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工程技术研究·第 3 卷·第 3 期 ·2021 年 3 月

【作者简介】刘义钰（1988-），男，中国山东梁山人，硕士，注册城乡规划师，中级职称，从事国土空间规划和乡村振兴研究。

1 引言
《荀子》有云：“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也在有序开

展，从区域生态的视角，如何优化与重构村庄生活、生态和

生产空间的关系，如何管理好、使用好村域范围内的山水林

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如何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势必是村庄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内容，生态空间的管理也势必

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因此构建“村域命运共同体”、

构建“村域生态综合体”和吹响“村庄全专业集结号”，是

我们当前工作重点。

2 Prairie Crossing 乡村社区建设
Prairie Crossing 位于芝加哥西北部 65km 处，具有典型

的美国中西部乡村特征，也是全美公认的生态保育型社区 [1]。

CROSSING 一词来自于两条铁路的交叉，其中一条铁路连接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另一条铁路线连接芝加哥外环线，

距离市中心约为 1h；PRAIRIE 一词的由来则因其美丽的乡

村生态自然环境。经过谈判，区域 3200 英亩的公共和私有

土地得到永久保护，成为乡村自然生态空间，这其中的 200

余英亩生态空间用地，由 Prairie Crossing 社区集体和草原基

金会管理，直接由社区开发公司代为实施生态空间的建设和

管理（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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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rairie Crossing 乡村社区生态景色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Prairie Crossing 及周边地区具有

典型的乡村特征，周边现存少量的草地、沼泽，甚至是原始

草原，但乡村生活非常拥挤，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了较为严重

的破坏。1986 年，两名自然资源保护论的拥护者买下了该

社区的所有权，并成立了开发公司，旨在建设一座“像城市

一样便利，而又融入自然”的生态型社区。”之后将“保护

环境和改善自然系统”设置为社区各项建设的第一指导原

则。除此之外，社区还制定了其他九条建设准则，以保证

社区的生态、健康、宜居和充满活力，这些准则为倡导健

康的生活方式、增强社区场所感、培养社区意识、增强经

济和人群的多样性、打造便捷高效的交通、倡导节能环保、

提倡终身教育、执行美学设计和高品质建设以及论证经济可

行性等 [2]。

3 Prairie Crossing 乡村社区生态管理
3.1 生态空间的管理

Prairie Crossing 社区开发公司主导着约 252 英亩的集体

生态用地和 27 英亩的河湖水域的管理，目的是逐步改善、

提升区域的生态功能，并维持周边生态空间的健康，生物群

落与自然环境在结构性平衡点作一定范围的波动 [3]。

为更好地建设和管理这些自然生态区域，在 2002 年和

2013 年，开发公司、业主委员会等公私机构，联合通过了

一系列的原则和标准。

一是社区的艺术设计应与健康的、可持续的社区环境相

匹配。

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是社区建设的根本，所有的决

策都应考虑到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

三是树立“预防比解决问题更节省”的管理思路，未雨

绸缪。

四是将植草等小型植被也纳入整体的本土生态系统。

五是那些不能被植物吸收，又可能对下游水体造成污染

的肥料禁止使用。

六是在公共自然区域使用杀虫剂或肥料，必须经专业的

环境顾问审查。

七是所有针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拟议投入，都应当以加强

本地区生态系统和易受影响的下游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根本。

Prairie Crossing 社区绿色空间的植被种类见图 2。

图 2 Prairie Crossing 社区绿色空间的植被种类

3.2 生态要素的管理
结合发展趋势、现状问题和长远战略，开发公司和业主

委员会等公私机构联合制定社区生态空间管理的长远目标，

这些目标基本保持长期稳定。他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聘请

专业技术人员或志愿者，制定年度目标，用于具体指导各生

态要素建设与管理的年度工作。

3.2.1 草地和湿地

草地和湿地对于 Prairie Crossing 的雨水处理和维持湖

泊、池塘中极高的水质至关重要。除为昆虫、鸟类和其他野

生动物提供优质的栖息地外，它们还提供了美观的生态景

色，反应了社区保护自然资源的价值观取向。社区直接管理

的草地和湿地面积共计约 193 英亩，主要分布在房屋的周边，

为社区房屋建设提供了大面积的绿色基底。其中，草地（含

草原）的面积总量为 164.7 英亩，主要包括草地、牧草地和

草原等类别，湿地规模为 28.4 英亩。

草地和湿地保护、建设和管理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并保持

一个健康的、稳定的、功能强大的、植被多元的自然生态系

统。根据实际情况，2021 年的年度目标可概括为：推进稳

定的、功能强大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推动植物多样性、

消除外乡杂草入侵对本土植物生长的压力，为野生动物提供

优质的栖息地，并向居民提供美观的休闲游憩景观。为将年

度目标落实成更为细致的、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社区分月度

制定了任务清单，主要包括春季和秋季的“烧田”、分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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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草（春季：甜三叶草、芦苇、金丝雀草等；夏秋：紫色

珍珠菜、芦苇、金丝雀草）、分地区的植物修剪、检测甲虫

对紫色珍珠菜的影响、继续进行草地的改良、检测和增加鹅

巢、获得鹅蛋许可证、审查湿地恢复补助金、推进业主教育

等内容，并明确了每项任务的责任主体，以及根据任务的简

繁程度，估算了约 5 万美元的年度工作资金。

3.2.2 湖泊、池塘和雨水处理系统

池塘和湖泊是降水地表径流的主要储存地，它们与湿地

和草地的共生关系为高质量的生物栖息地提供了基础，如池

塘中的 4 种国家级濒危鱼类就得益于这良好的水质环境。同

时，这些湖泊还为居民提供了游泳、冬季滑冰、钓鱼和划船

等休闲游乐活动的适宜场所。

Prairie Crossing 制定了“保护生物栖息地、维持高水质

环境”的总体目标，也制定了“继续监测和维持高水质标准，

改善水生植被的多样性和水岸线的完整性”等年度目标。同

样，社区也为年度计划的实施，制定了包括湖水补沙、增种

植被、检测水环境指标、防治水生杂草、检测特殊种群的生

长、检测沙滩细菌分布、水质评估等在内的 15 项任务清单、

明确了实施主体、落实了约 1.7 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3.2.3 灌木和丛林

Prairie Crossing 的早期定居者在这里种植了约 4 英亩的

灌木丛，主要有大阪橙、杨梅、黑樱桃、桑树、挪威枫、红

枫和银枫以及沙棘、金银花和野生葡萄等。从保护和可持续

的角度出发，Prairie Crossing 划定了植被管理区域，根据实

际需要，制定了正负面清单，对特定区域进行植被轮作（如

4 年一轮），明确哪些需要淘汰、哪些需要保护。能为居民

提供高品质的景观环境、为野生动物提供高质量的栖息环境

的本地物种将被保留下来，而一些不易成活、长势不良、不

具有景观生态价值的杂草、外乡植被被列入了“黑名单”。

灌木和丛林保护的年度目标可概括为：继续维护本土树

种的健康生长环境，继续维持良好的野外生态景观环境，继

续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生物栖息地，继续为居民提供可

观、可赏、可游的景观空间。

除此之外，Prairie Crossing 的居民也积极参与进来，通

过在自家房前屋后的土地上种植本土植物、减少或摒弃化学

除草剂的使用，助力社区环境更具生态活力。社会资本在社

区的生态建设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可以说是

乡村建设的主导者。社会资本的注入，改造了原先散乱的乡

村面貌，从多方面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优化了乡村生态环境，

提高了社区土地，尤其是生态空间的使用效率和生态效益。

4 中国乡村生态空间建设与管理的启示
4.1 坚持全域统筹，构建“村域命运共同体”

乡村振兴包括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个方面。这就要求在乡村建设与管理

中，时刻以全域的视角、统筹的思路，综合考虑村域范围内

的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要素与村庄、产业、文化等人文要素

之间的关系，构建具有村庄特色的“村域命运共同体”，坚

持全域统筹，保护乡土植被，重视生活、生产垃圾的排放方

式和回收方式，杜绝只关注经济发展，忽略环境质量和生态

安全，营造一个舒适、安全、卫生、健康的乡村绿色生活环境。

4.2 增加生态职能，构建“村域生态综合体”
中国实行农村集体土地的“三权分置”之后，土地的承

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极大的促进了现代规模农业的发展。

社会资本在乡村建设的作用可体现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如

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拓展产

业链条、缔造特色景观等。

在乡村建设中成立的经营公司，应增加生态职能或部门，

将全域自然资源要素的建设、维护和管理责任纳入其职权范

围，承担全域的生态空间建设、生态系统维护和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构建“村域生态综合体”。通过组建专业的生态团队，

真正协调好村域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的共生关系，统筹好环

境保护与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系统建设与特色景观营造、生

产效益收入与生态维护支出等关键事项之间的关系，真正实

现乡村振兴中的“生态振兴”。

4.3 坚持智力支持，吹响“村庄全专业集结号”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庄规划涵盖了经济、社会、

生态、交通、土地、房屋、人口等多个专业，“多规合一”

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加强村庄建设管

控、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也是对村域内自然资源载体

进行可持续利用管制的依据。但从目前的状况看，村民作为

规划主体，对规划的重要性、法定性、实用性的认识严重不

足，更未意识到规划对村民生产生活的约束、指导和影响。

一些地方开展的驻村规划师、包村干部、第一书记等发挥了

很大的外部智力支持作用，打破了村庄管理力量薄弱、实

施和监管薄弱的弊病，很好地指导了一定时期的村庄建设。

村庄生态空间的建设和管理，更是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全村

域、全过程地参与其中，也需要加大发改、自然资源、农业

农村、交通、住建等政府职能部门对村庄的关注力度，吹响

“村庄全专业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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