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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院作为一种场所 , 既是新农村村容村貌建设的单元 ,

也是发展庭院农业的空间。要改变农村庭院经济和景观现

状, 实现农民增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 必须寻求新农村建设

的新思路、新景观模式。笔者以河南省洛阳市李楼乡为试

点, 提出具有现代农业气息的农村庭院景观建设新思路, 注

重能源的利用与发展, 以探索适合当地的新型农村庭院农业

与景观一体化模式, 从生态、人文、经济、节约和可持续性等

方面对李楼乡的新农村建设进行指导。

1  新农村庭院农业与景观一体化建设模式的概念、作用与

指导思想

1 .1  概念 新农村庭院农业与景观一体化建设模式依据景

观设计学的理论, 尊重本土文化, 立足庭院空间进行合理布

局, 重在提高农民科技素养, 实现环境改善与景观建设并行 ,

创造出具有现代农业生产气息的农村庭院景观。

1 .2 作用  庭院农业与景观一体化建设模式具有投资少、

风险小、农民增收、可持续性强等特点, 具备综合利用光能、

提高农民节水和环保意识、加大农民增收、改善居住环境、提

高农民科技素养以及增强农民对绿色能源的认知等功能。

同时能够极大促进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改善生态环境

条件, 延续和发扬本土景观 , 从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内容。

1 .3 指导思想与原则  ①坚持在布局上科学、适用和美观

的原则。科学合理应用庭院三维空间, 使庭院生产与景观布

局相融合。②可持续性原则。保护自然环境, 发展循环经

济, 推广“猪 - 沼- 菜”模式[ 1] 。③生态主义建设原则。利用

太阳能资源 , 通过热水器转化为热能, 通过电池板转化为电

能; 加大雨水收集 , 并作初步技术处理 , 进入庭院养殖和生活

用水系统循环使用。④尊重乡村场所精神原则。打造以绿

色蔬菜生产为主题景观的构架, 形成乡村蔬菜庄园特色

游览。

2  李楼乡概况

2 .1 现状  河南省洛阳市李楼乡位于洛阳东南部的伊、洛

河冲积平原, 总面积36 km2 , 耕地2 .5 万hm2 , 总人口5 万余

人。当地民风淳朴、土地肥沃 , 农业基础设施配套齐全, 农业

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 是洛阳市“无公害蔬菜生产

基地”。李楼乡常年菜田面积1 .2 万hm2 , 占全乡耕地面积的

1/ 2 , 素有洛阳市“菜园子”的美誉。近年来, 洛阳市加大对农

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 特别是农村“六小工程”( 节水灌溉、

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水电、农村沼气、草场围栏等) 建设

进展顺利、成效显著, 使得李楼乡的蔬菜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

并逐步向产、研和加工、仓储、销售为一体的集约化方向发

展。如今已引资500 万元投资建设了1 个占地50 hm2 的高标

准李楼乡蔬菜交易市场, 投资85 万元建设1 个占地20 hm2

储量1 100 t 的保鲜冷库, 并相继涌现出夏庄千亩生态示范园

区, 形成了董村番茄、太平村黄瓜、万年村蒜黄等专业的村庄

蔬菜品牌。

2 .2 存在的问题 在李楼乡的新农村建设中, 庭院内的经

济景观复合型建设是其中的一个亮点, 也是难点。农村经济

发展起来了 , 但农户的庭院却缺少合理的功能分区, 园中景

观杂乱, 缺少特色; 同时, 庭院缺少合理的利用, 许多空间闲

置, 不能发挥其独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这种现状已

经不符合新时期农村发展对农业与景观一体化建设的要求 ,

因此, 在李楼乡新农村环境景观规划过程中提出庭院农业与

景观一体化的建设模式, 从生态、人文、经济、节约和可持续

性等方面对李楼乡的新农村建设进行指导。

3  新农村庭院农业与景观一体化建设模式内容

依据李楼乡的农业产业结构规划 , 结合主体经济发展方

向, 在不过分依赖不可再生能源和减少基础建设的前提下 ,

探索出一种新型、节约、可持续性、具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新农

村庭院农业与景观一体化建设模式( 图1) , 形成立足服务生

产、自主科研、打造新景观的建设指导思想。新农村庭院农

业与景观一体化建设模式内容主要包括庭院平面布局( 图

2) 、纵向布局及能源循环体系建设。

3 .1  庭院平面布局

3 .1.1  休憩娱乐区  传统农村庭院承载着吃饭、洗衣、修

理、聊天、打牌、下棋、看报纸、晒太阳、听收音机等日常休闲

活动, 是较为专属性的空间, 有着强烈的场所感, 强调人们的

聚集和交往。在庭院中采用庭院晒场和可移动休憩设施灵

活组合的形式, 或利用花架、花坛等构筑物来形成庭院休憩

娱乐空间, 农闲时供人们活动、游乐, 农业生产时节该空间又

可用于作物的晾晒以及蔬菜等产品的分拣、包装和储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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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庭院设计方案手工模型

Fig .1 The handicraft model of thecourtyard designscheme

图2 庭院平面布置图

Fig .2 The plane layout of the courtyard

3 .1 .2 种植区。①菜园建设。在庭院采光充分区域设置蔬

菜种植区, 种植常见的食用蔬菜或观赏蔬菜, 不仅可以满足

日常的家用蔬菜供应, 也可为庭院提供一种新型的绿色景

观, 同时靠近沼气池, 便于沼液和沼渣等绿色有机肥的使用。

②果园建设。在面积较大的庭院, 选择景观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均较好的乔灌木树种, 如银杏、水杉、广玉兰、桂花、香

椿、樟树等, 设置为树木绿化区; 可3 ～5 种果树混种, 也可成

均一型小果园, 品种可选板栗、桃、李、杏、柿、枣等, 设置成果

树绿化区。

3 .1.3 养殖区。在庭院内合理位置设置家畜养殖区, 家畜

具体数量依庭院实际情况而定。依据养殖场地, 综合考虑沼

气池的建设 , 同时和屋顶雨水收集系统、太阳能加热系统组

合。此外 , 在圈舍前设立攀援架种植蔓藤类植物, 如葡萄、金

银花等, 可形成庭院中的垂直绿化景观[ 2] , 又可屏蔽不良

视线。

3 .2 庭院纵向布局

3 .2.1 屋顶花园。二楼屋顶小平台设置棚架, 种植攀援植

物, 可降低夏季过多的太阳辐射, 缓解一楼建筑空间的辐射

热, 减少空调等能源的消耗; 同时形成建筑和绿化的结合, 美

化了村容村貌, 为居民提供三维活动、休憩娱乐空间。

3 .2.2 雨水造景系统。李楼乡主要的气候特点就是雨水集

中在夏季, 同时夏季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季节, 地面蒸发

量最大。利用三楼屋顶建造蓄水池收集雨水, 超过储水能力

的雨水, 引入二楼平台进行园林水景的营建, 既增添了景观

特色, 又可通过屋顶水面的蒸发带走热量, 降低室内温度, 从

而成为“绿能”建筑。

3 .2 .3 屋顶自主科研大棚。在住宅的三楼平台上设置小型

温棚, 作为农民进行新型蔬菜种植和种苗繁殖等科研用地 ,

同时也形成了屋顶的特殊观赏景观———温室景观区。

3 .3 庭院能源循环体系建设

3 .3 .1  屋顶光能利用装置。太阳能的利用主要有光电转化

和光热转化两种方式, 主要通过阳光塑料大棚、家用太阳能

热水器、太阳能灶和太阳能电池板等4 种装置进行转化。其

中阳光塑料大棚和家用太阳能热水器均建在二楼屋顶 , 太阳

能灶置于院落向阳处 , 太阳能电池板置阁楼上。阳光塑料大

棚可使蔬菜获得充足的光照, 有利于蔬菜更好的进行光照作

用; 太阳能热水器可利用光能提供居民的日常用热水; 太阳

能电池板转化电能, 提供一部分家庭用电。

图3 雨水收集及水循环系统图

Fig.3 The rainwater collectionand water circulatingsystem

3.3 .2  水循环装置。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

实施,“生态”“、绿色”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今建筑设计与研究

领域的热点和趋势[ 3] 。雨水收集及水循环体系( 图3) 的建立

具有很好的示范性, 是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向。在

屋顶建立雨水收集、处理和循环系统, 形成水资源的高效利

用模式 , 同时能够提高农民的节能意识以及对水资源的保护

观念。顶层阁楼收集的雨水可提供屋顶大棚内蔬菜的一部

分浇灌用水, 而屋顶收集并储存的雨水 , 主要提供家庭清洗、

冲刷用水。

3 .3 .3  庭院综合循环体系及结构。在有效利用庭院空间的

同时发展养殖, 可为农民增收提供保证 , 成为现代农业链条

系统的重要起始环节。传统的烧煤和秸秆, 能效转换率低 ,

且污染环境。利用养殖业发展沼气, 方便了农民, 且使用沼

气快而干净, 沼液、沼渣又能促进蔬菜种植业发展, 同时依据

农户菜田面积推算养殖规模, 形成良好的“猪—沼—菜”循环

模式。该模式以沼气为纽带, 运用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

物还原的生态原理, 实现积肥、产气、种养同步并举, 能流、物

流良性循环, 是一种优质无公害的生产模式。同时, 屋顶太

阳能利用和雨水搜集循环体系的建立, 降低了养殖成本, 且

利用热能加大了冬季沼气反应速度 , 从而成为“猪—沼—菜”

模式的有效能源补充。

4  结论

庭院农业和景观一体化模式, 是一种高效、可持续性的

新农村庭院农业经济体系, 是集生态、精神文明建设为一体

的复合型新农村建设模式, 是利用当地产业结构特色形成的

新型农村景观思路。这种模式的提出,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

以生态、可持续性、尊重场所精神等为指导思想进行建设的

具体思路, 能够有效改善农村环境, 提高农民科学生产的意

识, 为打造当地产业特色、提高品牌口碑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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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场地、形式。若适当地改造个别区域, 可使其成为一个

亲切宜人的交往活动场地。

3 .2 绿地景观

3 .2 .1 总体概况。社区景观绿地面积75 万 m2 , 除高尔夫球

场外, 可进入活动区域的地形平缓。外围近10 万株的树木

不仅形成了社区基础性绿色背景 , 而且与整个社区的环境共

同构成一个天然氧吧。社区内植物数量众多, 季向变化分

明。主路、湖边等绿地种有大量乔木, 每个居住组团的公共

花园中乔木适量, 可以为老年人的出行和活动提供足够的遮

荫。社区内还有一类特殊绿地———绿色农庄, 包括菜园、果

园、苗圃 ,21 % 的老年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在菜园里进

行栽植和园艺活动, 他们通过种花、种菜、浇水、除草和采摘

等活动 , 不仅锻炼身体机能, 而且也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交流。

3 .2.2 观赏性和保健性。乔木主要以乡土树种为主, 如油

松、华北松、刺柏、桧柏、悬铃木、柳树、杨树、椿树等, 其中主

干树为悬铃木, 这些植物不仅具有很好的观赏效果, 而且是

杀菌、防风、防沙的优良树种, 起到净化小环境、有益健康的

作用; 灌木品种较为丰富, 如天目琼花、紫薇、丁香、连翘、碧

桃、西府海棠、紫荆、红瑞木等; 人工生态湖周围的水生植物

和地被在配置上起到了很好的衬景作用。

根据老年社区对环境的特殊要求, 除体现四季变化外 ,

还应营建保健型的生态园林, 发挥植物的药用保健作用, 使

老年人在室外长时间逗留健身的同时, 吸收各种植物所散发

的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气体。如松柏类植物的枝叶散发的气

体对结核病等细菌有防治作用, 银杏、山楂、石榴、蜡梅等散

发的气体对心血管有益 , 合欢散发的气体对脑神经有益, 而

连翘、金银花、忍冬、扶芳藤的茎叶可作药用等, 起到防病、强

身和益寿的作用。

3 .3 环境设施  环境设施作为实体要素构成空间, 是人们

活动的空间装置和依附, 它与空间环境相互延伸、融合。

3 .3.1 无障碍设计。在步行路面必须上下起伏时, 相对平

坦的坡道一般要比台阶好, 这对使用轮椅的老人更是如此。

一般步行道地面的坡度应在3 % 以下, 并且必须平整。若路

面有高差变化时, 要设有防滑装置让老人清楚地觉察到而防

止滑倒。老人对路面铺设材料要求相当严格, 不宜用卵石、

砂子、碎石以及凹凸不平的地面 , 而且道路不宜太窄 , 不宜用

步石、汀步, 路上不能有横向突出物, 同时还须注意路面

防滑。

3 .3.2 休息设施。据调查,84 % 的老年人对组团绿地、中心

景观区域的休息设施很满意, 而78 % 的老年人认为主路、支

路及通往各个活动空间的道路中的休息设施太少感到很不

满意。根据老年社区的特殊性, 应在人行道路两侧每间隔50

m 设置座椅等休息设施。坐息空间可设置在大树下、公共建

筑的廊檐下、建筑物的出入口附近等, 坐息空间的背面宜有

一定分隔意义的界面, 如植物、自然地形、建筑物等以形成边

界效应, 如能利用平台、水面、坡面、植物、地面等形成变化 ,

可强化坐息空间的趣味及地点感。座位不一定采用正式座

椅, 可以是建筑物的基座、花坛、矮墙、石块等。另外, 可采用

轻便的可移动的坐椅 , 让使用者按自己的需要随意摆放。

3 .3.3 标识性设施。作为引导和保障人们行为安全的标识

导向设施在环境中起着连接人与环境的重要媒介作用。在

老年社区 , 标识性设施更不可缺少。标识性设施给老年人提

供方向感和安全感, 通过文字、绘图、记号、图示等形式予以

表达, 比较直观、易于理解。标识应具有宜人的尺度、恰当的

位置, 方便老年人驻足观看。在空间的转折点设置标识能起

到良好的视觉传达作用 , 但不能影响交通, 同时还要与周围

环境相协调。

3 .3.4 管理服务设施。该社区的管理服务设施集中在太阳

广场, 与大部分住宅距离较远, 不适合短距离步行到达, 不过

社区内提供电瓶游览车可以通过打电话随叫随到 , 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老年人出行的要求。管理服务用房大多在交叉

路口的路旁, 主要提供保卫、寄放物品的服务。洗手间数量

极少, 只在2 % 的管理服务用房旁结合设置。洗手间应尽量

靠近老人活动区, 不宜过于隐蔽, 通往洗手间的道路不宜过

窄, 其宽度一般应在115 m 以上。应根据路线和场地配设饮

水站和小卖店, 还可配设挂鸟笼、栓宠物、存车、寄存和电话

等其他设施, 以满足社区内具有不同活动习惯的老人需要。

3 .3.5 照明设施。许多老人喜欢晚上出来散步, 在公共绿

地中设置园灯是十分必要的。老人视觉功能不好 , 所以园灯

应有足够的亮度保证照明, 并注意经常维修。灯具既可提供

照明, 又是环境中的一个小品景观。

4  结语

老年社区户外环境涉及面非常广 , 笔者重点对北京东方

太阳城老年社区中老年人行为特征和现有环境的建设和使

用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老年社区的建设应以提高身心健

康水平、增强体质、维持人与社会的接触和交流、培养兴趣爱

好、体会人生乐趣、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等为原则, 为老

年人以及在此居住的其他人群创造一个物质和精神充实而

丰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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