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7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9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规划的创新模式与实践探索
阿合玛拉丽·叶尔肯

新疆伊宁县巴依托海镇村镇规划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835104

DOI：10.12238/ems.v7i5.13170

[摘 要] 新疆伊宁县作为新疆农业大县，乡村发展迎来新契机，但宅基地规划布局混乱、利用低效等问题突出，急需创新规

划模式以服务乡村振兴，本文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规划，系统阐述创新模式与实践方法。通过对伊宁县在产居融合型、功

能复合型等规划模式的实践探索，深入剖析各类创新模式特点，从实地调研到后期管护，提出系列针对性实践方法，旨在为伊宁

县乃至其他地区，优化宅基地规划，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落地实施，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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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三农”难题的重点措施，给农村

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宅基地是农村土地资源中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科学地规划宅基地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和推动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伊宁县是新

疆伊犁州重要的农业县，具有独特地理风貌和多元民族文化

双重特征，宅基地规划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伊宁

县宅基地规划创新实践进行研究，既有利于地方盘活土地资

源和推进乡村振兴，又可为其他区域宅基地规划提供非常有

价值的借鉴范例，有利于各区域因地制宜地做好相关工作。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规划的创新模式特点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全面铺开的大背景下，宅基地规划

创新模式表现出许多鲜明的特征，与乡村发展的新要求紧密

相联，给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创新性是上述

模式的显著特点，与传统宅基地规划只注重居住功能不同，

创新模式用更加开阔的眼界，对宅基地的多元价值进行了深

入的发掘
[1]
。部分地区利用闲置宅基地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突破了过去单一的模式，由居住向产业融合、生态保护和文

化传承多个领域延伸，例如创建乡村手工艺品生产工坊等，

在继承民间技艺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价值，这些创新模式适

应性强，充分考虑到不同村庄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及文化

特色等因素，因地制宜地编制规划方案。新疆伊犁州伊宁县

山区乡村借助山地资源及美丽的自然风光，在宅基地规划中

留有余地开发生态旅游并配套民宿、农家乐等项目；而平原

地区的农村，则根据农业生产的优势，以农产品加工、仓储

为重点进行宅基地的功能设计，并和农业产业链密切结合。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规划的创新模式
（一）产居融合型规划

产居融合型是乡村振兴下宅基地规划中的一种重要创新

方式，突破了传统居住和产业分离的模式，将两者有机结合

起来，给乡村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改善带来了新机遇
[2]
。

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境内，一些村庄利用其丰富的农业

资源与优美的自然环境探索产居融合宅基地规划，如某村根

据本地种植特色水果的有利条件，带领村民围绕宅基地建了

一个小水果加工厂，把自己种的水果深加工后做成果干和果

酱。村民既可以实现家门口的就业和增收，又可以利用自己

的房屋开发农家乐和民宿等乡村旅游项目来吸引游客来体验

采摘的乐趣，品尝农家美食和感受乡村生活。这种模式下，

宅基地既是居住空间，也是产业发展载体，实现了居住与产

业的紧密结合，促进了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居融合

型的规划重视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在伊宁县的另外一个村

庄，政府增加了投资，改善了道路交通、水电供应、网络通

信等基础设施以方便产业发展及居民的生活。规划宅基地的

同时要留出充足的空间用于物流仓储设施的建设，便于农产

品的运输与出售。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进一步提高产居融

合发展程度，吸引更多的人才与资金涌入农村，激发农村发

展活力。

（二）功能复合型规划

功能复合型规划作为乡村振兴大环境下宅基地规划中的

另一种创新方式，突破了传统宅基地单一居住功能的局限，

使之具有更加多元化的功能，提高了宅基地的利用效率与乡

村生活品质，功能复合型规划已在伊宁县部分村庄中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实践，一方面强调整合公共服务功能。在宅基地

规划上，要合理布局和建设幼儿园、卫生室、文化活动中心

等公共服务设施为村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3]
。如某村规划

村中心区域内的一块宅基地建幼儿园，以解决附近村民孩子

进园困难；与此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卫生室的兴建，使村民

的基本医疗服务得到保障，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改善，另

一方面加强生态环保功能的建设。在进行宅基地规划时充分

考虑生态因素，并加强乡村自然环境保护与恢复等，鼓励村

民围绕宅基地栽植花草树木、建设绿色庭院、美化居住环境。

倡导生态建筑理念、使用环保建筑材料及节能技术、降低建

筑能耗、减少环境影响等。伊宁县生态示范村村民宅基地房

屋由太阳能板提供电能，雨水收集系统进行浇灌，循环利用

资源，创建生态宜居乡村环境。

（三）数字智慧型规划

数字智慧型规划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给乡村振兴

大环境下宅基地规划工作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手段，促进了规

划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与管理效率
[4]
。

伊宁县一些村庄积极引进数字智慧技术规划宅基地，采

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卫星遥感技术，对乡村宅基地进行

了全面的测绘和数据采集，从而建立了一个详细的宅基地数

据库。通过此数据库可以直观地掌握宅基地位置、面积、权

属和使用状况，从而为规划决策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比如

在一个村庄进行规划时，利用 GIS 技术对宅基地进行分布分

析，并结合地形地貌、交通条件等因素对宅基地布局、建设

范围等进行合理界定，以免盲目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同时，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乡村人口结构、产业发展趋势和居

民需求方面的信息，为宅基地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以

大数据分析结果为基础，对乡村发展未来宅基地需求进行了

预测，并对宅基地数量及作用进行了合理规划。以伊宁县某

村为研究对象，该村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大数据分析显示，

伴随着乡村旅游崛起，旅游者对于食宿及休闲娱乐设施要求

也越来越高，因此在宅基地的规划上，留出一部分宅基地来

打造特色民宿、休闲广场等，以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带动乡

村旅游的发展。

（四）权益保障型规划

权益保障型规划的核心是维护农民的宅基地权益，乡村

振兴的大环境下保证宅基地规划与农民的利益相一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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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5]
。

伊宁县的权益保障型规划始终贯穿于宅基地规划的始

终，在项目规划的初步阶段，高度重视农民的意向，并广纳

他们的观点，通过召集村民大会、入户走访了解农户宅基地

规划思路与诉求，使农户参与到规划决策中来。以某村庄宅

基地规划为例，考虑到一些农户想保留原宅基地布局及建筑

风格等要求，规划部门经过充分考量后对规划方案做了调整

与优化，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了农户的意愿，在计划的执行

中严格执行宅基地的有关政策和法规，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

权益，按规定开展宅基地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明晰宅基地

权属、预防土地纠纷。因规划、建设等原因需调整或者征用

宅基地的，应当给农户以合理补偿、妥善安置。伊宁县某村

开展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涉及到了一些农民宅基地调整问题，

政府根据有关政策标准对农民全额赔偿，同时对农民新增宅

基地及住房建设予以补助，保障农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和合法

权益的不受侵害。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规划的实践方法
（一）开展实地调研

规划团队在伊宁县深入农村对宅基地的现状进行了充分

的调查，采用实地走访的方式，对每一块宅基地的地理位置、

规模、建筑结构和使用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6]
。重点调查

了闲置宅基地数量、分布，并分析了闲置成因，可供后续盘

活利用借鉴。在对某村庄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宅基地由于业

主外出打工而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经与村民交流后得知其存

在利用闲置宅基地进行租赁或转化开发乡村旅游的愿望，这

也为乡村旅游规划指明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同时，调研团队

对乡村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

了地形地貌、土壤质量和水资源分布情况，并评价了它们在

宅基地规划中的作用，在山区乡村中，鉴于地形复杂、交通

不便利，在规划中重点关注宅基地选址安全与便利，并对道

路与基础设施进行合理布置。摸清村庄特色产业及文化资源

情况，支持产居融合、文化传承类宅基地规划。伊宁县的某

些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和独特的农产品，基于这些，

规划团队制定了相应的宅基地规划方案，以促进产业的发展

和文化的传承。

（二）优化空间布局

在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下，优化空间布局是宅基地规划中

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过对宅基地位置与功能分区进行合理规

划来提高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与整体风貌，以伊宁县农村为研

究对象，结合不同地区功能定位与发展需要，对宅基地空间

进行科学分区，在村庄中心区域内，对居住进行集中规划和

建设，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构成居住核心区，如某

村庄在中心区域内规划了多层住宅小区并配套了幼儿园、超

市和健身广场，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围绕村落，

结合产业发展规划进行产业用地布局，建设产居融合区。对

主要从事农业种植的村庄，围绕宅基地规划农产品晾晒场和

仓库；对乡村旅游开发的村庄，要谋划民宿和农家乐等旅游

服务设施，在优化宅基地空间布局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保留乡村自然景观与生态廊道，切忌过度开发。宅基地

四周栽树栽花，营造绿色空间，提升乡村生态环境。伊宁县

部分生态示范村通过对宅基地进行合理规划，实现了村庄和

周围自然环境相融合，塑造了优美宜居乡村风貌。

（三）推动政策落地

在伊宁县加大政策宣传与解读力度，增强农户宅基地规

划政策认知度，通过印发宣传手册、开展政策讲座，借助新

媒体平台，为农户详细描述宅基地规划有关政策法规、规划

方案及实施步骤。在某村庄，举办了一次政策宣讲会请专家

向村民们讲解宅基地确权登记、流转及改造政策，并回答他

们提出的问题，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并积极支持

规划。

建立和完善政策执行机制、明确责任、强化协同，规划、

土地和农业农村各司其责推动宅基地规划，在宅基地的审批

流程上，精简了审批流程并提高了审批效率。伊宁县已经创

建了一个宅基地审批的一站式服务窗口，这使得多个部门能

够联合办公，从而缩短了审批的时间，并为农民带来了便利。

强化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做到政策执行不走偏。定期考

核宅基地规划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四）落实后期管护

实施后期管护对于宅基地规划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发挥其

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保障规划成果的有效保持与固化，建立

伊宁县农村宅基地管护制度，明确宅基地利用与管护责任主

体，建立管护标准与规范，如规定了村民对自家宅基地及其

周围环境的卫生和建筑物外观整洁的义务等；公共区域内基

础设施、服务设施实行村集体管护。强化宅基地利用情况日

常检查，发现并制止违反规定施工和破坏环境的现象。在一

个村中，村民自治管护小组的建立，经常检查村里的宅基地

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重视宅基地内建筑物的

养护与维修，建立建筑维护标准，指导村民定期检查、维修

住房，保证住房的安全与使用寿命。对历史文化价值高的传

统民居要加强保护和修缮资金扶持。伊宁县部分村落保护性

修缮了传统民居，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与文化特色，延续

了村落的历史文化，强化宅基地规划成果动态监测评价，定

期监测和分析宅基地利用、乡村发展变化情况，并结合实际

调整和优化规划。以伊宁县某村为研究对象，经过定期监

测后发现，伴随着乡村旅游开发，旅游者人数增多，原民

宿数量已无法满足需要，因此调整宅基地规划并适当加大

民宿用地建设力度，以推动乡村旅游不断发展。通过后期

管护的实施，确保宅基地规划成果长期保持稳定，促进乡

村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本次研究以乡村振兴中伊宁县宅基地规划为重点，对其

创新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可行性实践方法。这些

探索有效地破解了伊宁县宅基地规划中遇到的一些棘手问

题，促进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

今后乡村振兴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伊宁县等地需要不断进行

创新，不断优化宅基地规划以发挥宅基地的资源价值，促进

乡村经济的繁荣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

目标的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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