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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惠州白盆珠镇乡村规划设计
策略研究

侯　婷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广东 惠州 516025）

摘要：本文研究了在“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惠州市白盆珠镇的乡村规划设计策略。文章首先分析了白盆珠镇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

自然环境特征和人文历史资源。针对镇域的发展需求，提出了经济、生态、文化和公共服务四大领域的战略规划，旨在实现镇域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和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文章还详细阐述了乡村空间规划布局策略，包括功能分区规划和道路交通规划，以及建筑与景观设计，

强调了传统建筑保护、新建筑风格引导、自然景观资源整合和乡村人文景观营造的重要性。通过这些综合策略，白盆珠镇将构建一个宜居、

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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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惠州市白盆珠镇现状分析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白盆珠镇地处惠东县东部山区，独特地理位置使其与多镇相

邻，东北连高潭，南接汕尾海丰，西靠多祝，北依宝口、安墩。

全镇含 12 个行政村与 1 个居委会，面积达 397.72 平方公里，广袤

地域为多元发展提供空间基石。

（二）经济发展状况

2021 年末生产总值 8.98 亿元，同比增长 12.3%，增长强劲。

至 2023 年达 10.5 亿元，两年增长 1.52 亿元，增速 5.5%，总量上

升，彰显发展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农业已成主导产业。2023 年有

市级龙头企业 5 家、县级 6 家、示范合作社 3 个及家庭农场 58 个，

土地流转 15500 亩，9 个生产基地，“两茶一柑一沉香”入省“一

村一品”，带动 1152 户农户增收。工业发展稳定。2014 年工业产

值 7700 万元，2019 年除小电站有 6 间企业，全镇 33 座小水电站，

总装机 20795 千瓦，小水电是税收支柱且具资源开发优势。旅游

业蓬勃兴起。2023 年游客达 200 万人次，横江村有 20 多家农家乐

等，年引游客 50 万人次，还引进高端酒店项目，正创建 2 个国家

级 3A 景区，成经济新增长点与乡村振兴动力。

（三）自然环境特征

1. 地形地貌

以丘陵山地为主，山脉延绵，河谷平原与山间盆地交错。独

特地形造就壮美自然景观，如雄山幽谷，为登山、徒步、漂流等

户外活动提供场地，也利于多种农业生产与生态系统构建。

2. 气候条件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温热多雨，降水保障农

业灌溉，使水资源丰富，白盆珠水库及河流众多，既是水利资源

也是旅游宝藏。冬季温和少雨，宜休闲旅游与部分作物越冬生长。

3. 生态资源

森林覆盖率较高，生态系统相对完整。对调节气候、净化空气、

保持水土等维持区域生态平衡意义重大，也为森林康养、生态教育、

自然观光等新业态筑牢资源根基。

（四）人文历史资源

1. 建筑文化

传统村落建筑融合客家与潮汕风格，围屋、四合院布局规整，

兼具防御与聚居功能，土木结构稳固。祠堂建筑精美，木雕、石雕、

彩绘工艺精湛，承载家族文化与历史记忆，彰显先辈智慧与审美。

2. 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

民俗传统历史悠久，春节舞龙舞狮、庙会，端午赛龙舟等节

日活动热闹非常，婚丧嫁娶仪式严谨规范。丰富居民精神生活，

增强社区凝聚力与认同感，也为乡村旅游注入浓厚文化气息，吸

引游客领略传统文化魅力。民间艺术丰富多元，编织、剪纸等手

工艺精美且具实用性，地方戏曲与民间音乐特色鲜明，唱腔演奏

别具韵味，代代传承。

二、白盆珠镇需求分析与发展战略规划

（一）白盆珠镇发展需求剖析

白盆珠镇的发展需求分析与战略规划聚焦于经济、生态、文

化和公共服务四大领域，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居民生活品质的提

升。

1. 经济多元化与高质量发展需求

白盆珠镇的产业布局需优化升级，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农

业方面，依据地形、土壤和气候条件科学划分生产区域，发展高

附加值特色农业，并引入智能灌溉、精准施肥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

工业规划上，推动传统小水电工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旅游业规划

则整合自然景观与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片区，完善服务

设施，促进可持续发展。

2.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品质提升需求

白盆珠镇居民对公共服务品质提升有迫切需求。教育规划将

优化学校布局，提升教学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医疗服务规

划将设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方案，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文化娱乐规划将打造公共文化空间，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交

通与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将设计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推进 5G 网络

建设，提升公共服务便捷性与智能化水平。

综上所述，白盆珠镇的发展需求分析与战略规划旨在通过科

学规划设计，实现经济多元化、生态资源保育、文化传承创新以

及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促进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居民生活品质

的全面提升。

（二）白盆珠镇“百千万工程”发展战略解读

1. 战略目标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省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战略，为白盆

珠镇绘制了全面振兴的蓝图。该战略以县域为枢纽，乡镇为衔接，

村域为落点，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要素自由流通与均衡

分布。白盆珠镇依托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农业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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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形成“一镇一特色”。村域则全面振兴，从产业、生态、

文化、治理、生活多维度规划设计。

2. 战略重点

产业发展上，推动农业现代化，引入智能设备，推广绿色技术，

布局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旅游。生态建设上，严守生态红线，加强

自然资源保护，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文化传承与创新上，保护文

化遗产，结合现代创意设计文化产品。基层治理上，强化党组织

领导，完善村民自治，培育社会组织，推进法治建设，构建和谐

乡村治理体系。

通过这些战略重点，白盆珠镇将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经济、

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发展。

三、白盆珠镇乡村空间规划布局策略

（一）功能分区规划

1. 农业生产功能区

白盆珠镇依据地形地貌、土壤条件和农业产业规划，划分出

不同农业生产功能区。河谷平原地区将建设大规模粮食和蔬菜种

植区，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和灌溉设施，提升生产效率。丘陵山地

地区则布局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区，如茶叶、水果等，发展生态和

观光农业。配套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仓储物流设施和农业科技

服务中心，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保障市场供应，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2. 生态旅游功能区

依托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白盆珠镇规划建设生态旅游

功能区。以白盆珠水库为核心，打造滨水生态旅游区，建设水上

娱乐项目、度假酒店、观光步道等。在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遗迹

区域，规划民俗文化旅游区，修缮保护古建筑，开发文化体验项目。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建设，合理控制旅游开发强度，采用环

保材料，建立监测保护机制。

3. 生活居住功能区

结合人口分布和发展需求，规划建设生活居住功能区。在圩

镇和中心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

如学校、医院、文化中心等，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二）道路交通规划

1. 对外交通联系优化

加强白盆珠镇与周边城市和交通枢纽的联系，提升对外交通

便捷性和通达性。升级改造连接白盆珠镇与县城、市区及周边城

镇的公路，提高公路等级和通行能力。优化路线设计，争取铁路、

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在周边布局建设，规划建设快

速通道，缩短与外界的时空距离。

2. 镇域内部道路网络完善

结合功能分区规划，优化白盆珠镇内部道路网络布局。拓宽

硬化乡村道路，改善道路线形与交通安全设施，加强功能区之间

的道路连通性，构建便捷高效的道路交通体系。

3. 慢行交通与旅游交通系统构建

考虑生态旅游发展需求，规划建设慢行交通系统，如自行车道、

步行道等，串联主要旅游景点与乡村休闲场所。设计旅游专用交

通线路与交通工具，如观光巴士、水上游览船等，为游客提供便

捷舒适的旅游交通服务。

通过这些策略，白盆珠镇将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生态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构建一个宜居、

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三）建筑与景观规划设计

1. 建筑风貌设计

（1）传统建筑保护与修缮指导原则

我们基于对文化遗产的尊重，深入分析白盆珠镇的传统建筑，

如围屋、四合院、祠堂等，制定保护与修缮的技术规范。依据建

筑的历史价值、破损程度及结构稳定性进行分级分类，确定修缮

程度与重点。严格遵循传统建筑营造法式，组织专业工匠团队，

采用本地材料和传统工艺，从基础加固到屋面翻新，保留传统建

筑风貌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2）新建筑风格引导与设计规范

我们以白盆珠镇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从传统建筑的空间

布局、形式比例、色彩装饰等方面汲取灵感，制定新建筑风格引

导方向。新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将传统建筑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

如借鉴传统坡屋顶样式，选用本土材料，提取传统装饰图案，以

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实现新老建筑风格的和谐共生。

2. 景观环境设计

（1）自然景观资源整合与优化

我们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和 GIS 技术，对白盆珠镇的自然景

观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分析。依据自然景观的生态价

值、美学价值、旅游开发潜力等多维度因素进行综合评估与区划。

规划设计自然景观保护区，明确核心保护区域与缓冲地带，制定

保护措施与监管机制。精心打造景观廊道，以自然地形为依托，

构建生态绿廊与视觉通廊，串联自然景观斑块，促进生物多样性

交流，提供沉浸式体验路径。合理布局观景平台，突出自然景观

特色，强化生态保护功能与旅游观赏价值。

（2）乡村人文景观营造与文化展示

通过挖掘白盆珠镇的历史文化遗迹与民俗文化元素，营造乡

村人文景观。在村落入口处，设置标志性文化景观小品，如雕塑、

壁画、文化墙，展示地方特色。在公共空间，如村庄广场、街巷节点，

设置文化展示区，展示传统农具、手工艺品、民俗服饰等，结合

多媒体技术展示民俗文化表演视频、历史文化纪录片等。在旅游

景区，营造与主题相契合的人文景观氛围，如复原传统民俗生活

场景，设置民俗体验活动场所，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感与互动性。

白盆珠镇的乡村规划设计策略，不仅应关注经济发展和当地

生态保护等因素，更需要重视文化传承和公共服务配套的提升。

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白盆珠镇有望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

实现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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