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NINGBO DAILY宁波新闻·深度 2017年3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 芳 电话/87682836

相关链接

编辑点评

数 说

相比城市建筑的不断进步，
我国的农村建筑在规划和设计上
还存在着不足。当我们乘车经过
某个村落时，总能看到一些外墙
贴着小瓷片的民宅挨挨挤挤地排
列在一起，千房一面，风格雷
同。这些成片出现的乡村民宅在
规划的科学性和整体的美观性上
有很多缺憾，甚至对乡镇历史、
人文风貌造成一定的破坏。

3月7日，在北京参加两会的
全国政协委员朱鼎健在谈到美丽
乡村建设时提出，“由政府规划设
计部门根据不同乡镇的风土人情
特色，组织设计出一批尊重总体
规划精神，体现当地民居特色的

‘建筑模板’，让村、乡、镇居民
只需在模板选择中‘点菜单’，就
可以用以报建，而无需每一户都

自己组织设计，从而以精准帮扶
的方式帮助乡镇居民和广大农民
建设美丽家园。”象山县在全省率
先编制县级村（居）民建房指导手
册，推荐 26种住宅供村民选择，并
对全县的泥木工匠进行专题培训，
在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的实践中已经先行一步了。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
晓东眼里，所谓“本土的设计”，
就是“根据当地的人力、物力、
经济等实际的资源去做设计”。

《象 山 村 （居） 民 建 房 指 导 手
册》，依托象山特有的山水脉络和
山、海、岛、礁、滩涂、田园等
独特风光来选择参考房型，以象
山特色丰富浙江民居新范式，为
各地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借鉴。

（王芳）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陈朝霞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通讯员 朱延勋

近年来，包括浙江省住建厅在
内的各级规划建设部门曾经编制过
多种“农村居民建房样板图”。但
现实中，村民建房宅基地形状多
样、大小不一、需求各异，样板房
很难适应村民多样化的要求。

象山县规划管理中心在深入一
线调研后，组织专家团队，结合象
山农村宅基地用地现状和用地标
准，在全省率先编制县级村 （居）
民建房指导手册，为村 （居） 民

“量身定制”了既体现象山民居建
筑特色和人文底蕴，又经济实用的

“浙派民居”新范本。
《象山村 （居） 民建房指导手

册》 推 荐 的 26 种 住 宅 ， 白 墙 黛
瓦，飞檐石窗点缀，翠竹香樟掩
映，一派“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的中国传统建筑意境。

乡村建筑需要专业引导

采瓜果摘蔬菜，体验田园乐
趣；走古道穿森林，与大自然亲密
接触；住民宿吃农家饭，让身心放
个假……美丽恬静的乡村作为城市
的“后花园”，受到越来越多城市
居民的青睐。

从大众的选择中不难发现，自
然景色美丽、人文底蕴丰厚、生活
设施发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大
众心目中“美丽乡村”该有的模
样。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村民
在经济上具备了建新房的条件，
却 缺 乏 专 业 规 划 知 识 和 风 格 引
导，只能凭着自己的经验“跟着
感觉走”。因此，有的乡村简单复
制 城 市 小 区 的 布 局 方 式 ， 大 广
场、大草坪、村口设牌坊或置石
等，缺乏乡土特色；有的乡村大
拆大建，舍弃本土文化、贪大求
洋、盲目西化。“随意混搭、材料
堆砌，花钱不少，却造成风格不
着调，整体不协调”，这样的乡村
建筑被很多专家诟病。

象山县规划管理中心副主任、
总规划师黄刚说：“农村是传统文
化的发源地，传统的乡村建筑是民
族文化与地域特色的历史积累，在
各地新农村如火如荼的建设中，要
通过规划引领，保护乡村自然风
貌。”以象山为例，规划部门要担
当起村民建房风貌的引领职责，依

托象山特有的山水脉络和山、海、
岛、礁、滩涂、田园等独特风光，
慎砍树、禁挖山、少拆房，加强乡
村建房风貌管控，树立乡村传统建
筑文化自信，让乡村融入大自然，
提升村民幸福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015 年 4 月，《象山村 （居）
民建房指导手册》出炉，这一手册
由建房法规政策指引、技术解说、
建筑放样、立面改造、10 个户型
方案等5部分内容组成。

2016 年 5 月，《象山县乡村公
共建筑指导手册》面世，对作为乡

村精神文明重要载体、被称为“乡
村灵魂”的文化礼堂、居家养老中
心、农具渔具仓库等乡村公共建筑
的形体及立面等列出 20 余个具体
方案。

2016年 9月，象山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象山县中式民居建筑设计
大奖赛”，来自上海、杭州、广
州、深圳、宁波等全国各地的设
计院、大专院校、社会团体和个
人 参 赛 ， 并 提 交 了 52 个 设 计 方
案。大赛主办方从中精选出 16 个
方案，于 2016 年 12 月汇编成 《象
山村 （居） 民建房指导手册》 2.0
版。

这 本 图 文 并 茂 的 《指 导 手
册》，通俗易懂地介绍了农村建房
政策法规、审批程序，细致地说明
了住宅选址、朝向、间距、层高、
外观、抗震抗裂、节能生态等知
识，还列出了供选择参考的从 80
平方米到140平方米不等的26套村
居房型，不仅有“中国风”的外观
效果图，还有一目了然的平面图、
立面图、剖面图和侧面图。

这样接地气的“象山村居”新
范本要落到实处，离不开活跃在乡
村的泥瓦匠。为此，象山又组织规
划、建设、设计等不同领域的专
家、学者、管理者，结合《象山村

（居） 民建房指导手册》，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 3 期 600 多人次泥木工
匠参与的专题培训。

来自鹤浦镇樊岙村的泥瓦匠
罗学如在接受培训后感到受益匪
浅：“以前村民建房完全自发进
行，全凭经验，很难造出有设计
感的房子。而这些样板户型不仅
外 观 美 观 ， 而 且 推 荐 使 用 的 瓦
片、青砖、麻刀灰涂料等材料常
见又实用，造价不高，建造工艺
也是我们得心应手的，非常具有
可复制性。”

西周镇副镇长蔡慧跃也表示：
“样板房充分体现了乡村特色和传
统文化传承，让乡镇干部在推进新
农村建设时有了指导和依据。图纸
直观明了，村干部在推广过程中也
省力不少，建房户则可参照手册中
的方案，因地制宜进行微调，建造
出适合自家实际的住房。”

以象山特色丰富浙江
民居范式

截至目前，万余册 《象山村
（居） 民建房指导手册》 已陆续免
费发放到基层干部、建房户、泥
瓦匠师傅等人手中，而且已有多
个乡镇 （街道） 的村民住宅和公
共建筑参考该手册，因地制宜地
建造出体现传统特色的“象山村
居”。

笔者在涂茨镇长沙村、茅洋

乡山下叶村看到，这里已有多幢
新落成的白墙黛瓦的村居，吸引
不少路人驻足拍照。在涂茨镇旭
拱岙村，村里老人在新落成的古
朴 典 雅 的 两 层 文 化 礼 堂 内 打 台
球、下象棋、看电视、拉家常，
其乐融融。

在墙头镇方家岙村，错落有致
的中式钓鱼长廊即将竣工，和森林
竹海、湖泊溪流、亭台楼阁、古桥
古道，构成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
乡村图景；在溪里方村，春节前刚
竣工的村居家养老中心，回廊、院
落古色古香，和村内 13 处古建筑
互相辉映。在提升村庄品质建设过
程中，溪里方村没有一味拆旧建
新，而是巧妙地将拆除的旧木料、
石板等建成围栏、挡墙、花坛、游
步道等，用毫不起眼的溪坑石头铺
成沿溪步道，用旧梁条、旧墙板点
缀在村口巷尾、房前屋后，成为乡
村原生态景区建设的生动样本，古
韵浓郁的乡村环境，美了家园、乐
了游客、富了村民。

2016 年 10 月 ， 象 山 县 出 台
《关于加强乡村建设风貌引导工作
的指导意见》，明确村庄规划要体
现乡村特色，注重建房风貌管控和

“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建设主
题，“以乡村公共建筑和民居设计
为突破口，秉承浙东传统民居和较
早年代建成的民居建筑风貌，形成
一批具有不同地域特征、文化特
色、不背离本土文化的象山农房
设计通用图集，处理好传统与现
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既深入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又充分体现
时代气息，既注重农房单体的个
性特色，更注重村居整体的错落
有致，有序构建村庄院落、住宅
组团等空间，减少使用繁琐、复
杂的造型，以象山特色丰富浙江
民居新范式。”

近日，《象山县传统风貌农房
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 出台，拟设立县级“传统风
貌农房建设专项资金”，对传统风
貌农房改造试点村、历史文化名
村、传统村落、按规定审批建设或
改建的传统风貌农房、建筑工匠

（建造传统风貌农房的泥工匠），分
别给予补助或奖励。

这是继象山在全省率先出台
《村 （居） 民建房指导手册》《乡村
公共建筑指导手册》后，加强乡村
建设风貌引导工作的又一举措。目
前，象山正从全县 490个村庄中筛
选传统风貌农房改造试点村，集中
连片打造能保住“自然味道”、留
住“老记忆”的“象山民居”，形
成空间优化布局美、生态宜居环境
美、乡土特色风貌美、业新民富生
活美、人文和谐风尚美、改革引领
发展美的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
村。

乡村民居量大面广，其建筑形态、风貌、规划布局等因素直接关系到乡村风貌美不
美、品质高不高、舒适性好不好、群众满不满意——

让村民建房不再“跟着感觉走”

近日，位于富春江东岸富阳
场口镇西部东梓关村的一处村居
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村内一幢幢
白墙黛瓦镂空窗格的 3 层小楼精
致古典，掩映在周边绿意葱茏的
水稻田和云山雾绕中，犹如国画
大师吴冠中的水墨山居图的现实
版本，简洁凝练、爽心悦目。

这 是 该 村 农 民 的 回 迁 房 。
2013 年，该村选址村南一片农
田，向39户村民征地25亩，邀请
绿城设计院打造村居。总设计师
孟凡浩及团队本着低造价兼顾设
计需求的想法，选用了最经济的
砖混结构形式，以白涂料、灰面
砖与仿木纹金属格栅等商品化成
熟材料为主，并借鉴了吴冠中笔
下的江南民居，用现代抽象线条

来展现传统民居的神韵。
从 2014 年 5 月动工，到 2016

年 8 月完工，46 幢独具江南水乡
韵味的杭派民居呈现。村民只需
花每平方米 1376 元的建造成本
价，就能入住新家。新家每户有
3 个小院，前院可放置单车、农
具等，侧院可放置柴火、杂物，
南院则用作休闲绿化。房屋基本
为 三 层 结 构 ， 有 4 个 以 上 的 卧
室、客厅、储藏室等，实用美观
实惠。

如今，东梓关村不仅“让村
民自豪，让城里人向往，让游客
痴迷”，而且吸引了国内 7家知名
设计院落户，一个以多元、包
容、开放、跨界为引领的设计小
镇显露雏型。（陈朝霞 整理）

富阳东梓关农村回迁房
重拾儿时记忆

象山茅洋乡山下叶村农民新居。 （陈朝霞 俞莉 摄）

象山墙头镇方家岙村公共厕所。 （陈朝霞 俞莉 摄）

象山涂茨镇旭拱岙村文化礼堂。 （陈朝霞 俞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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