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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驿站布局与发展研究
———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徐新星，李竹薇，申梦婷，曾竹喧，卢佳诚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摘要：打造以乡村驿站为代表的乡村综合服务设施是国家促进交旅融合发展、建设“四好农村
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为加快推进乡村驿站的发展，文中在分析日本乡村驿站和中国溧
阳乡村驿站布局模式的基础上，总结相关经验，研究乡村驿站的功能分类、布局方法和设施配置要
求，并应用于南京江宁区乡村驿站建设，提出该地区乡村驿站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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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域旅游概念的提出、交旅融合的发展，乡
村驿站的需求大幅提升，一系列国家政策文件提出
鼓励在农村公路路侧设置驿站，完善驿站配套服务
体系。在乡村驿站研究方面，游小妹分析总结了日
本川场广场田园驿站布局和功能设置经验，但未能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应用；陈林等分析了日本乡
村驿站的建立、运营特征及功能分类等，同样未能说
明如何在中国实际应用；李迎丹等提出了乡村休闲
驿站的设计原则和展现理念，认为需从空间层次结
构的角度对乡村驿站进行设计，但侧重于设计，对乡
村驿站的布局及发展研究较少。综上，国内关于乡
村驿站布局规划和发展方面的研究甚少。而全国各
地乡村驿站建设中尚存在驿站布局规划不够系统、
未将公路设施与景区及区域发展有机结合、已建成
驿站的识别程度和服务功能不足等问题。该文着重
对乡村驿站的布局规划和运营发展进行研究，并应
用于实践中，促进乡村综合服务设施有序发展。

１　乡村驿站的概念
１．１　乡村驿站的定义

乡村驿站是为除高速公路之外的一般道路使用
者提供舒适、安全的休息环境而设置的道路服务设
施，也是为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彰显沿线地区特
色而建立的多功能复合服务设施，其基本理念是成
为所在地区特色展示、生产和生活活化的重要节点。
１．２　乡村驿站的功能

乡村驿站的基本功能如下：１）休息功能。全天
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停车场、卫生间等。２）信息传

播功能。提供具备服务电话、信息传送等一系列功
能的设施，提供交通、旅游、物产、紧急医疗等有效信
息。３）商业功能。开展餐饮、购物等形式的商业活
动，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除基本功能外，乡村驿站的复合功能还有：１）
窗口功能。作为带动城市资金、人才和信息进入乡
村的窗口，推动城乡交流与协调发展。２）枢纽功
能。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节点，促进资金的内
部循环，给乡村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３）平台
功能。成为乡村小型生活平台，为村民提供购物、医
疗、乘车等服务。

２　乡村驿站典型案例分析
２．１　日本乡村驿站

日本乡村驿站建设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从最
开始的单功能休憩设施，逐渐发展为为村民提供医
疗急救、教育培训、文化活动、收寄快递等多种形式
公共服务的复合多功能综合服务站。截至２０２０年，
日本已建设乡村驿站达１１８０处（见图１），分布在距
离大都市圈较远的地区，如在关东地区，乡村驿站多
分布在外围地区的长野县和群马县。说明乡村驿站
的分布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周边城市的发展及
布局相关。

日本通过乡村驿站布局、建设，引领乡村经济重
构，促进城乡交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疏化和老龄
化引起的乡村人才缺失问题，破解了乡村发展困局。
同时，乡村驿站不断强化乡村生活空间建设，逐渐成
为为村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平台。日本乡村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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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性强，可操作性强，具有较大借鉴意义。

图中数字为对应地区的驿站数量
图１　日本乡村驿站布局

２．２　溧阳乡村驿站
江苏常州溧阳乡村驿站是服务于溧阳一号公路

的配套设施，主要满足乡村公路、慢行交通等游客的
休息、咨询、餐饮、停车等服务需要。溧阳驿站充分
融合了当地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
业生产活动，综合考虑区域交通综合网络格局、各乡
镇发展思路和生态保护要求，形成了三级驿站布局
（见图２）。各级驿站在建设与用地规模、停车设施
等方面作出差异化规定，并对其发展策略加以规划
引导。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溧阳通过配套驿站来
凸显整体旅游价值，提升了旅游全过程服务。

图２　溧阳乡村驿站布局

２．３　经验总结
日本乡村驿站是根据不同地域发展设置的面向

旅游和产业的多功能驿站；溧阳乡村驿站主要服务
于溧阳一号公路的观光游客，以旅游功能为主。两
者都根据区域的经济情况、村庄分布、服务需求等进
行分级布局，提供饮食、文化、住宿、停车、购物等多
种类型服务，提升驿站吸引力。

３　乡村驿站功能及布局方法研究
３．１　乡村驿站功能分类

根据驿站的服务对象与要求、设置地点等，将驿
站分为３个等级：一级驿站结合旅游景区、大型村庄
等进行布置，承担综合服务、管理、交通换乘、休憩等
功能，是驿站体系中的服务核心；二级驿站结合村
庄、观光农业园、农家乐等重要乡村节点布置，承担
售卖、租赁、停车、游憩等功能；三级驿站主要为使用
者提供休闲场所，结合乡村景观灵活设置。
３．２　乡村驿站布局方法

通过对道路沿线村庄分布、交通条件、生态环境
等要素进行勘探、分析、评估，确定乡村驿站的设置
位置，优先利用现状资源，可与公交场站、社区中心、
养护道班等合并布置。根据住建部《绿道规划设计
导则》，借鉴已有驿站建设经验，针对不同等级驿站，
提出以下布局间距要求：一级驿站间距为１５～２０
ｋｍ；二级驿站间距为５～１０ｋｍ；三级驿站间距为
３～５ｋｍ。
３．３　乡村驿站设施配置

乡村驿站主要包含管理服务、商业、游憩健身、
科普教育、安全保障、环境卫生和停车等设施，各级
驿站需配备的设施见表１。乡村驿站的功能配置要
讲究整体性，不同级别乡村驿站的设施配置要功能
互补，以资源最小化实现服务最大化。

表１　各级驿站的设施配置

设施类型 基本项目 一级
驿站

二级
驿站

三级
驿站

管理服务设施 管理中心 ● ○ －
游客服务中心 ● ● －

配套商业设施
售卖点 ● ○ ○
餐饮点 ● ○ －

自行车租赁点 ● ○ ○

游憩健身设施
活动场所 ● ● ●
休憩点 ● ● ●

眺望观景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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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设施类型 基本项目 一级
驿站

二级
驿站

三级
驿站

科普教育设施 解说 ● ○ ○
展示 ● ○ ○

安全保障设施

治安消防点 ● ○ －
医疗急救点 ● ○ －
安全防护设施 ● ● ●
无障碍设施 ● ● ●

环境卫生设施 厕所 ● ● ●
垃圾箱 ● ● ●

停车设施
公共停车场 ● ○ ○
出租车租赁点 ● ○ －
公交站点 ● ○ －

　　注：●表示必须设置；○表示可以设置；－表示不作
要求。

４　江宁区乡村驿站布局与发展研究
４．１　现状分析

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南京
江宁区全域旅游发展迅速，打造了三大示范片区，通
过“最美农村路”建设，串联起３１６个特色田园乡村。
如图３所示，江宁区已建乡村驿站１４处，集中于西
部片区旅游道路上，布局密度约２．０３ｋｍ／处，串起
了大塘金、谷里花卉谷、石塘人家、黄龙岘等美丽乡
村，可向游客提供餐饮、住宿等短途游配套服务，为
江宁打造环城休闲旅游产业带提供了重要硬件及服
务支撑。

图３　江宁区乡村驿站布局现状

４．２　布局规划
以“落实规划，总体控制”“因地制宜，特色鲜明”

“分区落实，协同运营”为原则，在江宁区构建三级乡
村驿站体系，至２０２５年，全域规划乡村驿站８２个，
其中一级驿站１１个，二级驿站１６个，三级驿站５５
个（见图４）。

图４　江宁区乡村驿站布局规划

一级驿站（１１个）：结合江宁区全域旅游规划中
重要旅游景点的游客服务中心进行布置，主要功能
设施包括管理服务、配套商业、游憩、环境卫生、停车
设施和安全保障等。

二级驿站（１６个）：结合农业观光园、农家乐等
农村旅游节点，沿县道布局，主要功能设施包括管理
服务、游憩、停车和安全保障等。

三级驿站（５５个）：依托农村自然景点和村庄，
结合乡村道布局，主要功能设施包括休憩、公厕、
停车。
４．３　发展策略

将乡村驿站与农村产业相结合，支持乡村振兴
发展。结合日本和溧阳驿站的建设经验，在尊重和
保护好乡村生活的前提下，有效利用诸如黄龙岘茶
叶等乡村特色资源，打造个性化驿站，发展乡村特色
经济，形成特色农业品牌化路线。依托牛首山文化
旅游区、明文化村等特色文化节点，面向观光游客，
挖掘村庄文化深度，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打响驿站文
化品牌，充分发挥驿站文化传播作用。

探索“乡村驿站＋”的特色运营模式，提供品质
生活服务。将驿站与读书、党建、邮政、运输、公交管
养等相结合，打造农村公路综合服务体。深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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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２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２

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櫙
（上接第２４页）
村庄旅游资源，在锁石生态旅游村、钱家渡等富含旅
游资源的村庄打造“乡村驿站＋旅游”服务模式。结
合江宁农村物流品牌，通过战略联盟、资本合作等方
式加强与邮政、快递企业的深度合作，拓展邮件快递
中转分拨、运输配送等服务功能，打造“乡村驿站＋
邮政快递”服务模式。在江宁区“宁径织美四好农村
路”建设成果下，充分利用农村客运班线网络和运力
资源，开通乡村驿站客运班线，打造“乡村驿站＋运
输”服务模式。

５　结语
乡村驿站既是农村道路服务载体，也是乡村经

济发展的重要平台。通过分析日本乡村驿站和中国
溧阳乡村驿站建设典型案例，总结乡村驿站布局经
验，提出乡村驿站的功能分类、布局方法和设施配置
要求等。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提出三级驿站布局
规划方案和乡村驿站的经营发展策略，以推动江宁
区“宁径织美四好农村路”品牌打造和美丽乡村建
设，并为其他地区乡村驿站建设提供参考，促进乡村
驿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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