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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当今所倡导的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方针政策,对当前乡村聚落现状及在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探讨出适合传统村落发展的新道路。研究以河南省南部地区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案例,将农村的各类问题进行解决,发展乡村民宿一体化。带动传统村落人文景观的保护发展及

古村落的旅游开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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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dvocated today, this 

thesis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s a new thinking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ing the southern region of Henan Province as a cas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is thesis solves 

various rural problems and develops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homestay.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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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领导人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中指

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农村问

题应得到充分的解决与发展。但农村在

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角度、多形式的发

展问题,急需解决。而如何通过设计的手

法助推农村旅游事业发展,解决乡村民

房建筑问题,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成为需

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 豫南地区乡村聚落发展现存

状况分析 

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河南农村生态

及环境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城市化

进程加速发展带来的严重冲击,致使乡

村发展缓慢。以河南省南部地区的乡村

为例,传统的乡村聚落呈现出较多的问

题。首先,村落中空心化问题严重,农村

主要劳动力大量流失,房屋出现闲置、破

旧等问题；其次,贫富差距所带来的房屋

新旧程度不同及风格的迥异；再次,农村

基础设施不完善,现有的设施及设备状

况不容乐观。第四,村民对古建筑、地方

人文及景观的保护意识较差,一草一木

的破坏,造成豫南地区农村出现地方无

特色、千村一面的特点。因此,豫南地区

乡村存在的众多问题急需解决,保护与

发展豫南地区的乡村聚落刻不容缓。 

2 豫南地区乡村发展农旅融合

状况分析 

豫南地区的乡村聚落在发展乡村旅

游的过程中具备很多的优势和特点,其

对乡村发展旅游发展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带动乡村聚落民宿化设计进一步实施与

落地。乡村聚落的民宿化模式也在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中得以提升。 

2.1乡村聚落发展现实基础分析。豫

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特

点和元素,对村民的传统生活习俗产生

深刻的影响。豫南地区被誉为“中原之

腹地,豫鄂之咽喉”。村落中不仅拥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同时还拥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豫南地区素有“中原粮仓”、

“中州油库”之称,豫南地区各地方可依

托丰富的特色农副产品,如瓦岗红薯、留

庄富硒大米、山野菜、中药材等农产品

产业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豫南地区

农副产品及乡村产业种类较多,产量丰

富,农产品有特色,势必带动豫南地区乡

村聚落的产业及旅游文化发展,推动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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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2.2农旅融合下促发展前景分析。基

于农旅融合发展模式的提出,对乡村地

区房屋进行修缮与重建,采用民宿化设

计模式对村落进行设计改造。一方面可

以促进农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带动当地

经济及生态环境的提高和改善；另一方

面可以改善村民现居环境,给原住村民

带来优雅的环境和舒适的居住空间,增

强村民对家乡土地的热爱情感。 

豫南地区的乡村聚落有着丰富的资

源及旅游基础,环境承载力较强,因此发

展农旅融合模式得天独厚。依托乡村振

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等发展趋势,融合

其丰富的物质产业及精神文明,带动当

地乡村各方面大踏步发展。 

3 豫南地区乡村聚落民宿化设

计营建方法分析 

3.1民宿化设计及营建特点分析。豫

南地区乡村聚落的民宿化设计是通过对

乡村聚落整体的统筹和布局,保留村落

中原汁原味的文化及特色,融合乡村聚

落周边的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环境,打造

出具有该地区特色的文化、景观、旅游

于一体的民宿群。城市民宿多存在于居

民楼内,依附城市景观、商圈和交通枢纽

等便利因素,其目的是帮助居住者更方

便的在城市中购物、娱乐等。而乡村民

宿周边多是自然景观之地,具有优美的

田园风光以及罕见的民俗文化。乡村民

宿是结合当地自然环境、人文以及当地

人的生活方式及资源进行设计改造,给

游客提供乡村生活的重要体验。 

3.2乡村聚落民宿化的营建方法。乡

村聚落中具有特定历史价值、乡村传统气

息及历史遗存较好的建筑,采用保护与维

护的原则,加固其结构,还原其历史原貌,

减少再次破坏。修缮原则来发展民宿空间,

传承其文明,注重乡村聚落的原貌和真实

性延承。在不同的周期面临着各方面功能

的改变,适应性改造应当在维系乡村文脉

的延续性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以此来适应

新时代的需要。乡村建筑使用年限较长,

墙体出现裂纹等问题,致使多数民居建筑

无法符合村民及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

因此,将传统乡土文脉气息与建筑产生

交流,融合时代发展需要,保护村落建筑

的同时,促进村民经济收入的多元化。 

各项战略及方针政策和新农村建设

迅速发展,导致村落中具有深度语义的

旧物被破坏,进而消亡。寓古于新的设计

手法则将乡村中现存的旧物进行合理的

利用,减少对资源的浪费。使得新旧物品

能在空间中产生新的对话,带给游客强

烈的乡土气息的感受。石磨盘、石槽、

竹篮编制物等乡村中所特有的老物件,

不应该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销声匿

迹,应该以此为元素进行新空间新环境

新氛围的营造。 

4 民宿化设计对乡村聚落发展

的现实意义 

4.1民之所呼——改善乡村生活。乡

村聚落民宿化设计对原住民人居环境有

较大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当地人文

及生态环境,带给村民强烈的热爱故乡

情感,激发乡村聚落的内生动力,意在提

升村民的参与感与保护意识。村民是乡

村聚落的主体,是乡村聚落的建设者、使

用者,也是乡村文明的创造者、传承者,

最终也是乡村的受益者和享用者,民宿

化设计可以改善村落环境及现状,建设

美丽和谐的乡村家园,真正地提高乡村

村民的幸福感,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主动性与创造性。 

4.2民之所愿——盘活乡村经济。以

民宿化营建方法应用到乡村旅游的建设

当中,一方面,村民可以成为房主对房屋

进行租赁和盈利,提高村民收入；另一方

面,乡村旅游事业及民宿营建的推广,吸

引众多游客观临乡村,在外务农的村民

可回家乡做生意,给乡村带来更多的就

业机会,促进乡村聚落中小家庭的团结

和谐。其次,民宿化营建是一种将旧乡愁

与新乡土相结合的产物,将会带动当地

各项农副产品的销售。以美促富,打造美

丽景观及建筑的同时,打造乡村产业；让

乡村美起来的同时,让农民富起来。 

4.3民之所望——保护乡村资源。采

用乡村聚落民宿化营建手法,能够使废

弃的建筑及景观获得重生,在保留其文

化语义及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意

义与价值。而对乡村聚落进行民宿化的

营建这一行为,是将其原本的使用功能和

存在意义在新的语境中形成新的表达,保

护传统建筑的同时,感受建筑存在的现实

意义,在民宿营造中已经开始重新萌发。 

5 结论 

在传统的乡村聚落中发展自然景观

的旅游事业能够满足人们求新的需求,

在房屋营建问题上,改变单一民宿的形

式,结合多样化的旅游设施,打造具有特

色的乡村聚落民宿群,以此吸引更多的

游客。民宿化的乡村聚落,可以作为旅游

的目的地,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与消

费,也可作为乡村文化的空间载体进行

传统文化的传播。民宿化的乡村聚落提

供有品质与特色的住宿空间以及其他服

务,为当地旅游市场的开发起到保障作

用。此外,民宿化的乡村聚落能够产生更

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家中妇女及外出

务工的群体返乡创业,为乡村聚落的发

展注入鲜活的生机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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