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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 2020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

过 60%，根据联合国《世界城镇化发展展望 2018》，203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 70.6%，2050 年达约 80%。根据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在 2013—2018 年五年间 8 千万农业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城

镇化发展的基础是建设用地性质的转变和人口户籍的变化。

当下，快速城镇化发展带来诸多城市化问题，推进新型城镇

格局成为重要任务，而新型城镇格局的核心就是城镇化质量

的提升，城镇化发展由原先的粗放发展迈入关注质量发展的

新时期。因此改造、提升安置房的公共空间景观质量已成为

业内热点问题。

2 安置房公共空间景观特征

2.1 空间布局不合理

在安置房建设规划初期，重视安置房建筑容积率，忽视

居住区公共空间对居民可达性和服务半径的问题，造成平面

组团布局不合理，公共空间不能满足居民的使用需求。

2.2 景观形式单一化

安置房使用群体多为中低收入群体，类比于普通商品住

房景观的精细化设计，居住区景观呈现出类型单一，且服务

对象为儿童、老人，也导致使用率的降低 [1]。

2.3 功能设计不完善

有限的安置房前期投入资金，在活动场所的设置无法满

足高密度人群需求，造成景观功能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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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景观文化缺失
大部分的安置房建设从规划到建成过程周期短，建设速

度和成果呈现出快餐式模式，在追求观赏性景观的同时缺乏

对场地人文性的深入思考，使安置房景观缺乏地域文化性。

3 安置房公共空间景观改造原则
3.1 低干预自然性原则

景观空间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安置房景观空间处理尊

崇自然生态型原则，尊重现有资源条件和场地布局，保护生

态环境，展现自然魅力的设计模式。

3.2 低投入成本原则
景观设计应是延续并提升地域人文及自然优势，在设计

中运用本土景观材料体现地域精神，对于营造居民居住归属

感增强居民间凝聚力以及成本控制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3.3 低维护经济原则
安置房景观设计应满足经济性、减少后期维护的原则。

运用本土植物丰富景观层次，增强植物的适地性。

4 安置房景观改造策略
4.1 保存居民的参与意识，增强景观的社会价值

有效引导居民参与安置房小区的微更新 [2]，把问题空间

作为重点突破点，以点带面，从居民的真实需求入手。通过

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引导参与等模式，让居民了解设计

程序、认识设计过程，有利于后期维护和使用。

4.2 注重地域文化复兴，提升作物的观赏性
改造安置房景观其景观的地域性文化不可回避，善用地

域性植物的食用价值，增加作物的观赏性。在种植上以“果

蔬 + 香花”“观赏植物 + 彩叶蔬菜”等组合模式，通过社

区植物的丰收、采摘等节庆促进居民交往，提升邻里交往。

4.3 整合有限空间，倡导模块化种植
由于历史建设的局限性和居民使用方式的改变，梳理安

置房小区内的有限空间，选取具有更新价值的空间，通过模

块化种植形式介入，增加多种形式种植方式，带动整体居住

区的环境提升。

5 实践案例——江宁潭桥公寓景观改造设计
5.1 潭桥公寓项目概况

潭桥公寓位于中国江宁区东山镇竹山南路，距今已建成

六年，配套设施齐全但整体景观空间布局单一，使用群体多

保留农业生活习惯因此小区绿地景观中存在大量菜园地，这

次潭桥公寓景观改造设计从农耕文化切入进行针对性改造

设计 [3]，旨在传承农耕文化、促进稳定邻里关系。

5.2 潭桥公寓设计理念
谭桥公寓景观改造设计理念以“休闲娱乐、果园采撷、

彩蔬观赏”形成特色鲜明的生态园区为主旨。意在营造“绿

林无边春色中、果园良田采撷意”的意境，结合原有自然生

态环境基础上适当整合，给居民提供亲近自然的舒适的田园

生活环境。通过创造特有的农园肌理、花卉果树高低错落层

叠展现，形成以经济树种为主的四季水果园、以农作物为主

的农业大观园、农业科普园等园区，使之成为科普、休憩、

采撷于一体的公共空间。

5.3 谭桥公寓景观改造设计实践
整体设计围绕“园趣”进行改造设计，意在表达一方小

菜园，美食美景皆能有的设想。划分为邻里共享空间、花田

观赏区、果园采摘区、菜圃休闲区、儿童游乐区等。以农业

元素贯穿整体，空间充满乡情气息的旧物品作为景观小品，

动手寻回曾经的记忆与乡愁延续乡情。

邻里共享空间设计采用自然式设计方法，植物的隔断不

仅增加了空间的私密性，也能体现出生态趣味性。

花田观赏区以家庭租用为单位，种植中国南京地域性的

宿根花卉和草本花卉，家庭参与见证花卉与孩子共同成长的

过程。花田观赏与菜圃休闲区设立在同一空间中，两个空间

共同协同，植物的观赏性与作物的实用性相互结合。

果园采摘区与入户空间相邻近，以种植江宁特色地域性

植物为主，如银杏、枇杷、无花果、石榴、碧桃、柿子树等

花叶齐美的观果类植物。居民利用植物的林下空间聚集在一

起，开展线下种植交流会、分享会等社区活动。

儿童游乐区与健身区融合，既考虑儿童活泼好动天性，

又结合家庭看护者的休闲运动需求，在儿童游乐区中设立休

闲健身器械，大小居民结合需求自由选择。

6 结语
社会价值的转变带来了城市居民区景观的多元化发展，

以农耕文化作为安置房景观改造提升的价值导向，重新唤起

失去土地后的居民的乡情，居民动手改造居住环境的过程，

无形中完成景观空间和居民间的互动，促进邻里间的互动；

同时在景观改造中重视居民需求，加强本土特色空间环境的

营建，设计符合尺度的耕作空间融入居民区景观，以多元化

参与性景观模式建设，实现城市安置房社区景观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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