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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美好乡村绿化现状调查及评价
1
 

薛 媛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林业局，安徽 宿州 2353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村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绿

化景观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通过对皖北地区美好乡村的绿化现状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调查后，总结其优缺

点，为以后美好乡村绿化建设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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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主要指安徽省淮河以北的地区，共六个地级市，分别为：宿州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淮南市、蚌埠市，属于

中原文化区，是淮河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密集，以农业为主，工业水平比较低，人均纯收入水平低，属于不发达地区。

皖北地区显着的特点是聚族而居、一族一姓。其次该地区水资源比较紧缺，因此在乡村绿化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水的限制。 

按照《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规划（2012— 2020 年）》的相关规定和对皖北实际情况的综合考虑，将皖北美好乡村分为以下

三种类型： 

（1）改造提升型乡村。指乡村具有良好的外部条件，相应的范围和一定的基础设施，周边具有满足扩建需求的用地。在原

有基础上健全基础设施，美化环境，使周边零散居民点逐渐集中，推进乡村建设。 

（2）拆迁新建型乡村。指因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建设和乡村安全需求，必须实行整体拆迁的乡村。新建乡村按照新型社区

标准进行建设，做到乡村安全、布局合理。 

（3）旧村整治型乡村。指配套设施不全但近期不能拆迁的乡村，有计划地进行危旧房改造来改变乡村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

等。 

根据以上分类，本文将选取皖北美好乡村中部分典型乡村进行绿化现状调查和分析。调查地点如下表： 

表 1皖北美好乡村绿化调査地点总汇表 

 美好 乡村 

城市       下属县、区 改造提升型 拆迁新建型 

淮北市     杜集区 矿山集街道南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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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山区 烈山镇榴园村  

宿州市     泗县  瓦坊乡王集中心村 

萧县 白土镇费村  

砀山 葛集镇白腊园中心村 薛楼园区神湖中心村 

亳州市     利辛县  马店孜镇双沟行政村集美水寨中心村 

谯城区  十河镇大周行政村大周中心村 

 

1 改造提升型乡村绿化调查 

1.1淮北市杜集区矿山集街道南山村绿化调查 

1.1.1 概况。南山村位于风景美丽、景色宜人的淮北南山生态区，占地 2420 亩，人口 4064 人，寿桃、杏、紫薯等农产品

种植面积近万亩。该村生态环境较好，地下水资源丰富，瓜果四季飘香，邻里有爱，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该村自从建设美好

乡村以来，实施进军荒山、精品园林、蓝天碧水等生态工程，大力推进“汉韵水街”、梅园、杏园、桃园等建设，使村容村貌发

生了巨大的改变。 

1.1.2绿化现状。该乡村位于南山生态区，原有绿化基础较好，植被丰富。通过环境整治，在村内原有自然水系周围进行植

物景观设计，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汉韵水街”，力求打造皖北的“江南水乡”。 

1.2淮北市烈山区榴园村绿化调査 

1.2.1概况。榴园村位于龙脊山脚下，全村 2900人，土地面积汾 57苗，以石榴生产为主，种植面积近 8万亩，并在此基础

上发展特种养殖、休闲旅游等特色经济。榴园村联合发展乡村旅游，重点在环境整治、完善设施以及突出文化内在上下工夫，

突出“新汉风”建筑风格，ー户一景、精雕细琢，完成风貌改造；实施绿化、硬化、亮化、排水、垃圾中转站、公厕等基础设

施改造，古老的小山村焕发出勃勃生机。 

1.2.2绿化现状。通过改造该村绿化现状良好。道路系统比较完善，路两边有花草点缀其间。庭院内外都种植了石榴，使整

个乡村都融在石榴丛中，着重以保护该村特有的自然景观来美化乡村。 

1.3萧县白土镇费村绿化调查 

1.3.1概况。费村距萧县县城 15公里，与天门寺景区隔路相望，距皇藏峪森林公园 5公里。该村下辖 3个自然村，共计 4880

人，土地面积 7850亩。倒流河穿村而过，水面约一万五千平方米。该村依靠优美的生态环境，大力绿化美化环境，力求做到“凡

土必緑”，努力建设宜居宜游的新环境。 

1.3.2绿化现状。该村整体绿化较好，绿化率可达到 40%以上。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美丽的费村颇有“绿树村边合，青山

郭外斜”的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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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砀山县葛集镇白腊园村绿化调查 

1.4.1 概况。白腊园村位于砀山县葛集镇北部，自然村 14 个，人口 7320 人，面积 1.3 万余苗，其中油桃近五千苗。该村

的特色产业以油桃、银杏树生产及销售为主。在建设美好乡村的过程中，白腊园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在乡村绿化美化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 

1.4.2绿化现状。该村整体绿化较好，绿化率可达到 40%以上。由于该村起步早，对于绿化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指导原则，所

以绿化效果有些杂乱无章。 

2 拆迁新建型乡村绿化调查 

2.1泗县瓦坊乡王集中心村绿化调查 

2.1.1 概况。王集村位于泗县瓦坊乡，规划人口约为 5800 人。新区内按照“11+5”的要求建设基础设施，配套设施齐全便

于群众生产生活，基本实现了村容整洁的目标，彻底改善了农村环境。 

2.1.2绿化现状。村内房前屋后及庭院绿化较好，根据实际情况，营造小果园、小菜园等乡村绿化效果，具有比较完善的绿

地系统规划，但绿化树种单一。 

2.2砀山县薛楼板材加工园神湖中心村绿化调查 

2.2.1 概况。薛楼中心村位于砀山县城南，人口 2416 人，耕地面积 3840 亩，共 6 个自然村和一个国营苗圃场。该村的特

色产业为板材加工、木质エ艺及农副产品加工等，并通过土地综合治理、土地流转等方式成立了神农、源旺等十多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形成了三千余亩速生丰产林规模经营，不仅创造了平原林海的生态效果，也为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2.2.2绿化现状。绿化景观突出现代城市气息，整体绿化效果ー般，绿化率可以达到 30%，部分沿河绿化景观有待加强。 

2.3利辛县马店孜镇双沟行政村集美水寨中心村 

2.3.1 概况。集美水寨中心村地处西淝河畔，是由 3 个行政村 41 个自然村合并的中心村，总人口 9816 人，总面积 2 万多

苗。经规划后该中心村面积为 1533苗，容纳村民 2454户，目前，新村各项建设正在稳步进行当中。 

2.3.2绿化现状。该村绿化景观设计偏重于现代城市绿化景观，硬化面积比较大，并且大量运用草坪营造疏林草地景观。 

2.4谯城区十河镇大周村绿化调査 

2.4.1概况。十河镇大周村原有 14个自然村，人口 3100人，全村面积 6308苗，后经土地整合，将原有的七个自然村合成

大周中心村。该新村规划设计 260亩，人口 1600人。目前，大周新村已经基本完成各项公共设施建设エ作，配套设施齐全，功

能完善，村容比较整洁。 

2.4.2绿化现状。村内大部分面积已经绿化，绿化空间有限，村内整体绿化率不高。 

3 皖北美好乡村绿化调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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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以上美好乡村示范点的绿化调查，根据实际情况，总的来说，由于皖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各地美好乡村绿化现

状良好，有待加强。具体情况如下： 

改造提升型乡村绿化：这类乡村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建设最初没有经过规划设计，全凭自然发展起来的乡村。特点是

房屋聚集，道路狭窄，没有充足的公共绿地空间，绿化面积小、条件差、难度大，各项绿地指标等不满足条件。 

拆迁新建型乡村绿化：这类乡村主要因近年来城镇建设和乡村安全需要，必须进行拆迁新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乡村，一般

有较为完善的绿地系统规划，乡村绿化齐全，具有生态环保性和皖北特色。但有的乡村本着节约土地的要求，规划中并未留有

足够的绿化空间，从整体上看没有什么绿意。还有的乡村盲目模仿城市的绿化形式，不遵循生态发展规律，注重形式主义，造

成原有乡村风貌的丢失，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可言。 

4 皖北美好乡村绿化景观评价 

4.1皖北美好乡村绿化功能成效 

4.1.1调节小气候，净化空气。树木可以吸收ニ氧化碳制造氧气、遮阴纳凉、阻滞烟尘等，因此良好的绿化可以调节空气的

温度和湿度、防风固沙、降低太阳辐射等，从而有效改善乡村的小气候。 

4.1.2结合生产，创造经济效益。乡村绿化不应只追求景观效应，还应结合生产如：公园绿化种植用材林、经济林、果树林

等，这样即美化了环境又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不仅提供了安全健康的生产地点同时还为农村经济发展营造了好的外部环境。 

4.1.3促进乡村文化生活，创造社会效益。在乡村绿化中利用休闲绿地吸引村民进行户外活动及休闲娱乐，不仅使广大村民

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还满足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丰富村民多姿多彩的乡村生活，创造一定的社会效益。 

4.2皖北美好乡村绿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4.2.1缺乏科学的设计规划，绿化模式选择不恰当。据调查，很多乡村的绿化设计没有经过系统的规划，缺少整体性和计划

性；盲目采用城市绿化设计，使得乡村绿化没有特点。 

4.2.2注重硬件设施建设、轻绿化。ー些乡村对于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比较注重而且资金投入大，而对于乡村绿化工作，由

于它的各种效益见效比较慢，所以很多乡村并不是很重视，把它作为附属性后置工作，绿化态度不积板，最终致使资金不足。 

4.2.3绿化树种选择缺乏特点。现阶段大部分乡村绿化仅限于简单的林业绿化层次，树种选择盲目跟从，不考虑其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造成绿化效果千篇一律，没有辨识性。 

4.2.4绿地管理机制不健全。所谓“三分靠种，七分靠养”，许多乡村绿化仅仅停留种植阶段，没有后期管护，养护质量低，

出现树木“年年种树，年年不见绿”的现象，缺少有效的组织财力和人力进行绿化的专业管护。 

4.2.5资金筹措难。由于农村村级经济发展水平低，又不平衡，许多村想搞绿化没资金，资金问题是发展乡村绿化的ー个瓶

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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