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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3 年以来，中国浙江省从全面推进“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把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贯

穿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优化、绿色产业发展的各阶段全过程，为

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和幸福家园建设奠定基础。

上述政策背景和实践经验，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金华市

赤松镇双门村规划设计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理论指导和

丰富的经验借鉴，规划充分挖掘双门村历史人文，合理有序利

用国家级双龙风景名胜区景中村丰富的资源，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的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

2 村庄规划的原则

2.1 多规合一、统筹协调原则

村庄规划虽然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最基础的组成单

元，但其空间兼具生活、生产和生态的功能，而且 3 种功能互

相渗透，在强调严格保护生态空间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同时，科

学安排生活和产业空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相关部门需要对

村域范围内各类国土空间布局进行科学划定协调和统筹，最

终协同发展。

2.2 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原则

村庄因其本身特点，区域性相差非常大。不同的地理位

置、不同的地貌特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结构、人口规模

等均有非常大的区别。因此，村庄规划的编制必须因地制宜、

因村施策。根据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实际出发，历史

性与前瞻性相协调，以问题为导向科学合理地制定村庄规划的

发展目标，合理完善功能布局，有序地推进村庄的治理和建设。

2.3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

对于村庄规划，要本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

发展理论，将村域范围内的各类自然资源都统一纳入村庄治

理框架之中，严格保护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遗存，实现村域空

间用途的统一管制。同时，加强生态空间整体保护和综合利

用，提升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进而实现生态、生活、生产空间

的有机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发展目标。

2.4 以人为本、公共参与原则

村庄规划编制的最终目的是以科学规划的指导，把村庄

建设成为生态功能良好、人居环境优美、设施配套完备、产业

发展绿色可持续的新农村。其实施主体和服务对象是村民，在

规划编制过程中应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以解决群众反映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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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问题为导向，以充分听取村民意见为方向，引导公众参与

到村庄规划编制的全过程，从而保障规划编制的公开性、合理

性和可实施性。另外，对村庄规划中的诸多利益进行合理分配

调节，维护村庄的切身利益，最终形成与农村生活、生产相符

合的新型乡村发展格局[1]。

3 村庄规划的发展定位

在本次规划中，双门村的发展定位将是以“旅游引领—主

体多元、农旅结合—精致农业、空间优化—合理布局、特色风

貌—景体—村”为发展策略，以休闲、娱乐、文化为乡村旅游的

主要发展路线，进而将双门村打造成为一个集休闲农业、旅游

观光、度假旅游、文化体验等内容于一体的新型乡村，通过旅

游来带动乡村的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4 双门村的村庄规划设计实践

4.1 居民点规划

对于双门村的居民点规划，其主要包含居民住宅用地、村

庄公共服务用地、村庄生产用地、村庄基础设施用地、对外交

通设施用地、其他国有建设用地 6 大部分。在对居民点进行规

划设计的时候，双门村充分考虑了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

历史文化遗存等方面内容，本着居民自愿的原则有序地进行

宅基地规划整治工作的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的建设，进一步对村庄的空间布局进行更好的规划利用。

4.2 产业发展规划

在本次规划中，双门村的产业发展规则主要是在保障人

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前提下，从已有的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进

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结合双门村区域内的实际特点后，村庄

产业发展规划设计主要是以旅游产业为引领，以农业产业为

辅助，进而实现旅游产业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规

划。为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双门村还在规划设计中明确了以

高山蔬菜、樱桃、花卉、茶叶、中药草为主的种植特色农业产

业，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农业与旅游业深度结合的新型旅游产

业形式，再结合双门村已有的风景资源与乡村人文资源，从而

设计出有着双门村特色的产业发展规划，以此来实现国土空

间的最大化利用，推进双门村的区域经济发展。

4.3 旅游发展规划

双门村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为能

够对这些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更好的开发利用，双

门村以自然山水为特色，以多元化主题为背景，开发了生态休

闲游、度假养生游、文韵墨香游、乡居乐田游 4 大旅游产品体

系。其中，生态休闲游主要是对双门村周边的自然山水、林地

资源进行充分的开发利用，进而设计出松溪漂流、山间古道、

矿山公园等自然旅游项目；而度假养生游则主要是对村庄乡

村文化资源与自然风景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从而形成如

赤松子养成园、清潭茶舍、邵村精品酒店等集自然风景与乡村

文化气息为一体的休闲旅游型产品；而文韵墨香游则是以双

门村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结合乡村文化资源，综合开

发出有着丰富历史文化气息的旅游产品；至于乡居乐田游，则

是以现有的村庄文化气息为基础，通过乡村环境整治与居民

点规划设计来改善村庄环境底蕴，进而开发出一种集乡村体

验式旅游与农业休闲型旅游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产品[2]。

4.4 乡村特色旅游线路规划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村庄规划的特色旅游资源，双龙村

结合自身已有的诸多旅游资源与游客的实际需求特点制定

了 3 类有着双门村特点的特色旅游路线。淤滨水游线。该条

特色旅游路线主要是以赤松溪沿线为基础，通过漂流和徒步

两种形式进行实际路线游览活动。同时，为了能够提高游客

徒步旅行的实际感官体验，双门村还设计修建单侧滨水栈

道，并通过科学合理的计算后在适当的位置修建索桥。于山

林路线。与滨水路线以双门村周围的水资源为基础不同，山

林路线则是以山林资源为基础，在设计中将双门村周围的森

林、峡谷、山体、商贾文化等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进行充分的

归纳整合，进而共同打造成一条可以实现现代化休闲徒步旅

游与古道文化相互交融的新型旅游路线。盂交通路线。该条

路线主要包括车型路和索道两部分，游客在该条线路进行游

览的时候，既可以体验到自驾游的乐趣，又可以徒步观赏周

围的自然风景与文化风景。另外，为了满足游客的实际游览

需求，沿线还设有观景台与车辆临时停靠点，从而为游客打

造更加人性化的旅游线路。

5 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设计不仅是乡村振兴战

略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在

开展村庄规划设计的过程中，一定结合村庄实际，因村制宜，注

重特色，不搞千村一面。从产业发掘培育、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入手，持续提升村庄人居环境，构建生态和谐、产业有发展、

生活有品质的美丽乡村，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进一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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