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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市乡村规划实践
成都乡村规划建设运动起源于 21 世纪初。2007 年，成都获批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

《成都市金堂县赵家镇平水桥村扶贫规划》获 2015 年度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十二五”
期间，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提出建设“全省丘陵地区先进县”，在“两化”互动、城乡统筹的
重点乡镇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如今，“小组微生”已升级为片区村庄规划，
规划理念更加成熟，更加注重“四态合一”。

平水桥村作为成都市近郊村，被成都市列为重点帮扶对象之一，下一步思考如何转型升级，
在原基础规划上进一步升级，再上新台阶，实现“业兴、家富、人和、村美”中的“业兴”。
可持续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是加快推进全域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难题之一，尤其是在新发展
理念背景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规划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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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公园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形态，是中国乡村休闲和农业观光的升级版，是规模化乡村旅游综合
体。特征是以原住民生活区域为核心，涵盖园林化的乡村景观、生态化的郊野田园、景观化的农耕文化、
产业化的组织形式、现代化的农业生产，集合了农业园林景观与休闲、度假、游憩、学习功能。本文
以成都市金堂县平水桥村的发展规划变化为例，研究在转型期如何可持续推进幸福乡村建设、在村庄
基本需求建设完善的前提下如何将乡村打造升级为农业公园并提出了建议和措施，以期为乡村农业公
园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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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思路。一是引入先进的建设运营主
体，统筹集成使用政府财政资金、村集体资金、
社会资金等资金，高标准编制农业公园规划。
以平水桥村庄规划为引导，高标准编制农业
公园规划并进行统一规划设计，保证平水桥
村乡村农业公园的规划和实施效果。二是村
庄对标规划建设农业公园。根据乡村农业公
园的六大核心要素，对标建设国家农业公园
评价体系进行查漏补缺，制定平水桥村农业
公园优化措施。三是分阶段实施，坚持成效
吸引法则。根据村庄实际情况，乡村农业公
园建议分区有序建设，以阶段性目标不断通
过资金投入、环境打造、品牌创建、旅游消
费实现可持续盈利。明确功能定位，以特色化、
复合化的模式打造一个体验丰富、产业有活
力、景区式的郊野农业公园。

（四）打造措施

六大策划措施。（1）优化人文生态环境，
展现乡村之美。打造吸引力强的田园、地貌、
水系、社区美景。（2）挖掘农耕文化与民俗
风情。民俗游成为挖掘、梳理与利用民俗文化、
传统文化的最佳载体。（3）发展经济主体。
调结构、抓主导，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有
机联动。（4）提升居民幸福生活指数。确保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居民就业率、居民人均
收入、居民子女入学率在同级区域中居于领
先水平（见图 1）。（5）完善服务设施配置。
设置完善的道桥游线设施、下榻接待设施、

图 1  农房效果图

二、平水桥村幸福美丽新村建

设探索

（一）平水桥村现状与地位

平水桥村位于赵家镇中部，2003 年因
区划调整由原双槐、朝红两个村合并而成，
东与莲墩村相邻，南接三烈社区，西邻碧山
村，北与阳河街社区、红梁村接壤，面积      
5 平方千米，辖 17 个村民小组，人口 4556 人。
村内建有 4 个集中居住区，建设面积 80000
平方米，居住人口 1150 人。县道三金路穿
境而过，距成德南高速赵家互通出口 1 千米。
清溪河自东向西流经村内，为农业生产提供
灌溉水源。平水桥村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如
种植食用菌、葡萄等。

平水桥村是金堂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成都金堂县丘
区 10 万亩（约 67 平方千米）特色产业示范
基地，“幸福美丽新村”首批试点村和成都
市 2013 年确定的重点扶贫村。随着高标准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为了寻找可持续
发展路径，成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金堂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乡村规划师探讨平
水桥村未来发展之路。

（二）平水桥村规划与困境

平水桥村先后完成《赵家镇平水桥村村
庄规划》《赵家镇平水桥村 16 组院落景观规
划》《平水桥村提升规划》等规划。然而，
村庄发展未见成效，规划发展陷入困境。平
水桥是扶贫村，虽生态环境良好，现代农业
基础较好，但仍面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居
住条件尚待提升、生态景观利用不足等问题。
乡村重点关注的“生产、生活、生态”问题
未得到解决，产业问题未形成基础和特色，
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关
注的焦点。谋划农业公园建设可以打开格局，
为金堂县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提供新思路。

（三）发展策略

发展条件。平水桥村生态环境良好、气
候温和宜人，田园风光优美，农耕乡土气息
浓厚。现代农业特色鲜明，以羊肚菌为主的
高端食用菌生产为特色。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消费客群吸引力较强，交通畅达，为产品运
输提供便利，乡村旅游业迎来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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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农业部制定了农业公园的相关标准，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亚太环
境保护协会等 5 家单位根据该标准联合制定了《中国农业公园创建指标体系》。
作为新型乡村旅游业态，平水桥村发展模式还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本案例作为
一个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确保平水桥村脱贫不返贫，结合乡村农业公
园建设要求，发展乡土旅游，增加就业并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对
乡村独特资源的认识、保护和利用，更有利于促进政府对规划理念的改进，推动
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良性循环。乡村农业公园的建立，不仅可以挖掘本地的田园
风光、民俗风情，还可以结合建筑、历史文化等，推动旅游体系建设，提高乡土
文化价值和综合竞争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三、结语
平水桥村由扶贫村转变为公园式“花园村”，是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

从被动发展变为“我要发展”，从初级种养殖小乡村变为以旅游为目标的综合型
农业公园服务村。这一转型的成功，是发展思路的转变，更是“市—县—镇—村”

联动的展现。

餐饮服务设施、娱乐休闲设施、购物消费设施、管理与导游设施、出行运载设施、通信视讯设施和康疗救护
设施（见图 2）。（6）品牌形象塑造。通过“线上 + 线下”多渠道开展宣传，立体化包装平水桥村。围绕生
态科技农业、食用菌主题建立宣传网站及宣传册设计，Logo 设计、包装设计、礼品设计、纪念品设计、交通
工具、餐食用具等均打上主题印迹。经过建设和发展，聚集了人气，活化了文化，带到了人流，拉动了平水
桥村经济发展。

（五）规划成效、亮点

通过推动生产特色化、生活品质化、生态景观化，实现平水桥村“三生”共荣发展。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引领下，建设有机循环生态村，打造“景农一体”示范区，以现代循环有机农业为基础，以乡村
滨河休闲为特色的成德南走廊现代生态村庄示范节点，打造示范村。规划探索“猪—沼—菜（果）”循环农业
示范区、“菌—稻—菜”高标准农田轮作区和“莲—柚”种植观光示范区、葡萄种植体验示范区。让农民“钱
袋子”鼓起来，达到扶贫的目的。

图 2  村服务中心七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