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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生理念的桐庐县荻浦村人居环境改造策略
研究

马羽倩，林鸿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耕地面积辽阔，农业人口众多，一直以来乡村问题就成为了社会进程中关注的重心。近

年来国家大力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城镇化进程，但随着乡村重心向城市的倾靠，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照搬城市元素，

导致乡村特有传统文化和物质文明逐渐凋敝，人居环境未得到良好的改善，反而致使人与环境形成割裂局面，无法达成和谐共

生，还造成“千村一面”的现象，说明现阶段我们对于传统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策略的认识还较为肤浅，亟需人们对其本质进行深

入的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桐庐县荻浦村的成功转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基于和谐共生理念下，提取在乡村人居环境改造过

程中可以尽量避免对原有乡村面貌和风俗文化造成破坏的“共生”设计策略，最终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终目的和美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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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with vast cultivated land and a larg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Rural

issue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social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ural urbanization. However, with the shift of the rural focus to the city, the

countryside has copied urban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eading to gradual decline of the uniqu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has not been improved well,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separation of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inability to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the phenomenon of "a thousand villages with the

same appearance". It shows that at this stag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s still superficial, and it is urgent for people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n its ess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case of Dipu Village, Tonglu County, and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symbiosis,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symbiosis" design strategy that can avoid damaging the original rural landscape and customs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and finally achieves the ultimate goal and beautiful situation of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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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蒲村地处江南镇东部，是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

江南镇下辖村，与富阳场口一溪之隔，拥有得天独厚的

人居环境、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积淀深厚的历史文

化，2006 年被评为浙江省历史文化村镇，2007 年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荻蒲村是我国乡村振兴

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造转型的典范，对于荻蒲

村人居环境的探析，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解读城镇化

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造的理念和策略，对于当

代乡村改造新思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人居环境研究概述

1968 年 希 腊 建 筑 师 道 萨 迪 亚 斯（Constantinos

Apostolos Doxiadis）在其所著的《人类聚居学》中第一

次提出人居环境这个名词，标志着“人类聚居学科”创

立。我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研究后，吴良镛先生

受到萨迪亚斯“人类聚居”启发，而后结合我国社会情

况著《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他在书中系统地探讨了人

居环境科学，至此我国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初步形成 [1]。

吴良镛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对人居环境的定义是：“人居

环境，顾名思义，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

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它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

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

所。”[2]这表明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整体性的科学，它

需要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所以环境设

计从业者应从整体的角度去看人类聚居科学，而不是

只涉其中一隅。

（二）和谐共生理念概述

本文研究的和谐共生理念界定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自然”即自然界,是包括生命和非生命系统两大类

的、区别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一直没有确切的定义。自古以

来人们约定俗成的一个定论即是人类尊重、顺应和保

护自然，自然孕育、滋养和启迪人类，两者之间趋向于

一种良好的状态。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

追溯到很早之前，《周易》中就已经提到“有万物然后有

男女”[3]，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产生顺序；《六韬译注》

中也记载姜太公曾言“天生四时，地生万物”[4]，阐释人

与自然的关系；孟子亦指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

可胜用也”[5]，已经有了对环境要保护的意识，可以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

土。人类依附于自然，自然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

供了必要的条件。人类必须在理解和尊重自然规律的

前提下利用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乡村人居环境改造指导思想——和谐共生

（一）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的意义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

村振兴战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一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然而自人居环境

理论发展以来，多数学者的研究仅侧重于城市人居环

境，作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却非常有限。乡村人居环境因其

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而具有其独特性，有别于城市中

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乡村人居环境拥有更得天独厚

的研究视角，但传统的人居环境研究却一直忽略这一

点，认为乡村人居环境的复杂程度远低于城市，不具备

较高的研究价值。近年来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

多年反哺城市助其发展以换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繁荣，

大量人口及资金流入城市，使乡村逐渐式微。事实上，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社会结构根脉皆在乡村，因此对

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不仅是对弱势乡村的扶持，更是

当下中国城市对传统习俗及社会秩序缺失的拾遗。尽

管国家出台了许多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口的生活质

量有了很大提高，但目前我国作为户籍人口意义上的

农民，仍有 7.71亿人之多，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54.60%，

且乡村农业及其他经济的发展也与城市生活息息相

关，可以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的质量和当今城市人居

环境质量有直接性关系，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

忽视的重点问题。如今，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时期，重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仍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二）改造过程中的现存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许多措施以解决乡村问题，

如明确乡村环境整治的重点和原则，进行科学合理的

规划，着力解决一些短板，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污

水处理等有效工作，让干部留守乡村开展治理工作、积

极宣传，有效引导乡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生态村

建设，积极注意区域本土化，坚持区域差异化发展原

则，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改造，创造乡村宜居

环境 [6]。然而由于我国乡村整体占地广阔、人口众多，

加之改造经验的不足，许多乡村改造过程中的普遍性

问题和新生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其一，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不到位，文化旅游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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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遇到拐点。近年来，许多村庄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发

展旅游经济，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大一部分传统文

化仍在逐渐消失。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

文明的发展，许多古建筑被现代建筑所取代，一些村庄

古遗址的保护遇到困难。年轻人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

保护不感兴趣，也没有传统手工艺的继承人。这就要

求要统筹安排整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和资源发展，实现

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其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乡村改造刻板印

象。不同村庄的不同景观是特定时期人与自然相互作

用、相互适应的产物。农村聚落的形成伴随着自然气

候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村民还将调整他们的生活方

式，以适应不同时期的变化。然而，在当前背景下的乡

村振兴过程中，一些规划设计忽视了当地传统人居环

境意识的客观存在，仅仅刻意地追求复制理想化的城

市生活方式，在乡村生态景观的继承和发展方面也存

在不足，没有考虑到当地村民的实际需求、经济效益，

出现千村一面的景象 [7]。可以说，这违背了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中最基本的以人为本理念，将乡村景观与乡

村情结割裂开来，使新农村失去了应有的田园风光。

它只是在创造城市的复制品，浪费和破坏了当地原有

的生态资源。

（三）共生理念对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的指导作用

总结目前乡村人居环境改造过程中涌现的一系列

问题，可见其改造策略和方式只是为了改造而改造，机

械化的翻新乡村建筑及乡村景观，没有考虑到人的需

求与环境的和谐。千篇一律的乡村改造项目，破坏了

传统乡村环境，使乡村传统文化流失、乡村缺乏核心凝

聚力、不适应新环境的年长村民生活幸福感下降，种种

现状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改造过程中是呈现不良

走势的，背离了我国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初衷。而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表明，人类必须在理解和尊重自

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这是我国目前乡村人居环境改造过程中急需实现

的，只有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的状态，人居幸福度提升，

人与人之间才会出现正向联结与凝聚力 [8]。重拾乡村

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带动乡村精神，发展乡村经济生

产力，以文化达成“共生”。保护乡村本土环境，重视古

建筑的维护与翻新，以生态保护达成“共生”。十九大

会议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可见和谐

共生理念对乡村人居环境改造有指导性作用。本文研

究对象浙江省桐庐县荻浦村即通过一系列独特的、因

地制宜的改造策略，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转型之路，在保

留了当地历史文脉的同时，整合乡村群众力量，提升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因此，分析提

取荻浦村的改造策略，对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现状

有借鉴意义。

三、桐庐县荻浦村的改造策略提取

（一）“生态共生”——古建筑的保护与新生

荻浦村历史悠久，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据有迹可

查的资料就可以追溯至南宋时期，因此村中坐落着数

量可观的古建筑群体，目前仅省级文保单位就有 3处，

分别为申屠氏宗祠、保庆堂、咸和堂，其中以申屠氏宗

祠最为出名，因为荻浦村最早即为申屠氏始祖于南宋

后发展而成。申屠氏宗祠，又名庆锡堂，明宣德年间

建，后经战乱损毁。荻浦村改造转型前期现存建筑是

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原址上进行重修的，见图

1。申屠祠是江南镇申屠家族的主祠堂。占地 973 m2，

建筑面积 569 m2，平面呈矩形，有 5个房间和 3个入口，

宽 19.5 m，深 45.28 m。从外观上一眼望去，雕花落罩、

木质抱联已经被毁了。现存石柱上几幅石刻楹联的施

工工艺，反映了清代桐庐地区的建筑特色，见图 2。这

里的每一根梁、每一个斗拱都被精心雕刻，包括人物、

灵兽、百鸟和回纹等，布局严谨，造型美观，可以说是

“雕栏刻栋、逢木必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见图 3。

显然荻浦村的古建筑还远不止于此，同为省级文

保单位的保庆堂（见图 4）、咸和堂（见图 5）亦具有极高

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见证着这座村子古往今来的

衰落与兴盛，是乡村百姓宗族文化和民俗生活的缩

影。在荻浦村转型前期，由于人口大幅度流失和当地

村民保护意识的不足，这些精美的古建筑没有得到妥

图1 浦村转型前的申屠氏宗祠现存建筑外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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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申屠氏宗祠的石刻楹联[10]

图3 申屠氏宗祠建筑上的精美雕花[11]

图4 保庆堂[12]

善的保护，许多精美的木质雕花和建筑檐口腐朽凋敝，

这也是众多乡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如果不

及时对这些古建筑进行保护修缮，终有一日它们将腐

败坍塌，毁于一旦，其背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也终会

随着废墟而消散。因此，荻浦村作为乡村振兴转型成

功的现代化样本，在后续村落的环境改造中，将古建筑

图5 咸和堂[13]

的保护与更新放在了转型道路上的重要位置，在乡村

干部领导的宣传和引导下，村民自发捐款捐物，投工出

劳，将这些古建筑修缮一新，尽了最大的努力还原了建

筑的原貌，在与当地人居环境系统相协调的同时也保

护了生态环境、古建筑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荻浦村当

地负责古建维护的小组通过查阅村志、翻阅古籍和走

访考证等手段，对当地古建筑的历史变迁及历史风貌

进行充分的挖掘了解，探讨其作为文化景观延续至今

应有的建筑外观，最后结合村落人居环境整体风格，运

用白色纸浆灰粉刷、当地石材修补、近似木质材料替换

等方式对建筑的外立面与内部结构进行修复还原（见

图 6），以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以申屠氏宗祠为例，

目前该建筑无论是建筑结构体系还是建筑内部装饰，

均得到妥善地保护和修缮（见图 7），仍能作为祠堂使

用，对当地孝义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荻

浦村村民而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些古建筑之中，

这些古建筑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心中

有着重要地位，可以说这些古建筑承载着荻浦村的历

史，在复原村落古建筑的基础上进行环境更新和新建

筑的建造，既保留了古村韵味，又增添新村特色，新旧

融合共生为后期开发乡村旅游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荻浦村的另一大建筑特点即是当地的牛棚猪舍，

中国乡村自古以来就靠着农业和畜牧业繁衍发展，牛

棚猪栏这些在如今看来好似已经与时代脱节的农村建

筑，在曾经却是无数人赖以生存的财富。这些是乡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农耕文明的见证者，虽然这

些建筑大多数是由粗糙的手法就地取材（当地的石头

和渣土）垒砌，但大多也有近百年历史，虽不及古建和

住宅有更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但也是一种村落的历史

文化映射。在传统的乡村人居环境的改造过程中，这

类建筑的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多数的样

76



马羽倩，等：基于共生理念的桐庐县荻浦村人居环境改造策略研究第 4卷 第 6期

图6 荻浦村古建筑修复流程说明

图7 经村民修缮保护过后的申屠氏宗祠[14]

本处理办法即是采用最原始的手段——推翻和铲除，

从村落环境中永远抹除，主要原因是这些建筑看似不

能为乡村的未来发展带来助力。荻浦村却选择以另一

种形式使这些建筑获得了“新生”。荻浦村主管改造进

程的项芳农决定对这些“不美观”的建筑进行改造，并

利用置入该村产业链中。不拆除原有的牛棚猪栏建

筑，保留当地村民的建筑记忆但对其原有功能进行置

换，并加以改造装饰，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融进民俗

酒吧、茶吧元素，改造为“牛栏咖啡”（见图 8）和“猪栏

茶吧”（见图 9），使其成为具有独特乡村质朴氛围的创

意休闲场所。在后续的建筑装饰上也以当地的乡村元

素为主，以荻浦村随处可见的芦苇、野花等点缀室内空

间，原始而质朴，突出了牛栏原始的风貌，和乡村人居

环境相融合的同时也置入了城市现代元素。摈弃传统

式农家乐的做法，以原有的牛棚猪舍来承载当今年轻

人喜爱的文艺情调，形成特有的“乡土文艺范”，这种改

造方式，不仅保留了原有建筑风貌，不破坏村落生态环

境，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新奇体验的空间，亦可以吸引外

来游客尤其是年轻人“下乡”，看到如今的“新农村”范

式，一改固有印象，达到真正的“生态共生”。

（二）“文化共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意识从古至今就扎根于

每一个民族之中，根深蒂固无法抹除。荻浦村有优渥

图8 荻浦村牛栏咖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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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荻浦村猪栏茶吧内部装饰[15]

的地理环境，四周群山环抱，水乡丰富，山势起伏，是江

南一带很大的一个古村。因为村子东面连接着应家

溪，古代时溪边有荻草丛生，所以在当时溪水和村名皆

称为荻溪。明代之后，村民开始自发地在村子里凿澳、

沟，引溪水用以灌溉，且将水系蜿蜒至整个村庄，村名

遂改为荻浦村。村子按照“同氏、同族、同宗”的传统聚

落格局，村内设立多个复合院落，形成了群体聚集的形

式，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宗族的血缘关系，是人文情怀的

一种景观再现。由于其优渥的地理环境，荻浦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和睦的村庄，“引水泽民，

耕读传家，和睦族居，终成渔浦芦荻之地，熙攘丰沛之

村”。史籍文献曾有记载，荻浦村孝义文化可追溯到千

年前，申屠氏最早的祖先名为申屠理，当时入赘到此

地，在那时这里还叫范家村，申屠理入赘之后受到了范

家的优待，将当时范家的一口井视作母亲井，告诫自己

的子孙后代饮水思源，孝顺长辈，不忘根本，自此之后，

孝义文化就在荻浦生根发芽。此后清乾隆年间，荻浦

村又出了位名闻天下的孝子申屠开基，他原本只是荻

浦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在他 22岁那年其父亲背上

生了疮，几乎夺去性命。他为了替父求医，连夜赶路，

不顾自己的安危走了 100多里的山路。当父亲背部坏

疽求医拜神无望时，他毅然用嘴吮吸父亲背部脓浆，用

舌头舔烂肉，最后他的坏疽逐渐痊愈。他的孝心打动

了荻浦村的村民，亦为村民们树立了孝子榜样。在申

屠开基去世 8 年后，一份由荻浦村所有村民共同撰写

的孝子事迹材料被呈报给官府，通过层层上报核查，在

乾隆三十五年（1770），这份孝子材料到达了乾隆皇帝

手中，注重“以孝治国”的乾隆帝，被申屠开基的孝行所

打动，御批：“桐庐县孝子申屠开基，孝义兼全，旌表给

银建坊”。赐予荻浦村一座三间四柱五楼式最高规格

的孝子牌坊。牌坊建成后，荻浦又被称为孝义村，孝义

精神世代相传。然而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历经风雨的

冲刷，孝子牌坊年久失修，表面已残破不堪，对于荻浦

村的村民而言孝子牌坊的存在就像一个精神的象征，

如若倒塌，就如同信仰的坍塌一样，于孝义精神的传承

无益，且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孝子牌坊就已经被大规模

损坏过一次，于是在荻浦村的改造过程中，荻浦村村委

会通过多方走访调研，收集过去资料，根据多方材料推

敲孝子牌坊的最初形式，最终成功在旧址基础上还原

了孝子牌坊的本来面貌。在重建过程中，尽量选取孝

子牌坊的原有破损材料进行修补性还原，最大程度保

留原有建筑痕迹，以及牌坊旧址上的字迹，见图 10。

在荻浦村后期转型期间，改造人员还将荻浦村的

孝子坊故事来源和荻浦村孝义文化，以景观文化墙的

方式记录在侧，使往来游客一目了然，更好地将孝义精

神为更多人所了解。如今，孝子牌坊被修复得焕然一

新，“孝”的精神文化也已经融入荻浦村乡民的血脉之

中，成为代代相传的特色荻浦孝文化。孝文化在村民

非正式的约束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从而构

建起了以文化意识为形态的农村转型社会主义核心价

图10 经荻浦村村委重建过后的孝子牌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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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荻浦村村民被孝义文化连接在一起，共同改善

乡村现有人居环境状态，以便实现荻浦古村的长久发

展，将村落文化发扬下去。当然荻浦作为千年古村，除

了孝义精神，还在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孕育了更多的

非物质文化，如古戏曲文化、古造纸文化和古树文化

等，其中古造纸文化更是旧时荻浦百姓的主要产业，若

是这些承载着荻浦记忆的多形式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

逐渐被人们遗忘，最终只会致使荻浦失去自己的特色，

成为众多转型乡村中的一隅。因此，荻浦在转型之路

上重拾该村特色历史文脉，以工艺极为考究且对百姓

经济贡献极大的古造纸文化为例，荻浦村对遗留下的

古造纸遗址进行维护，对“拌草—腌草—踏草、洗草—

捞纸—扦纸—晒纸—理纸—刨纸”等极为复杂的古造

纸工艺流程进行详细挖掘、记录和展示，传承特色文

化，亦发展当地旅游产业，以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依托，

盘活传统资源存量，创造文化产业增量，文化遗产从来

都不是乡村振兴过程中仅供移植或替换的模块，更不

是一个仅仅矗立在原地的古董化石，而是一个充满永

不枯竭的创造能力，具有吸收和代谢功能的活态文

化。由此可见，虽然乡村人居环境的改造核心是创造

规划更为合理的居住空间，优化整合更为现代的消费

结构及发展布局，而文化却是这一切的黏合剂，是实现

自我认同的基础。因此，在我国乡村的人居环境改造

进程中，乡村特有文化是最不应丧失的。文化意识是

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激励人们探索一条集约、高效、

务实的乡村振兴之路 [17]。唯有守护好村落文化，达成

乡村“文化共生”才能使乡村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发

展，带动当地村民参与到乡村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

中来。

（三）“就地城镇化”——乡村与城市的有机共生

“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迁移，而是

在原有的居住地，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完善基础

设施、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

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就地城镇化”按当地土地性

质的不同而情况也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是不脱离

原先生活的大环境而进行的城镇化。多数乡村样本在

城镇化的进程中走的是乡村和城市共同演进的道路，

乡村照抄城市元素或者迁至城市边缘地带，失去乡村

原有风貌，且常有村民并不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感

到困苦，这看似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实则是降低生活质

量的环境改善策略，可谓是失之偏颇的。然浙江省桐

庐县荻浦村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施行“就地城镇化”

政策，以不离本土的宗旨进行乡村人居环境的传承与

更新，并结合当地三产协同模式[18]。从地图上看，荻浦

村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东连富

阳市场口镇宋家溪村，南接杭新景高速公路和杭黄高

速铁路，北接 320 国道。如此发达便捷的交通路网条

件和兴盛的市场经济体系，无一不为荻浦村发展成为

长三角市场集散中心和形成当地特色农家乐休闲独家

区奠定了基础。乡村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

而荻浦村的“就地城镇化”，就是在原有空间的基础上

提高乡村中城市功能的承载能力，获得更好的生活空

间，在保证原有乡村格局和古建筑完好的同时不断提

高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和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完成

乡村振兴的目标（实现“城镇化”），可以说荻浦村是和

谐共生理念现代化运用的成功案例，在不打破村庄原

有格局的基础上与城市接轨，乡村和城市呈现有机融

合的状态，最大程度上去保护和复兴乡村传统文化，改

善了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居民的生活，最终达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局面。

四、结语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是在乡村人居环

境更新改造的实践趋势中谋求生态建设长效维稳的根

魂所在。通过对浙江省桐庐县荻浦村成功转型中人居

环境改造板块的调研分析不难发现，在自然利益优先

的条件下，不破坏整体乡村环境的和谐，人与环境相互

协调，以“就地城镇化”的方式合理运用“生态共生”和

“文化共生”策略，将乡村向着城市化的方向推进，最终

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一种乡村改造的新

范式。在这一改造进程中，基于当地的传统文化及原

有生态环境提升维护的基础上，人与环境共同促进，趋

向和谐共融的良好状态，亦避免了快速城镇化中“前村

一面”的不良现象，改善了乡村传统人居环境现状，同

时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因

而荻浦村人居环境改造可作为当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

乡村人居环境改造典型样本，本文通过对其中共生理

念的研究，总结出基于和谐共生理念下的乡村人居环

境改造策略，以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改造的实践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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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产品的辨识度和竞争力，但是技术创新往往风险

很高，设计管理的系统性研究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企业通过共性技术专属化、前沿技术降维化来打

造差异化产品，赢得商业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对从业

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用恰当的技术来回应用

户。一方面要对用户体验进行深度挖掘，对其行为研

究得足够精细，才能暴露出需求的多样性，继而通过电

商平台的数据化呈现，汇聚不同需求的人群，精确匹配

技术与用户。另一方面是关注用户心理账户的构建，

充分考虑技术创新的价值通过媒介抵达用户的方式，

寻找恰当的触点，得到用户的认同，通过以终为始的方

法来反向确定技术选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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