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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川西林盘保护性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蔡竞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川西林盘迎来了进一步丰富和升华其价值的历史性机遇。本文基于近年来对

川西林盘的调研和思考，从当前川西林盘发展的新格局出发，分析梳理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川西林盘发展的主要问题

和短板，阐释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川西林盘的复合性价值系统，提出了川西林盘进一步保护性发展的原则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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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盘，又被称为川西林盘，是指成都平原及丘陵地区农家院落与周边髙大乔木、竹林、河流及外围耕地、湿地等自然环境

有机融合，形成的农村居住环境空间形态。川西坝子沃野平畴，沟渠纵横，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在 2000 多年农耕文明的

进程中，川西平原及周边区域的农村居民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一种以“林盘”为载体的“小集聚、大散居”模式。

川西农村居民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生产和生活于林盘，形成了川西农耕地区独特的空间格局、生态系统、经济体系、社会

关系和文化价值。
[1]
每个林盘一般以几户或者十几户聚居的农家院落为中心，院落周围是髙大的乔木林和竹林，乔木林和竹林外

面是阡陌交错的耕地，大大小小的川西林盘构成了川西平原特有的“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田园风光。 

川西林盘有着鲜明的特色，从功能上看，川西林盘集生产、生活、居住、集市、避险、风水、景观、族群文化、地标等多

种功能于一体，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多功能系统；从风貌上看，川西地区，地形平阔，河渠纵横，川西林盘髙大的乔木

和竹林，可增村落森严之像，添地势起伏之美；从格局上看，川西林盘农户依林而居，民居以竹林乔木为屏障，夏天可以遮阴，

冬天可御风寒，乔木和竹林成为一种生态屏障；从称谓上看，常常用林盘的特征来指代，如新津县董林盘又名董祠堂，赵林盘

又名瓦窑坝，而蓝家大塘、黄大院子、漆山扁、郭河心等也是典型的川西林盘名字；
[2]
从竹木来看，林盘的竹类多为慈竹，也有

斑竹、苦竹、金竹，林盘的乔木则有香樟、皂角、黄桷、楠木、柏树、乌桕、杨槐、杉木、桤木、青杠、麻柳等，均是适宜在

川西地区生长而又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品种。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川西林盘的部分传统功能性价值正在逐步弱化，因此一段时期内对川西林盘价值的认识存在模

糊化的趋势，导致了林盘的保护和开发不如人意。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3]
我们应该从更全面和更长远的视角来认识川西林盘的复合价值，只有这样，川西林盘的保护性开发才会上

升到一种新的境界。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川西林盘发展的短板 

过去一个时期，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局限，我们对川西林盘的价值认识还很不全面，也很不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开展田园建筑示范，培养乡村传统建筑名匠，实施乡村绿化行动，

全面保护古树名木。
1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曾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

                                                        
1作者蔡竞博士四川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四川成都 610000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成都市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http：//www.sc.xinhuanet.com，2018年 4月 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http：//www.gov.cn，2018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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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突出地位，让四川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交相辉映、美丽山川和美丽人居有机融合，谱写美丽中

国的四川篇章。彭清华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四川要做好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五篇文章，大力推进“美丽四川•宜居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突出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厕所革命”，打造幸福美

丽新村升级版。
2
乡村振兴战略既为川西林盘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髙要求。即要通过保护性开发改变川西林

盘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现代农村生活不相容、相脱节的地方，将川西林盘打造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使之

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站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下，目前川西林盘的经济支撑能力、生态环境、景观风貌、基础设施和人口人气等方面还面临一

系列突出的短板。主要表现为：一是林盘的经济支撑能力不强。单纯的农业对农民增收作用有限，川西林盘的传统经济支撑能

力存在弱化的趋势，而林盘的现代生态、住区、景观和文化等价值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开发，使林盘经济价值处于一个阶段性的

低谷期。二是林盘生态环境不佳。一些林盘环保设施不足，呈现垃圾“围村、塞河、堵门”之势，林盘的生活污水排放分散、

间歇性大、处理率低。大多数林盘建在渠沟旁，没有建立排放系统，直排造成对水体造成污染。三是林盘景观风貌混乱。目前

大部分林盘域内供电、供气、供水和通讯实现了进村到户，但林盘内管网和线路布局混乱，破坏看山望水的美感，要进一步清

除废弃电杆、桩管架，过时破旧标语、广告牌，保持环境的一致性、协调性。此外，林盘居住性构筑物风格样式杂乱，色彩搭

配不协调，农舍屋顶堆放物杂乱，部分农舍在屋顶上加盖绿色或蓝色彩钢顶棚，被老百姓戏谑为戴“绿帽子”和“蓝帽子”。四

是林盘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部分林盘居民用水仍然依靠自家抽取地下水解决，既不能保证饮水安全，又因过度抽采地下水而破

坏水循环。一些林盘的道路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进村入户的毛细血管式道路建设落后，林盘进出道路硬化不足，遇到下雨天

泥泞不堪、难以行走。五是林盘人气不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部分农户不满足原有林盘居住条件，不断向城镇或农村集中

居住区转移，原先有人居住或经营的林盘人去楼空，成为空心林盘，已使林盘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形成残垣断壁，不少林盘看

起来破败萧条。 

二、川西林盘的综合价值探析 

业界和学界不少人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川西林盘将对川西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力度不断加大背景下，川西林盘的价值已经从简单经济价值扩展到包含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住区价值和文

化价值的复合价值范畴。 

1. 经济价值 

首先，川西林盘具有初级市场价值。林盘是农村地区人口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初级农产品和

劳务集市，具有初级农副产品储运、加工、集散等功能，是一种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耦合区域，具有初级市场的经济价值。其

次，川西林盘还具有基本农业经济价值。川西林盘基本上处于都江堰灌区，是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川西林盘

是成都地区主要农作物的生产区域，2017年，成都粮食总产量 273.09万吨，蔬菜总产量 635.79万吨，水果总产量 135.65 万吨。

第三，川西林盘的乔木林和竹林是林盘居民的生产资源，竹的笋可食用，笋壳可用来制作生活用具，林盘的各种果树如枇杷、

柚子、柿子树等，药材树如杜仲、黄柏树、盐肤木等能够直接为林盘居民带来经济收益。林盘内的林下特色种养殖，也是林盘

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第四，川西林盘的农舍前面一般有一块院坝或闲地，用于农闲时从事副业生产。比如，成都郫都区战旗

村的特色手工业以竹编、草编、棕编为主，是著名的“三编之乡”，主要依靠域内林盘的支撑；而郫都区堂前屋后从事萝卜干和

农家特色豆腐加工的林盘也是层出不穷；温江区万春镇卤肉产品主要是交通干线两旁的林盘生产的；公平镇苗木、花卉和文物

市场也是从林盘的基本功能演化而来。第五，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和人们“亲近自然、走进自然”意愿的增强，川西林

盘的旅游价值逐渐凸显，通过乡村旅店和农家乐等林盘生态旅游形式，越来越多的林盘成为了旅游者膳宿和游憩之地，林盘已

                                                        
2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决定，http：//www.gov.cn/，2018 年 6月 30

曰。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创新时代“三农”全面发展新局面的意见，

http://www.sc.xinhuanet.com,2018 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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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比如新都清流镇农家乐是以艾芜故居为依托，餐饮为基础，泉水为特色，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林盘农家乐旅游。第六，近年来农村电商异军突起，川西不少林盘也抓住了农村电商的契机，升级换代，构筑电商平台，实现

产业升级，实现在网上销售农副产品和地方特色产品，林盘成为农村电商的原料来源、加工车间、成品库房，物流节点和营运

中心。 

2. 生态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以生态文明引领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新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

自古以来，川西平原生态条件良好，李太白称赞“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原因之一是川西林盘起到了基础性的生

态支撑作用。首先，林盘的乔木和竹木可以改善小环境，调节小气候。乔木和竹木不仅具有净化空气、减弱噪音的作用，还具

有防风、遮阴、降温等调节小气候的作用，乔木和竹木还能固碳制氧，维护碳平衡，对缓解成都市温室效应具有重要作用。其

次，川西林盘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乔木和竹木茂密，水系从林盘间穿过，为许多鸟类和地面上的动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

境，维系了多元化的林盘生态系统。此外，乔木和竹木还具有涵养水源、改善水质、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土壤、净化环

境等作用。第三，川西林盘还是川派盆景园林和髙大乔木品种培育和比选的场所，通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形成了影响甚大的川派

园艺文化流派，对于川西生态文明价值提升有着重要作用。第四，川西林盘主要分布于都江堰灌区，对于涵养水土资源和保护

珍稀水产也起着重要作用。要坚决反对因为经济价值而破坏林盘生态价值的行为，坚决反对川西林盘稻田和小水塘一窝蜂养殖

小龙虾并密集出现小龙虾餐馆，造成水体和环境污染。 

3. 住区价值 

住区是以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为基础，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在情感上和心理上有地方观念的社会单元，

是以居住为核心功能，并引发娱乐、经营、交往、发展等多方面功能的社会区域共同体。长久以来，川西林盘有着典型的住区

价值。首先，川西林盘的农宅在建筑选址上一般因地制宜，力求与自然环境相融合，临路沿河或依山傍水，体现了“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想，能够综合实现通风、采光、排水、排污和防洪等功能。其次，川西林盘的农宅一般由正房（一般是北房）、东西厢

房和南房组成的一个独立的院落，正房旁有时还有东西耳房，有抄手游廊将四面的房子连接，可避风雨。在总进出口处有一个

似亭非亭，似坊非坊，大小如一间屋子的空间，不住人，只供人进出，提供了舒适隐秘的居住环境。第三，建筑空间布局上主

要以庭院作为建筑的中心组织空间，结构上多采用穿斗式木结构，梁柱横断面小，省工省料且适合川西多雨潮湿的气候特点。

屋面多做成长短坡，前檐比后檐略高，防止过多的雨水排入庭院内，便于管护运营，实现经济、便捷、实惠。第四，建筑装饰

做工精细、美观自然，在门窗隔扇、梁、柱等部位都有做工考究的雕刻，多采用福禄寿喜、琴棋书画、吉祥如意、动物花草、

历史故事、戏剧人物等方面的题材，形象生动自然，很好地适应了川西平原地区的特点，不仅提供了基本的建筑结构功能，而

且提供文化和景观等综合功能。第五，由于川西民居构筑物特有的文化符号和技术工艺，采用的建材主要为川西地区常见的沙

石竹木，能够实现就近取材。建筑所需的土木匠、土石匠、土瓦匠和抹灰工也主要来自林盘周边，能够实现就近就业，使林盘

的住区价值丰富而完善。 

4. 文化价值 

川西林盘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载体，涉及到农业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社会组织、岁时节日、人生仪礼、游艺和民间观念等

多个方面。首先，从文化渊源来看。蚕丛、鱼凫和杜宇在川西平原“教民务农”，最早创立了农耕文明，使川西林盘的文化渊源

可以追溯到 4000多年以前。其次，从文化演进来看。川西作为道教的发源地，因此川西林盘在选址、布局和材料的运用上都深

受“道法自然”的影响。而四川历史上多次移民的影响使林盘在兼容并蓄各种移民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合本地自然经济条件

的文化体系。第三，从文化功能来看。林盘中的院墙房舍、林木、池塘、溪渠小道、族姓祠堂、坟茔庙碑以及耕作技艺、乡风

习俗、文化艺术等都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孕育了农民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寄托。第四，从文化传

承来看。有些林盘在历史上属于川西地区的大户望族，其格局体现了历史上文官武将的传统家宅文化，如温江区陈家桅杆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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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集住宅、宗祠、园林于一体的综合性庭院式建筑群，故亦称“陈家大院”。其整个建筑占地 7282 平方米，建筑面积 2736

平方米，大小 12院，组合精巧紧凑，布局大方合理。第五，从文化名人来看。川西林盘中散落众多文化名人的故宅和旧居，体

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比如金堂贺麟故居，依山傍河，结构严整，颇有气象，给人一种世家望族耕读传家的

印象，类似的还有巴金故居、李劼人故居和艾芜故居等。另外，还有位于蒲江县的抗日名将李家钰故居，这些名人故宅和旧居

也是林盘的重要载体。第六，从特色文化来看。川西平原素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美誉，在千年历史进程中孕育了丰富

的饮食文化，川菜和川酒不仅是川西林盘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从某种程度影响了人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川茶既是

劳动人民田间地头的常见饮品，也是文人骚客吟诗作赋、参禅悟道的首选，大邑和邛崃等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川酒、川茶和川菜

的重要产地和集散中心。正是宽松的文化氛围和繁荣的民间文艺环境才孕育了薛涛“双鱼底事到侬家，扑手新诗片片霞”的娇

羞，以及杨慎“春山载酒驰朝马，江阁邀宾起暮鸦”的洒脱。第七，而从精神层面来看。乡绅文化与乡贤文化的书香社会传统

是川西林盘文化特色的核心，是传统农耕时代耕读传家思想的结晶，是一种世界上稀有的乡愁文化的载体。第八，川西林盘还

是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现了一种被世界广泛认可和髙度评价的人文历史工程，而川西

林盘就是这一伟大工程的价值体现，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川西林盘保护性发展的原则 

打造幸福美丽川西林盘是四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需要新的视野、新的思路、新的标准，要让川西林盘呈现出

新的格局和新的风貌，因此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系统谋划，稳步实施，川西林盘的开发性保护似应遵循如下几个原则： 

1. 川西林盘开发要以农业农村发展为中心 

川西林盘的保护性开发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更快地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实现乡村振兴，因此川西林盘的保护性开发要以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打造“美丽四川•宜居林盘”，通过新业态下的林盘发展释放综合功能去促进现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
3
 

2. 川西林盘开发要发挥农民主体地位作用 

农民是林盘的主人，促进川西林盘发展的基本逻辑是要通过开发林盘、富裕农民、提髙农民、扶持农民，让乡情乡愁有归

宿、林盘经营有效益。鉴于此，川西林盘开发应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农民这个主体参与到川西林盘开发的决策当中来，

参与到川西林盘的建设营运当中来，让其有切身的参与感、获得感，让农民成为川西林盘保护性开发的主要受益者。 

3. 川西林盘开发要以科学规划为前提 

必须把川西林盘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科学规划，以大数据采集、汇集、开发、共享为支撑，构建几套标准体系，不同区域

要根据自身优势错位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现代林盘体系。切忌各行其是，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竞争；切忌大拆大建，拆旧建新。

空间上比较临近的几个林盘可以形成区块化发展格局，整体风貌统一性和林盘景观的多样性，以抱团式发展来开发和保护川西

林盘资源。 

4. 川西林盘开发要体现林盘的衍生价值 

除了经济价值和住区价值以外，川西林盘还富有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川西林盘的保护性开发就不能仅仅考虑林盘的商业

价值，不能仅仅考虑消费者的便捷和需要，而是要尽量协调生态环境、文化传承和客户需求三者的关系，不可偏废。川西林盘

开发需要利用好林盘现有的竹林、乔木林、水系和传统农居等特定文化符号，维护好区域生态平衡，尊重并传承每个林盘本身

                                                        
3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http：//www.gov.cn/，2018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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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的特色文化。 

5. 川西林盘开发要体现保护和建设并重的原则 

在大力保护川西林盘资源和农居风貌特色的同时，注重对确需保护的林盘院落生活居住环境的改造建设，对林盘院落基础

设施进行配套和完善，对域内房屋、围墙、死枯树进行清理和梳埋。通过保护建设来促进农居林盘院落生活居住环境质量的提

升，增添林盘院落的生机和活力。乡村振兴背景下，切忌不要把林盘开发成传统农家乐模式，不要把林盘开发成“换个地方打

麻将”和“一鸡三吃”的地方，要通过髙水平规划和开发，培育林盘自身特色和魅力。 

6. 川西林盘规划开发和营运要向市场化实体开放 

农民是林盘的主人，但是有很多农民并不擅长或无力去规划和经营林盘，需要从外部引入理念、资本、技术和管理。这就

客观上要求我们可以大胆探索川西林盘规划开发和营运向市场化实体开放的可行模式，引入外部现代经营实体，采用现代经营

理念和模式，把现代工商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引入到林盘开发经营当中，使川西林盘价值提档升级。
[4]
 

7. 川西林盘开发要和人才培育同步推进 

林盘开发离不开人才支撑，实施面向乡村振兴的林盘人才战略，同步推进林盘开发和人才培养。
[5]
结合林盘开发实际，把乡

土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发展总体规划，把人才重点项目、重大活动和重要载体向林盘开发人才倾斜。健全林盘人才培训体系，

搭建交流平台，多层次、多方式培养林盘人才。 

四、乡村振兴下川西林盘开发和保护的对策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川西林盘的开发保护不仅要全面落实中央《农村人均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等重要文件精神，还要学习借鉴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先进经验，让川西林盘更加整洁美丽。笔者

认为，针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川西林盘的保护性开发利用中更要先行一步，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率先抓好以下几

项工作。 

1. 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川西林盘空间形态 

川西林盘开发和保护一定要系统谋划，稳步实施。一是要遵循规划先行、先规后建的原则，充分考虑林盘人口迁移、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因素，统筹衔接川西林盘保护和开发中国土、交通、水利、环保、产业、城建等各类规划，构建

川西林盘开发和自然、产业与生态和谐相融的新型农村空间形态。二是要建立“多规合一”规划编制机制，完善生产空间、生

活空间、生态空间控制性规划，形成多位一体、衔接一致的规划体系。坚持“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的规划建设

理念，编制川西林盘规划实施方案和详细性规划。 

2. 强化林盘基础，提升林盘生产生活承载能力 

人居环境整治是保护和开发川西林盘的前提和基础，一是要改造农家厕所，推动“厕所革命”尤为紧迫。现在的林盘农家

厕所多为旱厕，且多数裸露在房前屋后，既不卫生也不利于发挥林盘的经济价值，要把林盘的厕所改造为卫生厕所。二是要改

造农村集中居住区，部分林盘房间的采光不足，居室开间小，结构不够宽敞。应针对性地改造林盘民居，使之成为干净、卫生

的居所。在房屋的外观形态上，在不改变川西民居风貌的特征上，建设更加便于生活的川西民居。三是改造林盘里的沟渠水道。

疏浚沟渠，重新安排沟渠布局，使林盘里的农家户户临溪。保护水源，控制污染，使沟渠四季流水潺潺。四是要改建林盘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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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林盘内部路径应该完整、有序、美观。林盘的保护和利用应与乡村旅游相结合，规划发展自行车骑游专用道路和自驾车

相对集中停靠购物市场。 

3. 破除体制障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土地要素城乡平等交换机制，盘活林盘农业生产用地和建设用地，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在坚持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基础上，探索林盘“三权”分置多种实现形式，探索宅基地、林地和耕地整体流转的实现

模式。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完善林盘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完善林盘设施用地管理政策，探索盘活林盘闲置宅基地的有效途

径。要打通融资通道，积极探索宅基地和田地与银行融资模式，有条件的地方争取实现宅基地和田地在银行的抵押贷款，破除

川西林盘开发的资金瓶颈。 

4. 加强特色引领，打造独树一帜的林盘特色文化 

特色是一个乡村独树一帜的关键。因此，要把特色引领作为林盘保护和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促进林盘为载体的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
[6]
—是宏观上统筹规划，在县域范围内保证特色场镇、乡村之间的差异化功能分区和特色错位发展，

避免“千村一面”“万村一色”，域内应形成特色与个性；二是在中观上深入贯彻城乡融合、产城融合理念，强化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商、住、行环境改善，增强川西林盘的自给能力、服务能力以及城乡之间的辐射能力；三是在微观上深入挖掘川西

林盘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推进“森林+康养”“河湖+文创”“农业+观光”等模式建设，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特色文化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春节前来川视察时作出“把四川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擦亮”的重要指示，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扎实抓好‘美丽四川•宜

居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幸福美丽新村升级版”的奋斗目标。加强对川西林盘的综合价值研究，切实处理好开发和保护

的关系，结合脱贫攻坚、城乡融合发展等工作的开展，一定能再现巴蜀大地“濯锦清江万里流”“草树云山如锦绣”的秀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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