农村生态环境被破坏、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无法实现、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完善、乡村资源有待开发
的问题，论述利用乡村振兴战略优势，指导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以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生态服务为生态
文明建设内涵，打造集共生、共存、自生为一体的一种文明形态。对此，根据广西融安县发展需要，提出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角
度出发，通过打造优质的农村生态环境，吸引外资、实施项目、留住人才、推动农业产业化、农业产品特色化的发展对策，旨在促
使农村发挥潜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融安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就生态文明建设提
出新论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提出“生态立县、生态兴县、生态强
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融安县委、县政府也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一把
手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重大决策部署，以此推进
新农村建设。

1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基本现状
1.1  融安县基本概况
融安县位于广西北部，具有良好的气候条件，有利

于发展生态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建设活动。融安县土地
资源丰富：2020年，融安县土地总面积28.94万hm²，
其中耕地面积2.69万hm²、园地面积9026.68hm²、
林地面积21.47万hm²、草地面积1.92万hm²、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面积4650.8hm²、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2440.64hm²。融安县丰富的土地资源可以为融安县发
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经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
水资源较为丰富：融安县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有
江河93条，水域面积5647.3hm²，水库42座，水库总库
容14042.87万m3，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2.4万kW。矿

产资源丰富：融安县域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有22种矿
源，矿点34个，分布在县境各地。林业资源丰富：截至
2020年底，融安县全县林地面积23.53万hm²，占全县
土地总面积的82.19%；有林地面积15.82万hm²；灌木
林地面积5.56万hm²，未成林地0.96万hm²；无立木林
地面积1.13万hm²，宜林地面积0.06万hm²。旅游资源
较为丰富：融安县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较为丰富，北
连三江侗族自治县，南接融水苗族自治县，与三江、融
水构成了民族风情特色旅游带，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生态
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1]。

1.2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融安县生态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生态环境质量逐

步优化，特色生态农业建设效果显著，城乡人居环境
较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2.1%，饮用水水源质量
Ⅱ类以上、无劣V类，森林覆盖率79.42%，清洁能源
45%。

特色农业建设效果：金桔10万吨，香杉25万吨，
比上年同期都有增长。具体数据如下所示：全县生产总
值1039亿元，工业生产总值77.6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总值1596亿元，财政收入6.9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36.7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4280元。

1.3  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大气污染仍然比较严重。融安县基础设施

建设仍不够完善，在地下工程项目物料开挖和运输的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扬尘、浮沉等，且工业生产也会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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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大量的粉尘，汽车尾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持续增加，
导致空气环境中PM2.5浓度仍未达到上级部门下达空气
的限值要求。2020年融安县PM2.5浓度为42µg/m3，与
2019年持平，PM2.5浓度未下降未能完成上级规定的考
核任务。融安县境内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工业排
放占主导，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
污染物排放量逐年增加，汽车尾气排放量增大，以上几
种因素导致大气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效果不佳[2]。

第二，产业结构还有待优化，循环经济目标还没有
实现。当前，融安县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产业结构还
不完善，工业结构改革力度不足，虽然生态工业体系已
初具形态，但是工业生态发展规划编制还没有落地。且
上下游企业连接性不强，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最终
导致企业和工业园内部资源无法循环利用，废弃物重复
利用率低下。

第三，一些村镇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目前融安县部
分城镇污水处理能力仍无法满足城镇的发展需求，管网
配套不齐全，规划管网路线不够合理，部分城区和乡镇
管网存在雨污合流的情况，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亟待加强[3]。

2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策略
2.1  完善保障，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第一，完善组织结构。成立融安县生态文明建设领

导小组，做好规划编制、项目实施准备、资金筹备、考
核评估等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涉及范围广，工作性
质复杂，因此需要科学划分职能部门、细化建设任务，
并将任务下派到各村、各乡镇、各部门，以此建立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制，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及时考核、
评估。

第二，完善立法。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纳入融安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明确其地位和作用，以此
确保其有效落实。并根据融安县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编
制相关规范、条例，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保障。

第三，加强资金保障。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资金管理
机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地区的投入资金进行预算
管理，制定保护资金、农田建设资金、生态公益林补助
资金、水土流失治理资金等。通过优化资金种类确保生
态项目的发展，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4]。

2.2  发展农村生态文化，强化生态文明意识
第一，利用地方自然生态环境，打造特色生态文

化品牌。融安县可以通过文化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项
目中注重保护文化遗产、民族风格和传统风貌，以此传

承城镇历史文脉，并在文化产业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
素，促使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特征相一致。

第二，强化当地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一是通过校
园教育建立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在当地学校中开展“生
态文明理念”专题教育活动，将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纳入
教学计划，编制生态文明教材，在中小学开设生态环境
教育课程，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并利用校园宣
传作用建立社会环境保护宣传机构，积极利用学校图书
室、阅览室、远程教室的资源，做好环保宣传工作，建
成以环保部门为主体，由宣传、新闻、教育、文化部门
等社会群体广泛参与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开展融
安县环境保护宣教机构标准化建设。二是依靠党政机关
力量扩大生态文明教育范围。将农村生态文明纳入党政
干部教育培训、企业领导业务培训和社会教育课程，通
过生态文明教育评估和考核，切实提高当地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三是利用政府部门行政
职能、社会媒体宣传、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基地做好生态
文明宣传工作，以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的布局，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最终确保生态文明保持活力。

2.3  践行生态文明生活方式，建设生态宜居的村镇
第一，调整城乡空间布局。加强土地资源的整合，

划分生态红线，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建设集约高效的生
产空间、生态宜居的生活空间、青山绿水的生态空间，
为生态文明村镇注入活力。加强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创
新生产方式淘汰并关闭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出、高投
入的产业，积极发展科技产业、金融产业、旅游业、服
务业、低碳环保产业，以此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促
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加强城乡发展规划，根据融安县地
形地貌，挖掘剩余土地潜力，合理布局居住用地、基础
设施及生态环境保护用地，以此促使生态环境、生态产
业、生态文化和生态家园的相互融合。

第二，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城乡供水和排
水网。加强饮用水保护，提高城镇供水能力，积极改造
现有供水管网，完善新建、扩建供水设施管网，尤其是
各乡镇、农村地区的供水管网建设，并及时投入使用。
完善乡镇污水处理设施。遵循“集中处理、合理布局、
水资源重复利用”的原则，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厂，
根据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能力和运营负荷率要求、配套管
网现状，确定新增污水处理配套管网规模以及污水厂的
建设数量和规模。同时，需加强城乡污染物的处理，一
是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通过垃圾分类政策、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等完善垃圾回收利用设施；二是工业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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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物，通过建立综合处理厂，并积极推广清洁生
产、绿色生产、低碳循环经济，以此减少工业污染物的
排放量。

第三，打造健康养生村镇和生态文明特色村镇。遵
循“以人为本”理念，营造绿色生活空间，重点防治扬
尘、汽车尾气、噪声、垃圾等环境污染类型，并通过建
筑设计减少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创造健康养生的村镇风
气、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从农业经济体系、居住环
境体系、能源工程建设、经济提升、文化教育等方面进
行生态文明示范村建设。加快农村危房改造，完善农村
公路设施，倡导绿色消费，通过建立农田林网、村庄道
路、水体沿岸、古镇村落等绿化项目，建设美丽乡村。
在此过程中需要保护村庄周围风景林、公益林，并扩大
村庄绿地面积，以改善农村森林生态环境[5]。

2.4  加强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文
化、创意文化

融安县有丰富、宝贵的文化资源，乡村文化阵地
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将乡村文化阵地
建设和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有效结合，以实现文化和
环境统一。一是建设乡村文化活动场所、一级文化活动
中心、文化活动舞台、文化大院，以此为载体组建农家
书屋、农家田舍文化馆等，形成“村村有文化活动”的
局面，促进生态文明和文化活动一体化发展。在此基础
上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提升精神层次，更好地挖掘生
态文明建设内涵，提高民风民俗。二是融安县拥有宝贵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特色文化产品，在发展乡村经
济、建设乡村文化的过程中应加强特色文化的保护和发
展，使村民们在趣味性、大众化的文化活动中陶冶情
操，提升审美能力，最终提高乡村整体社会形象和影
响力。三是发展创意文化产业，将文化产品和农业、

自然环境等进行综合，以打造出创意性、情感体验性
的文化。

3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注重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的角度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农村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
设的第一步，因此需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效益。
生态效益方面，可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
失，提升农村形象，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可使各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环境质量达到保护标准
要求，城镇及农村污水处理率显著提高，固体废弃物得
到合理处置。经济效益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可加快推动
区域经济的增长发展、形成生态经济模式、节约和合理
利用各项资源，提高各种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并发展
生态农业，使融安县的农业资源优势突显。为农村产
业化发展创造好的投资环境，使得雄厚的财力致力于
城乡服务功能建设，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城乡
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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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民宿设计策略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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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乡村旅游的发展，而民宿项目作为乡村旅游的载体尤为重要。本文阐述了民宿的定义、类型及
特点，并以广西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下半年公布的四星级以上民宿项目为案例，分析乡村旅游背景下的民宿设计策略，提出民宿
规划与环境设计、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开发有特色的衍生文创商品、善用互联网媒体传播提升影响力等措施，为其他民宿或农
家乐项目提供设计策划思路参考，助力乡村振兴，谱写乡村旅游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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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底提供的
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自治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约3.22亿人次，占全自治区接待游客量的48.1%，其
中乡村旅游消费约2312.89亿元，占全区旅游总消费的
29.9%，乡村旅游已成为人们节假日选择的悠闲度假方
式。其优势在于发挥乡村自然风光、建筑以及文化等资
源的价值，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收入、提升
当地经济动力，是广西文化旅游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民宿项目作为乡村旅游的载体，不仅是提
供住宿的场所，也体现一种文化理念、一种体验生活的
方式，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民宿项目的设计策略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对推动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民宿的定义、类型及特点
1.1  民宿的定义及起源
民宿，指利用当地居民的闲置资源，为游客提供体

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在
使用程序和基地条件上，介于家庭住宅与宾馆之间的建
筑形式，并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提供旅客
体验乡野生活之住所。

关 于 世 界 各 国 民 宿 的 起 源 有 多 种 说 法 。 有 的 观
点认为起源于日本，发源地为伊豆半岛与白马山麓，
借助当地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温泉资源吸引了广大旅
游者，为此日本是世界上民宿起源较早且发展较为完
善的国家。中文“民宿”一词就来源于日本和式民宅
“Minshuku”。有的观点则认为民宿起源于20世纪60
年代的欧洲英国西南部和中部乡村地区，英国是最早
将农业与观光旅游结合的国家，政府规定业主在维持
农业历史遗产政策的同时也鼓励利用民用空闲房间为旅客

提供床铺和早餐，因此被称为b&b（bed&breakfast），这
是一种传统的英式民宿经营方式，主人在提供住宿和餐饮
的同时还会带游客体验田园生活，探索英国乡村的魅力。

中国的民宿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随着
阿里山、垦丁等地区的旅游开发，每逢节假日就有大量
的游客涌入，台湾民宿就此在垦丁国家公园地区发展起
来，起初只是因为景区的住宿服务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便有民众利用闲置住宅招揽接待游客，又因亲民而广受
好评。大陆的民宿发展较晚，起源于人们对体验乡野生
活的向往，其中以云南、四川省的发展较有代表性。各
地的民宿正因需求而快速发展，其迅速产生和发展离不
开旅行者们对旅宿空间的需求和对回归自然的渴望。

1.2  民宿的类型
从建筑设计角度来说，民宿因为多元化的地域文化

影响以及更大的自由设计空间，尚未有严格的风格和流
派划分，可以根据其开发的基础来源大致分为老房改造
民宿、艺术设计民宿、农家体验民宿和私人别墅风格民
宿4种类型[1]。而从民宿定制化的体验功能分类来说，主
要分类有以下4种：观光游憩型、农业参与型、民俗体
验型、健康保养型[2]。

观光游憩型民宿，利用天然的地理优势，以欣赏优
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为主要体验，如云南大理洱海
的民宿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风光；农业参与型民宿，主
要依托村寨的农业园区，游客可以参与花卉或特色果林
的耕作活动，以及亲子自然科普、农作物采摘等活动；
民俗体验型，开发当地特有的少数民族节日体验活动，
如广西的打油茶、打糍粑、包粽子等，还有如蜡染、刺
绣、陶艺、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品制作活
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特色文化，陶冶艺术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