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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从渔溪镇一体化角度考虑陈白村保护与发展规划，有效保护陈白村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和

自然环境，继承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保护与提升村落环境品质。科学、合理、适度的发挥

传统村落在地方经济、文化、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在保护的基础上统筹安排保护范围内的各项

保护与建设措施，提供传统村落保护和改造更新的技术法规依据和措施。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正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4、《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修订）； 

6、《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技术要点》； 

7、《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2012 试行版）； 

8、《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村〔2012〕184 号）； 

9、《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 号）； 

10、《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建村〔2014〕135 号） 

11、《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2013）； 

12、《福建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19）； 

13、《福清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 年）； 

14、《村庄规划用地分类指南》（2014）； 

15、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十街十镇百村千屋”保护利用工作清单的通知（2020） 

16、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技术规划。 

 

第三条 规划范围 

渔溪镇陈白村保护规划的规划研究范围为陈白村村域范围及周边部分自然山水环境，其中

村庄保护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约 13.6 公顷。 

 

第四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提出第一个保护周期年限为 2019-2035。 

其中：近期为 2019-2021 年，中期为 2022-2026 年，远期为 2027-2035 年。 

 

第五条 保护原则 

1、 保护地域特色的原真性原则 

保存历史遗存的原物，保护历史信息的真实载体，严格维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充分体现

地域文化真实而独特的魅力。 

2、 保持古村整体性原则 

保护的过程中对村落原有的肌理、空间格局、能反应历史文脉的要素均给予足够的重视与

保护，并将非物质的保护要素（如习俗、手工技艺等）也纳入保护的范畴之中。 

3、 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在保护传统村落物质文化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并积极进行文化产业的挖掘，

在一定程度上发掘历史文化的社会经济价值。 

4、 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 

古村历史环境要素的利用方式应在保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协调历史环境要

素保护、居住环境改善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制定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保护规划。应坚持

控制人口密度，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社区环境，保持古村活力。 

5、 全面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全面保护的原则是指要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

护工作方针，全面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人文历史遗存与周边自然环境。    

传统村落保护需要突出保护重点，避免不分主次，全面过严或过松的倾向。确定文化遗产

保护的重点，对文物古迹和环境风貌，以及具有传统风貌的村落片区予以重点保护，分级别重

点保护好现存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 

 

第六条 规划目标 

通过保护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完善陈白村传统村落保护的结构、要素和具体措施，使村

庄建设要求与村庄保护、居民生活环境改善相协调，切实改善当地传统民居的保存状况，使居

民生活品质得到实质性提高，并通过对传统的生活形态的保护，留住村庄历史文化之根本。 

 

第七条 规划内容 

1、梳理村落传统资源，明确保护对象； 

2、划定保护范围，提出保护措施； 

3、提出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经济的措施。 

 

第八条 保护内容 

陈白村传统村落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要素、人工环境要素、人文环境与非物质文

化等三个部分，归纳如下表，需针对各部分本身的不同特色加以妥善保护。 

自然环境要素保护内容构成表 

序号 保护类型 保护内容 

1 自然山体 陈白村周边虎岗山等自然山体 

2 自然水系 沿村庄道路一侧的现状水系 

3 农田景观 陈白村基本农田和一般农田 

 

人工环境要素保护内容构成表 

序号 保护类型 保护内容 

1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陈白林氏侨厝、陈白古井 

2 建议历史建筑 陈白林氏祖宅、陈白杨氏厝、陈白汪氏厝 

3 传统风貌建筑 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所有传统风貌建筑 

4 历史遗存 古树名木 6 处古树名木 

老桥 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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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环境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内容构成表 

序号 保护类型 保护内容 

1 节庆习俗 迎神、游神 每年元宵节，村民们用

大轿抬着当地供奉的神

祇塑像，在锣鼓和鞭炮

声中结队巡游村境，百

姓夹道观看、迎接，祈

求神明保佑全境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 

  舞狮 渔溪元宵节极具观赏性

的传统习俗之一。伴随

着鞭炮声，大狮子或翻

腾、或跳跃、或登高、

或朝拜，锣鼓声、欢笑

声此起彼伏，将闹元宵

活动推向高潮。狮子外

形威武，动作刚劲，老

百姓们相信狮子是祥瑞

之兽，祈求吉利。 

  跨篝火 装束威武的小伙子抬着

一顶端坐着神像的木

轿，腾空而起越过火堆，

紧接着的是接力的擎灯

笼和随行的青年队伍，

跨越篝火时，现场鼓声

如雷、鞭炮轰鸣，与喝

彩声汇成一片，寄托了

渔溪人民消灾免祸、趋

吉避凶的美好愿望。 

2 特色名产 莴笋、龙眼、油菜花、秋葵、小胡萝卜、茼蒿、

黄瓜、番石榴、水稻、淡水鳗鱼养殖等。 

 

第二章 村落保护规划 

 

第九条 村庄发展定位 

基于以上保护内容，结合陈白村的发展现状及周边区域的开发情况，规划将陈白村传统村

落发展定位为：以“百年海丝樟、近代侨乡貌”为村落文化名片，突出侨厝风貌、海丝文化等

特色，集传统村落观光、侨乡文化体验、农耕文化实践、山林健身休闲等多方面于一体的特色

传统村落。 

 

 

第十条 保护与发展策略 

1、保护传统村落，完善配套服务设施 

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周边环境、历史遗存及非物质文化遗存。 

完善配套服务设施---结合传统村落现状，完善村内各类配套服务设施，解决村落发展需求，

以适应未来的传统村落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 

 

2、分类保护，整体发展 

陈白村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人文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规划以分类保护整体发

展的思路，将陈白村各类资源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通过各类环境要素的保护和渗透，最终达

到整体协调发展的目的。 

 

第十一条 总体规划保护结构 

    本村规划形成“山－田－村－水－路”的保护结构。          

山：包括村落所在范围内北面的虎岗山。  

田：指村落周边自然分布的水田和果园。  

村：指连片的传统民居建筑群与特色的侨厝院落。  

水：沿村道贯穿村落的水系。  

路：指多为华侨捐赠的串联村落内外的道路。 

 

第十二条 村落保护区划 

保护区划分为：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 

1、核心保护范围 

根据陈白村现存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密集度和风貌完整性，本次规划的核心保护范围以陈

白村为核心，包括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建议历史建筑以及大部分构成村落风貌完整性的必要

环境要素，总用地面积约 3.22 公顷。 

北以林家大院北侧为界，东至汪厝 8 号西侧围墙为界，西到林厝 16-3 号西侧路口为界，南

至陈杨路为界。 

2、建设控制地带 

在核心保护范围外围划定建设控制地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核心区风貌的完整性，使其文化

价值不致受到周边地段无序建设的影响而贬值或破坏。基于陈白村历史发展过程和目前村落建

设的状况，本规划将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与文化遗产保护、新村建设的目标相结合予以统筹考

虑，总用地面积 7.79 公顷。 

往北以陈白林厝 13-1 号的北侧围墙为界，往南到杨厝 21 号南侧为界，西至林厝 7-11 号西

侧为界，往东到林厝 14 号东侧为界，总用地面积约 7.79 公顷。 

3、环境协调区划定 

在保护陈白村的同时，必须保护周边的整体环境，以充分展示村落的选址特征。总用地面

积约 12.24 公顷。 

往北以陈白小学的北侧围墙为界，往南到杨厝 21 号南侧为界，西至林厝 7-11 号西侧为界，

往东到沈海高速为界，总用地面积约 12.2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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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村落保护措施 

1、核心保护范围管理规定 

（1） 该区内从事建设活动，应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和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包括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建设性破坏。 

（2） 该区内除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一般不再进行任何新的房屋建设工

程。新建或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时，应当与核心保护区内的历史风貌相

协调。 

（3） 核心保护区内新建或扩建外的建设行为需在当地文物主管部门严格审批下进行，建设活

动应以保护、修缮、保留及内部更新为主，建设内容必须服从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

筑的保护要求，其外观造型、体量、色彩、高度都须与保护对象相适应，较大的建筑活

动和环境变化应由专家评审。 

（4） 区内历史建筑，应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和色彩，对与历史建筑风貌相冲突

的建筑构物，应通过拆除、整治等措施与其协调。对于破坏天际线的非保留类建筑应进

行拆迁，降层，立面改造等方式加以整治，以确保与整体风貌的协调。拆除一切有损村

落传统风貌的构筑设施。 

（5） 历史环境要素应予以积极保留，需要维修、整饬、重建的应按原貌进行保护与更新，不

能重建的可以实行遗址保护。 

（6） 原有架空电线杆、有线电视天线等有碍观瞻之物应取消，路面应恢复石板铺砌；禁止占

用保护规划确定的园林绿地、河湖水系、道路等。 

2、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1） 建设控制地带内建、构筑物、格局、街巷、院落、古树名木等保护措施应符合后述保护

范围内专项保护措施要求，不得破坏古村的整体环境和历史风貌。 

（2） 凡在该区进行的工程设计，其方案须经市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市城市规划局批准。 

（3） 严格控制区内建筑性质、体量、高度、色彩，形式上与历史风貌相协调，体量宜采用小

尺度，色彩整体控制突显侨乡特色。 

（4） 对于该区内已建造的、与古村风貌有冲突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应逐步进行降层、平改坡

等造型的整治改造等。 

3、环境协调区控制要求 

（1） 重点对陈白村周边区域的山水格局与环境进行控制协调，严格保护村庄周边自然山体的

绿化植被，注重保护山体景观，为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提高良好的自然与人文

景观背景。 

（2） 除建设控制地带之外的区域范围内，新建建筑或更新改造建筑不得破坏历史文化名村历

史风貌和景观。 

 

第十四条 村落自然景观环境保护 

1、山体保护 

（1） 保护陈白传统村落周边山体，山上所有的建设活动，均要以尊重自然尊重环境、不破坏

地形、不破坏植被、不破坏山体生态系统为基础。 

（2） 山体所有的建设活动，均需与山体的园林、生态性质相吻合，均需严格执行有关规划，

坚决禁止所有与山体风光、游乐功能不符项目。 

（3） 对山上的所有遗迹，均需进行严格的保护，不得破坏、改变、或影响其历史性质，除观

光、观赏功能外，不得改作他用。 

（4） 结合景点的特色，种植一些有色叶树种，改变现有单一的模式，成为优美的村落背景。 

2、农田保护 

（1） 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推进土地开发、复垦、整理。 

（2） 保护农耕种植生产方式，谨慎更新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 

（3） 保证居民建房以及其他建设活动不得任意占用农田用地。 

（4） 对农田周边碎石垒筑的田埂、挡土墙等已损坏的地方，应按传统技术和工艺施工进行加

固修整。 

（5） 严禁旅游服务设施任意侵占农田，可适当增加道路，既有利于村民耕作又可改善乡村旅

游环境。 

3、水系保护 

（1） 保护陈白村独特的村落空间形态，疏通村内主要水渠河道，严禁将自然沟渠填埋；在符

合水利安全要求下，利用村内原有水塘进行景观环境营造，恢复村庄水系景观体系。对

被渠化的两岸应逐步采用自然生态工法进行整治。 

（2） 保护水源和水质，不应开山毁林破坏水源地；合理利用自然水体的自净能力，生产生活

污水应处理后达到相应排放标准后再排入自然水体。 

 

第十五条 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保护 

1、重要视线廊道控制 

视线通廊是自然山体制高点、标志性历史建筑之间保持通视的前提条件，也是体验村落历

史风貌的重要景观通道。视线通廊控制的目的是确立陈白村观景点之间的呼应关系，突出和强

化历史风貌和标志性景观。 

沿中心路及洋头路一侧的水系为陈白村重要的滨水开放空间，规划对水系两侧建筑高度进

行控制，建筑轮廓线与山体轮廓形成呼应，古村内部与自然山水之间形成良好过渡，互相协调

和融合，形成富于韵律变化、层次分明的村落景观界面。 

2、建筑高度控制 

（1）一类高度控制区：即古村的核心保护范围。 

古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要求其保持现状高度不变；其他建筑高

度控制在1-2层。建议一类高度控制区内的建筑二层檐口高度不超过6米，正脊高度不超过9米。 

    控制整个核心保护范围内部其他建筑高度，对历史风貌影响不大的，现状为二层的建筑，

规划维持不变。在集中成片的传统建筑内对历史风貌影响较大的二层以上的建筑建议降低至二

层。 

（2）二类高度控制区：即古村的建设控制地带。 

该区内建筑高度控制在 3 层以内。建议二类高度控制区内的建筑三层檐口高度不超过 9 米，

正脊高度不超过 12 米。 

控制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部其他建筑高度，对历史风貌影响不大的，现状为三层的建筑，

规划维持不变。对历史风貌影响较大的三层以上的建筑建议降低至三层。 

（3）三类高度控制区：即古村的环境协调区。 

该区内建筑高度控制在 3 层，环境协调区内其它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再进行新建筑建设。 

3、建筑形体、色彩与材料控制 

（1）建筑形体控制 

文物单位、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本身形体即为控制形体。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应

与周边环境协调，以小尺度和坡屋顶为主，并应符合保护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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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色彩控制 

文物单位、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本身色彩即为控制色彩。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应

该与周边环境协调，色彩以红、白、灰、土黄为主色调，建筑外立面和屋面禁止使用大面积鲜

亮色彩。 

（3）建筑材料控制 

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严禁使用光亮釉面贴面砖，可采用本地石材、壳灰、夯土、红砖、

红瓦、木材等。规划建议回收利用周边村庄可用的传统建筑材料，以保证陈白村的风貌原真性。 

4、传统街巷保护 

主要保护古村内部巷路。重点保护其走向、宽度、空间尺度、两侧界面风貌、相关历史信

息等。梳理传统街巷，连接村内尽端路；传统街巷两侧建筑应当保持其原有的历史尺度、建筑

风貌以及建筑布局。严禁以商业开发为目的的乱搭乱建。 

5、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历史环境要素保护主要包括古井、古桥、古树名木等的保护。 

（1）古井、古桥保护 

1) 水井：陈白村内古井 1 处，规划统一编号、统一挂牌。 

2) 古桥：陈白村内古桥 2 处，均为海外爱国侨胞捐建，现已立碑纪念。 

（2）名木古树保护 

1) 保护分布在陈白村古村范围内的6处名木古树点。古树名木保护挂牌应当标明树木编号、

树名、学名、科名、树龄、级别、保护范围、特性、挂牌时间、养护责任人等内容。 

2) 建议陈白村建立古树名木普查档案，防止盗砍盗卖。古树名木成林分布地带，保护范围

为外缘树冠垂直投影以外5米所围合的区域。名木古树为单株树，保护范围为同时满足树

冠垂直投影以外5米和距树干基部外缘水平距离为胸径20倍以外的范围。 

3) 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加强维护保护古树一般在某一环境生活了数百年，适应了当地的

生态环境，不要随便搬迁，也不应在古树周围修建房屋、挖土、倾倒垃圾、污水等。 

4) 加强古树名木病虫害防治定期对古树名木的生长情况进行调查，及时防治病虫害危害；

对目前生长不良的古树名木，及时采取急救措施，防止死亡现象发生。 

5) 采取切实有效的复壮古树名木措施，从生理生态、营养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提出综

合复壮措施。 

6、传统村落环境保护与整治 

（1） 保护新发现的其他历史环境要素，如围墙、石阶、铺地等，保护可结合历史环境要素

设置景观节点，加强空间环境设计，并在原址设置标识牌，展示相关历史信息。 

（2） 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减少污水垃圾等污染物对陈白村环境的影响。 

（3） 在核心保护范围内，禁止放养鸡、鸭、猪等牲畜，逐步减少圈养的牲畜，减少污染，

提升环境品质。 

（4） 通过建筑的整治，拆除临时搭建建筑，逐步恢复传统村落的历史风貌，提高陈白村风

貌的完整性。 

（5） 完善陈白村的水系体系，改善传统村落的生态环境与景观环境。 

（6） 严格控制污染源的产生，控制有噪音污染和空气污染的产业，维护陈白村的整体环境。 

 

第十六条 建筑分类保护整治 

规划将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分为保护、修缮、改善、保留、整治改造、拆除六个类别。 

 

（1）保护 

对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和已登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的建筑，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行严格保护。 

（2）修缮 

对历史建筑和建议历史建筑，应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关于历史建筑的

保护要求进行修缮。 

（3）改善 

对于传统风貌建筑，应保持和修缮外观风貌特征，特别是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细部构

建或装饰物，其内部允许进行改善和更新，以改善居住、使用条件，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 

（4）保留 

对于与保护区传统风貌协调的建筑，其建筑质量评定为“好”的，可以作为保留类建筑。 

（5）整治改造  

对那些与传统风貌不协调或质量很差的其他建筑，可以采取整治、改造等措施，使其符合

历史风貌要求。 

6）建议拆除 

对那些影响文物和历史建筑原有风貌的建筑物，对景观视线有严格影响的建筑物，及妨碍

消防通道的不协调建筑物，应逐步进行拆除。 

建筑分类保护与整治统计表 

核心保护范围内 

序号 分类 建筑基地面积（平方米） 占建筑基地面积（%） 

1 保护 1546 14.54 

2 修缮 3413 32.10 

3 改善 3281 30.86 

4 整治改造 1374 12.92 

5 保留 955 8.98 

6 拆除 62 0.58 

合计 10631 100 

规划区范围内（建设控制地带内） 

1 保护 0 0 

2 修缮 0 0 

3 改善 1548 21.17 

4 整治改造 2926 40.02 

5 保留 2724 37.26 

6 拆除 113 1.55 

合计 7311 100 

 

第十七条 传统建筑保护措施 

1、 文物保护单位 

（1）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 

陈白村现有 2 处未定级不可移动级文物，建筑风貌保存完好，价值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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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村未定级不可移动级文物保护区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年代 保护范围 

1 陈白林氏侨厝 民国时期 东、西、北以建筑墙体为界，南至院落围墙为界，用

地面积约 2430 ㎡ 

2 陈白古井 清代 古井周边半径 5 米划为保护范围。 

 

（2）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 

对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采取保护的方式，依据文物保护法

进行严格保护。坚持保护文物的原真性、完整性，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坚持原形制、

原材料、原结构和原工艺的四原原则。对个别破损构件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加以更换和

修缮。 

2、 建议历史建筑 

（1） 建议历史建筑保护范围 

本规划共划定 3 处建筑为建议历史建筑，建议历史建筑在公布批准前，应按照历史建筑标

准进行保护。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要的建设控制区。 

 

陈白村建议历史建筑保护区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年代 保护范围 

1 陈白林氏祖宅 明代 北、西以建筑墙体为界，东以院落围墙为界，南以遗

留残墙为界，保护面积约 2600 ㎡ 

2 陈白杨氏厝 解放后至

80 年代初 

东、西、北以建筑墙体为界，南至陈杨路为界，保护

面积约 1430 ㎡ 

3 陈白汪氏厝 解放后至

80 年代初 

东、西、北以建筑墙体为界，南至丰收路为界，保护

面积约 980 ㎡ 

 

（2） 建议历史建筑保护措施 

按照《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和整治导则（试行）》要求保护，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整治，坚持保护为主、改善利用的原则，采取修缮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保养维修（保

养维护、抢险加固、加固维修、局部修复）和改善设施，以现状保存为主，在掌握充分依据下

维修复原，应最大限度保留历史建筑所包涵的历史信息。落架维修、局部复原工程应先进行建

筑测绘、拍摄记录等现场勘察，并编制技术方案。 

3、 传统风貌建筑 

按照《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和整治导则（试行）》要求保护，对传统风貌建筑的

保护整治，坚持尽量保护、改造利用的原则，采取改善的方式。传统风貌建筑的养护维修参照

历史建筑的做法，尽可能保留传统风貌建筑所包涵的历史信息。不改变传统风貌的前提下，适

当地进行维护、修缮、整治，改善内部设施。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第十八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 

继承和弘扬陈白村优秀的地方文化艺术，保护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节庆习俗、传统

工艺、传统产业、侨乡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规划建议设置陈白村侨乡文化展示馆、陈白村村史展示馆、陈白村传统文化展示馆、村庄

民俗活动场所等，以全面对陈白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研究。 

 

第十九条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利用规划 

（1）保留原住居民 

对村落传统建筑进行修缮、整治、维护，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要，留住原住居民，同时积

极培训本地居民参与到旅游开发活动中。 

（2）建立非物质文化遗存档案 

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网络等多种方式，对陈白村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

化遗存进行全面记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存档案，并以书面、电子、照片等多种数据形式保存。 

（3）做好非物质文化空间的挂牌和标识 

对非物质文化遗存所对应的文化空间进行挂牌保护和标识，表明非物质文化遗存的名称、

内容、传承人（讲述人、隶属人）等信息。  

（4）设立各类展示纪念馆 

规划通过建筑整治改造等方式设置各式各样的展示纪念馆，将保存较好的传统建筑（历史

建筑或传统风貌建筑）进行修缮改造，将此作为当地传统民居文化的空间载体； 

（5）举办民俗节庆活动 

弘扬陈白村的传统民俗文化及特色侨乡文化传统，结合各类节庆习俗，归乡祭祖等活动，

为传统文化传承提供活动场所。 

（6）加强文化空间的展示功能 

通过新闻出版、专题宣传、各类广告、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加强对文化空间及其承载的非物

质文化遗存进行展示、宣传。 

第四章 村庄发展利用规划 

 

第二十条 村庄发展利用原则 

1. 保护为主，可持续发展利用； 

2. 主题明确，烘托陈白村文化内涵的旅游主题； 

3. 注重群众参与性，以时节、祭祖庙会、亲子度假等活动吸引游客参与，满足游客更高层次

的需求； 

4. 融入区域大旅游圈，提高知名度。 

 

第二十一条 村庄发展利用策略 

1. 把握住旅游市场需求升级的机遇，发挥生态优势，突出乡土气息，发展乡村观光、农耕体

验等多种类型的旅游项目。 

2. 将陈白村融入福清周边文化旅游产业圈，与渔溪当地各类旅游资源串联。突出陈白村自身

优势，强化“海丝文化、侨乡旅游”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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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村庄各类景观资源设置展示体验及观光游览路线，完善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如停车

场、公厕、垃圾箱、休憩亭、指引牌等，风格应与古村风貌相协调。 

4. 鼓励在保护的前提下，对历史建筑进行各种类型的展示与利用，通过民居修缮补助政策和

基础设施改善，留住原住民并鼓励其积极参与村庄的产业提升。 

 

第二十二条 游客容量控制 

1、容量控制原则 

游客容量控制应满足文物单位和历史建筑的安全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以及游客观

赏心里舒适要求等原则。 

2、游客容量计算 

陈白村日游客容量约 660 人，有效旅游天数取 120 天，年游客容量约 8 万人。 

 

第二十三条 旅游配套设施 

1、旅宿床位估算 

陈白村共需旅宿床位约 240 个。 

2、餐位数测算 

   陈白村共需餐位约 260 位。 

 

第二十四条 村庄文化旅游项目策划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观光体验式文化旅游将是陈白村最主要的旅游产品，深厚的侨乡

底蕴、精美的侨厝院落以及生态的田园乡村环境，将成为陈白村对外宣传以及吸引游客的招牌。 

1. 旅游线路组织 

民俗文化广场 → 文化礼堂 → 古井 → 陈白汪氏厝(村史展示馆) → 古桥 → 古树 → 

林氏支祠、龙泽胜境 → 海丝樟广场 → 陈白林氏侨厝(侨乡文化展示馆) → 陈白林氏祖宅(传

统文化展示馆) → 陈白杨氏厝(乡村图书馆) → 养鳗厂 → 田园风光 → 停车场 

规划引导陈白村打造侨乡文化展示馆、精品侨厝民宿客栈、福清特色乡土餐饮、田园农耕

体验、传统民俗展示等体验式产业业态，同时置入福清特色非物质文化与节庆活动，以进一步

挖掘和利用陈白村的各项资源，充分体现乡村特色文化旅游的魅力。 

2. 配套设施规划 

“ 吃 ”——规划将村内部分古民居设置为特色农家乐，为游客提供当地特色餐饮美食。 

“ 住 ”——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利用现有民居改造成民宿客栈，满足旅游住宿需求。 

“ 购 ”——规划利用陈白村混合式住宅，销售当地特色产品。 

 “ 娱 ”——利用陈白村内空地、广场发展小型的、参与性的民俗活动，突出陈白本土节

庆风俗特色。可结合传统节日推出相应的可供参与的传统形式活动。  

3. 旅游项目策划 

通过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持续保持陈白村传统村落活力，使村民生活与旅游观光共存，

把当地人拥有的优秀文化和产业的诸多要素如习俗、土特产品、祭祀活动、传统民俗活动等组

合起来，开发出体现福清地区文化特色以及游客能够亲身体验的交流场所。 

 

 

项目策划一览表 

序号 项目位置 项目说明 地点安排 

1 传统建筑观光     陈白村有许多精品建筑，如陈白林氏侨

厝、陈白林氏祖宅、陈白杨氏厝、陈白汪氏

厝等等，这些建筑充分展示了陈白村侨乡建

筑的特色，背后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乡的热

爱之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与建筑价值。

游客们在漫步村落小街巷中感觉陈白村传

统建筑与环境交融的艺术，同时能够体验和

观赏传统建筑群的建造形式。 

 

核心保护范围内的传

统建筑 

2 民俗活动体验、 

民俗展示馆 

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可以体验迎神、

游神、舞狮、跨篝火等活动。  

陈白村礼堂门前的民

俗文化广场、陈白林

氏祖宅前滨河休闲广

场、海丝樟广场等 

3 宗族文化展示 陈白村有林氏支祠一座，可以此展示林

氏祖先艰辛的海外奋斗历程以及家族发展

过程，同时在支祠内陈设图片、实物资料，

再现各先祖的主要事迹，适当对外开放，以

增加宗族凝聚力，展现陈白村溯源祀祖的文

化特色。 

林氏支祠 

4 村史展示馆 展示馆设陈白汪氏厝内，通过历史图

片、音像、文史资料、捐赠品等，展示陈白

村发展历程、名人事迹及重要建筑营建过程

和侨乡文化等内容。 

陈白汪氏厝 

5 宗教文化交流

场所 

陈白村有龙泽胜境宝盖一座，为村民及

海外华侨共同捐赠修复，至今香火鼎盛，体

现了陈白村人多元共融的宗教文化传统与

信仰追求。 

 

龙泽胜境 

6 特色侨厝旅馆、 

农家旅舍 

部分侨厝及传统风貌民居无人居住，可

通过外部修改及内部设施现代化，改造成特

色旅馆与民宿，让游客体会到侨乡特色的旅

游住宿体验。 

村内部分侨厝及传统

风貌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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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耕文化体验、 

传统手工艺体

验 

陈白村山青水秀，田园风光优美，还有

品种丰富的四季蔬菜及大片的龙眼果林。可

将自然山水、农闲意境、当地手工技艺与农

耕文化体验结合起来，让人在农闲体验中领

略到传统村落的乡野情趣及农耕文化的魅

力。 

村落周边山体、农田、

果林、手工艺作坊等 

8 旅游接待点 以陈白村礼堂门前民俗活动广场为中

心，规划成游客集散区域，在边上建设停车

场，提高空间品质及旅游服务水平，让游客

在开始游览之前先对整个传统村落有个总

体印象，提高游览质量。 

陈白村礼堂门前民俗

文化广场 

 

第五章 人居环境规划 

第二十五条 人口与社会规划 

1、人口规划 

（1） 规划区范围总人口控制在 360 人以内。 

（2） 核心保护范围内，居住户数控制在 40 户内，人口控制在 160 人内。 

（3） 扣除核心保护范围后，建设控制地带居住户数控制在 52 户内，人口控制在 200 人内。 

2、村民就业 

鼓励村民继续发展传统农业、淡水鳗养殖业和果树种植业；有计划地对当地村民就古村落

保护和旅游发展进行培训，鼓励当地村民进入旅游服务行业或自主创业；引导村民开设特色商

铺、农家旅舍、采摘果林等，给予当地村民优先经营权，以增加村民收入，提高村民生活水平，

创建和谐社会。 

 

第二十六条 用地布局调整 

1、 用地调整思路 

通过对现状土地使用功能及交通流线的合理调整，达到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目的，从而

更好地维护陈白村的历史风貌特色，同时改善居民生活、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生机。 

总用地发展思路为“内控外联”。 

“内控”：在核心保护范围内严禁“拆旧建新”。规划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以“重点保护、

合理保留、普遍改善、局部整治改造”的指导思想进行整体控制。 

“外联”：陈白村是侨丰村下属多个自然村之一，通过村道与其他村庄相联系，其自身村

落用地及规模有限，需要与其他自然村共享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及公用设施，村庄用地布局规划

需与其他村落一起统筹考虑，便于管理同时也利于公共设施的共享和对传统村落的保护。 

 

2、 传统村落用地调整 

（1）对文物及建议历史建筑用地性质进行适当调整，变更不符合相关保护要求的用地性质。 

调整原有村庄用地规划，利用陈白林氏侨厝、陈白林氏祖宅、陈白杨氏厝、陈白汪氏厝等

文物及建议历史建筑作为各类文化展示场馆使用。 

（2）保留陈白村居住功能的基础上设置部分混合式功能用地。 

在保持传统风貌建筑内部空间尺度和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传统风貌建筑进行改造，

添设现代生活起居设施，改善居住条件；适当增加旅游服务功能，如传统民居旅馆、农家旅舍、

特色茶馆、传统工艺馆等，完善配套服务设施。 

（3）充分利用宅前屋后空地，实施房间屋后菜地化，打造微田园。 

利用宅前屋后闲置地设置小块绿地，加强宜人尺度的庭院绿化，推动村民房前屋后多种树、

种果树乔木，为传统建筑增添绿色生机。 

 

土地利用规划一览表 

用地

代码 
用地名称（规划） 

用地面积   

(m²)              

占建设用

地（%） 

占规划总

用地（%） 

 

村建设

用地 

村民住宅用地 
村庄混合式住宅用地                6775 8.74 5.54 

V 

住宅用地 38600 49.78 31.54 

村庄公共        

服务用地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 
19415 25.04 15.87 

村庄公共场地 1670 2.15 1.36 

村庄基础        

设施用地 

村庄道路用地 10880 14.03 8.89 

村庄交通设施用地 200 0.26 0.16 

合计 77550 100 63.37 

N 非村庄建设用地 对外交通设施用地 0 
 

0 

E 非建设用地 

农林用地 43420 
 

35.48 

水域 1410 
 

1.15 

合计 47195 
 

38.57 

规划总用地 122370 
 

100  

 

第二十七条 公共设施规划 

陈白村是侨丰村下属多个自然村之一，由于自身村落用地及规模有限，需要与其他自然村

共享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及公用设施 

公共设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备注 

1 陈白村文化活动中心 陈白村礼堂 内设表演舞台、广播站、老人

活动中心等。 

2 侨乡文化展示馆 陈白林氏侨厝  

3 传统文化展示馆 陈白林氏祖宅  

4 宗教文化交流场所 龙泽胜境 包括林氏支祠前小广场 

5 乡村图书馆 陈白杨氏厝  

6 村史展示馆 陈白汪氏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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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村委会 陈白村外 设在侨丰村村委会大楼 

8 卫生所 陈白村外 设在侨丰村卫生所 

9 康体活动场所 陈白村礼堂周边广场 包括篮球场、康体健身设施等 

10 公共厕所 陈白村礼堂西侧，汪氏厝  

11 小学 陈白小学 包含幼儿园 

 

第二十八条 道路交通规划 

1、 对外交通规划 

陈白村对外主要道路为现状侨丰路，道路宽度6~7米，为水泥路面。 

2、 传统村落内部道路系统 

陈白村内部道路共分三级：村庄干道、村庄支路、步行巷道。 

村庄干道：现状村庄干道为水泥路面，道路宽度为6~7米。规划建议保持现状，对部分破

损路面进行修补。 

村庄支路：现状村庄支路以水泥路面为主，部分路段为沙石土路，道路宽度为3~4米。规

划建对村庄支路进行梳理和整治，采用石材、卵石等乡土材料按传统样式进行重新铺设。 

步行巷道：规划对村庄内部主要步行巷道进行梳理，保留其原有石板路，对部分破损路段

采用乡土材料进行修复。在保持原有小路及巷道空间尺度的前提下对现有街巷进行梳理，从而

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连续舒适的村落步行交通系统。 

清理修补原有乡间土路及田埂路。 

3、 静态交通设施 

利用村庄干道侨丰路东侧的现状空地，结合规划的公交站点设置了1处停车场，面积为250

平方米，小车泊位5个，可临时停靠公交车及旅游大巴车辆，主要满足外来旅游车辆使用。 

 

第二十九条 环境整治规划 

1、 传统村落街巷空间及公共场地的环境整治 

（1） 利用传统的材料及技艺对残破的建筑立面进行修缮，使其恢复传统风貌。 

（2） 将空闲地修整作为休闲场地,利用竹子或木头等当地材料制作休闲小品，清理杂物，规

范设置垃圾点及晒衣架，对垃圾进行分类。 

（3） 推动村民房前屋后多种树、种果树乔木，房前屋后菜地化，形成菜地果林“微田园”。 

（4） 对村落排水沟及水塘进行疏理，提升场地的排水能水，改善村落的水环境。  

（5） 对街巷两侧不协调的建筑进行立面整治。 

2、文物建筑及建议历史建筑周边的环境整治 

（1） 利用传统的材料及技艺对损坏的建筑部分进行修缮，使其恢复传统风貌。 

（2） 保持、修缮院落的地面铺砖，清理垃圾和杂物，可用石头和植物进行适当的点缀。 

（3） 根据规划设计，结合以后的功能，在不改变原有建筑格局及风貌的前提下，进行二次

修缮设计，加强消防及安防设备。 

3、传统村落的绿植及名木古树整治 

（1） 利用竹子、石头等当地材料，在闲置地周围建起篱笆，做好卫生。 

（2） 提升街巷周边的绿植，可保留一些原生植物。 

（3） 利用条石制作树池，加强古树保护的同时为游人及村民提供驻足纳凉休憩的场所。  

 

第三十条 居住条件提升规划 

对古村内的传统风貌建筑内部进行修整。对民居建筑，重点清洗内部构件并对建筑内部杂

物进行清理；改造卫厨设施，厕所由旱厕改水厕，配置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改善采光条件，对

建筑外立面（如墙体、门窗、屋顶）进行修缮切实改善村民居住环境质量。对公用建筑，保留

原有空间形式加以改造，用于相关民俗文化的展示和体验。另外整理宅前屋后闲置土地，种植

当地果蔬，美化外部环境。 

 

第三十一条 给水工程规划 

1、生活给水工程 

基于陈白村的性质，其用水量主要是居民和游客的生活用水。规划区总人口为 360 多人，

居民用水定额 120L/人.d，游客用水定额（住宿 180L/人.d、非住宿 80L/人.d）。最高日用水量

约为 92.69/d。日变化系数取 Kd=1.5，时变化系数取 Kh=2.0。 

2、供水方式 

规划区的供水方式采用市政自来水直接供给。 

3、给水管网 

本规划区从市政给水干管上引入一条 DN150 干管供往陈白村，供水干管沿道路敷设，给水

管材建议采用给水 Pe 管。给水管网按设计秒流量设计，并按同一时间内发生 1 起火灾时的消

防用水量 15L/S 校核，火灾延续时间以 2 小时计。 

（4）消防给水系统 

为保证消防供水，规划在陈白村村沿主干道给水管每间距 80-120 米设一套室外消火栓，保

护半径小于 150 米，连接室外消火栓给水干管管径不小于 DN100。在传统建筑附近设置消防水

喉。由于陈白村距离市区较远且古建筑多为木质结构，为确保消防灭火的及时性，减少火灾损

失，建议陈白村成立灭火自救队，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水枪、水带和移动水泵，配备两辆四

轮山地消防摩托，并由消防队进行灭火培训，训练灭火自救队员使用消防器材灭火的基本技能，

不定期的举行消防演练。 

 

第三十二条 排水工程规划 

1、排水体制 

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的要求，考虑陈白村的现状及环保的要求，规划拟定陈白村的

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2、污水工程规划 

（1）污水量预测 

陈白村最高日用水量为 92.69m3/d，污水综合转化及收集系数取 90％，平均日变化系数取

1.5，则本区平均日污水量约为 55.62m3 /d。 

（2）污水处理 

规划区内的生活污水经三格化粪池处理后的引入田间或林地，用于灌溉用水。对住户相对

集中的生活污水采用三格化粪池处理并经埋地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进行深化处理后，尾水排

入农田或林地消纳吸收利用。 

（3）污水管网 

结合总体布局和地形，规划沿道路、雨水沟渠及溪流布置污水干管，管径 DN200，管材采

用 UPVC 双壁波纹管，敷设坡度不小于 0.006。 

 

3、雨水工程规划 



 
 

福建清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11 福清市陈白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2019-2035年)———规划文本 

（1）暴雨强度公式 

采用福清市暴雨强度公式： 

q=1220.705*(1+0.505lgTe)/(t+4.083)0.593  

式中：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t——降雨历时（min），t=t1+t2 ; 

t1——为地面积水时间，取 t1=10 分钟; 

t2——为雨水在明沟中流行时间； 

Te——设计重现期（a)，取 2a。 

（2）雨水量设计流量计算 

公式采用：Q=q·ψ·F 

式中： Q——雨水管道的设计流量(L/s)； 

F——排水面积(hm2)； 

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ψ——径流系数取 0.65。 

（3）雨水沟渠 

规划充分利用现有雨水沟渠，对现有明沟进行清淤整治和疏通，保证雨水有组织的收集，

就近排入水体或农田。根据村庄地形、地块排水方向、道路坡向及冲沟的位置采用“低侧式”

布置雨水沟渠，可采用明沟与暗沟相结合的方式，在卫生条件要求较高和人员活动频繁地段的

明沟加设盖板。村内排水沟可结合道路及用地布局进行布置，对村内排水沟进行截弯取直，规

划区内雨水就近分散排入渠道中。 

 

第三十三条 电力工程规划 

1、用电负荷预测 

考虑现代农村用电量需求，故本次规划户均综合用电指标取 12kW/户，具体计算如下：常

住人口规模为 360 多人，约 92 户，按 12kW/户计，取需要系数 0.45，计算负荷为 497kW。 

2、电力设施 

（1）规划设置 1 个负荷中心设一个变配电房，拟设两台 500kVA 变压器。 

（2）用户采用“一户一表”的计量方式，电能表应集中安置在计量表箱内。 

（3）为了保护古村的传统建筑风貌及景观，远期低压电缆线路一律采用埋地敷设。管线埋深

不应低于下列要求：车行道下不应小于 0.7m，绿化、人行道不应小于 0.5m。线路过道路

时应穿钢管保护。 

（4）规划沿村内道路敷设路灯电缆，控制方式采用手控、光控或时控。 

3、通信工程规划 

（1）电话、宽带业务量 

采用 FTTH，利用光纤复用技术实现电话、宽带两网合一。每户引入一芯光纤。 

（2）有线电视业务量 

有线电视均采用 FTTH 系统。 

（3）线路均采用埋地敷设方式，管线埋深不应低于下列要求：车行道下不应小于 0.7m，绿化、

人行道不应小于 0.5m。线路过道路时应穿钢管保护。 

 

第三十四条 环卫设施规划 

1、 垃圾处理 

（1） 采用“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模式。 

（2） 安排专门保洁人员进行清扫，每家每户配备干湿分类垃圾桶，引导村民进行垃圾分类。 

（3） 在规划区内按现状垃圾收集箱情况和服务半径设置 1 处垃圾收集点。 

（4） 村庄内按照 70 米的服务半径增置 14 个垃圾箱，并在公共停车场、公共设施等出入口附

近设置垃圾桶。 

 

 

2、 公共厕所 

陈白村现有水冲式公厕1处，建筑外观与传统建筑风貌不相协调的，规划建议给予整治改

造，使其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同时结合公共建筑另设置1处水冲式公厕，对外开放，供村民及游人使用。 

 

第三十五条 综合防灾规划 

1、防灾避险体系 

（1） 规划区需要应急避难人口约为 360 人。 

（2） 防灾指挥中心设在陈白村文化服务中心处。 

（3） 规划将防灾避险分为紧急避险疏散场所、固定避险疏散场所二个等级。将健身活动场地、

公共停车场、公共绿地等作为急避险疏散场所；将民俗文化广场作为固定避险疏散场所。 

2、消防规划 

消防规划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居安思危，综合减灭”十六字方针。 

（1） 建立健全的消防安全宣传网络，大力宣传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增加居民的消防法制观念

和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救火设备使用知识，做好设备养护工作，充分利用村民人力、物

力开展灭火自救工作。 

（2） 传统村落保护核心区耐火等级较低、相互毗连的建筑密集区必须纳入近期改造范畴，提

高耐火等级，积极采取防火分隔，开辟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 

（3） 村庄规划采用瓶装天燃气或液化石油气，远期电力架空线向排管埋地敷设过渡，室内线

路包绝缘套管。 

（4） 为保证消防供水，规划在陈白村沿主干道给水管每间距 80-120米设一套室外消火栓，保

护半径小于 150米，连接室外消火栓给水干管管径不小于 DN100。在传统建筑附近设置

消防水喉。核心保护范围内的街巷两侧每隔 30 米设置 5kg干粉灭火器两具。 

（5） 为确保消防灭火的及时性，减少火灾损失，建议陈白村成立灭火自救队，并配备一定数

量的消防水枪、水带和移动水泵，配备两辆四轮消防摩托，并由镇消防队进行灭火培训，

训练灭火自救队员使用消防器材灭火的基本技能，不定期的举行消防演练。 

（6） 当发生火灾时，村民应立即通知灭火自救队，由灭火自救队向区消防中队请求支援，并

组织广大群众参与灭火。灭火过程中，坚持以保护重点文物不被破坏，保证人身安全为

原则实施救援。 

3、抗震减灾规划 

（1） 陈白村属非重点抗震防灾区域，从安全角度出发，仍考虑相应的设防要求和措施，提高

防灾能力。对生命线工程如交通、电力、通信、给排水等设施应提高一级设防。 

（2） 建立完善的路网结构，形成畅通的交通疏散体系，将公共场地、停车场、陈白村小学等

作为灾害避难及疏散场所，规划布点应结合防灾避难要求，疏散半径控制在200米以内。 

（3） 采用强度较高的材料加固或规划区范围内危房，加强房屋各构件之间的连接，增强整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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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高原有建筑的抗震能力。 

（4） 修复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新建房屋及构筑物必须按照现行《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J11-89》进行抗震设计、施工，抗震设防烈度需达到6度以上。 

（5） 加强地震监测，提高监测水平。宣传地震防灾知识，提高地震应急工作水平。 

4、防洪及防地质灾害规划 

（1） 防洪标准按10年一遇，防山洪标准按10年一遇，排涝标准按5年一遇。 

 

（2） 由于村庄部分建筑依山而建，所以可采用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消除山洪危

害。工程措施主要是在村落北侧山体修建截洪沟；生物措施主要是植树、种草，控制水

土流失，削减洪峰。对侵占排洪沟的临时构筑物、垃圾和杂物等进行清理，加强对排洪

沟及截洪沟边坡和沟底的保护。 

（3） 要求村庄任何建设项目在建设之前，都必须进行地质勘探，所有设计必须依据地质勘探

报告书，所有建设须采用经会审通过的图纸进行施工。加强基础地质灾害调查工作，特

别对房前屋后高陡边坡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调查，制定和实施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应急预

案，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搬迁隐患地段住宅。 

 

第六章 分期保护规划和实施保障措施 

第三十六条 分期保护规划 

1、 近期（2019-2021 年） 

主要目标是提升村庄整体面貌。重点抢救濒危的文物单位和历史建筑，梳理传统街巷，保

护历史环境要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对环境卫生的治理，逐步完善陈白村的各种功能和基

础设施。近期环境卫生整治要达到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完成“一革命四行动”。 

2、 中期（2022-2026 年） 

构建完整的古村面貌，修缮陈白村内的历史建筑，完成陈白村传统风貌建筑的改善工程。 

3、 远期（2027-2035 年） 

完成古村内风貌不协调建筑的整治改造工程，由核心保护区逐步向建设控制地带延伸，使

陈白村历史风貌得到全面保护，在延续居住功能的同时，充实文化、旅游功能，提升传统村落

文化氛围，使传统村落保护进入良性循环的过程。 

 

第三十七条 近期保护内容 

1. 按规划要求严格控制陈白村内的各类建设活动，不得继续进行破坏传统村落历史环境、风

貌及建筑的活动。 

2. 严格控制建筑的使用功能，禁止进行污染严重、可能危及文物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使用活动。 

3. 对传统村落内危旧的文物单位和历史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尽快做好加固维修工作，避免

自然灾害时坍塌事故的发生。 

4. 加强环境卫生的治理，增设公厕、果壳箱、垃圾收集点等环卫设施，增加保洁人员的配备。 

5. 对文物保护点和历史建筑，按规划要求进行保护性修缮，使之得到有效保护与利用。 

6. 保护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陈白村的传统特色民俗活动、婚丧嫁娶、华侨事迹等进

行发掘、整理，保护并加以传承。 

7. 进行传统民居的室内现代化改造和立面整治，拆除与整体环境不协调的新建筑、搭建建筑，

通过整理环境、传统建筑修复，恢复历史风貌。 

8. 加强基础设施的配套，更换老化的电线、增设化粪池、通讯设施，改善整体环境。在传统

建筑室内设置消防砂箱、灭火器等消防设备，对传统建筑与建筑材料进行防火技术处理，

消除火灾隐患。 

9. 建设配套停车场、建立解说标识系统，初步构建村庄旅游线路，逐步开展文化游、生态游

等旅游项目，将保护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近期实施内容一览表 

 

主要

任务

类型 

项目

序号 

项目名

称 
三年总任务 

分年度任务 
投资估

算（单

位：万

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传统 

建筑 

保护 

利用 

示范 

1-1 

重点文

物单位

及建议

历史建

筑的保

护与修

缮 

启动陈白林氏

侨厝、陈白林氏

祖宅等的保护、

修缮工作，并整

治其周边环境

景观。 

对陈白林氏

侨厝、陈白林

氏祖宅进行

测绘建档、图

则编制，开展

保护修缮工

作 

完成陈白林

氏侨厝、陈白

林氏祖宅的

保护修缮 

整治周边环

境景观 
100 

1-2 

重点文

物单位

及建议

历史建

筑的活

化利用 

推进陈白林氏

侨厝、陈白林氏

祖宅等的活化

利用 

结合修缮工

作，制定活化

利用方案，确

定修缮建筑

的利用功能 

继续推进陈

白林氏侨厝、

陈白林氏祖

宅等的活化

利用 

全面推进陈

白林氏侨厝、

陈白林氏祖

宅等的的活

化利用。  

10 

防灾 

安全 

保障 

2-1 
加强消

防设施 

按传统村落保

护规划要求完

善消防安全设

施，主要增设消

防栓及灭火器。 

蓄水池、消防

取水点的建

设，消防器材

配备 

消防指引标

志，消防宣传

设施建设 

和供水管网

同步进行消

防栓建设 

 

5 

 

2-2 

古民

居、文

物点监

控设备

安装 

古民居、文物点

安装监控摄像

头。 

古民居、文物

点安装监控

摄像头 

  

 

5 

 

历史 

环境 

要素 

修复 

3-1 
古桥、

古井 

对陈白村古桥

（2 座）、古井

（1 口）进行保

护修复。 

对古桥、古井

进行梳理建

档、环境整

治、抢救性保

护 

开展对古桥、

古井的修复 

全面完成对

古桥、古井的

修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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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古树 

名木 

对陈白村现有 6

棵名木古树进

行保护，建立古

树名木普查档

案。 

对古树进行

梳理建档、环

境整治、抢救

性保护 

开展对古树

的保护 

全面完成对

古树的修复 
6 

非物

质文

化遗 

产 

4 

非物质

文化传

承 

促进非物质文

化传承活化 

调研梳理当

地代表性非

物质文化项

目，提出活化

传承措施，并

启动实施。 

改善传承条

件，恢复传统

场所，明确项

目传承人 

形成品牌，传

承文化，促进

“一村一品”

产业发展 

5 

基础 

设施 

和环 

境改 

善 

4-1 

村庄房

前屋后

整治 

按美丽乡村建

筑要求，整治房

前屋后，开展三

清工作。 

整治房前屋

后，开展三清

工作，清理村

域范围内陈

年垃圾、生产

农具乱堆等

卫生死角 

整治清理道

路、溪流、沟

渠、池塘、房

前屋后及公

共场所等 

整治清理道

路、溪流、沟

渠、池塘、房

前屋后及公

共场所等 

10 

4-2 
村庄公

厕改造 

拆除所有旱厕；

对公厕及周边

环境进行整治

提升。 

拆除全村内

所有旱厕 

对现有水冲

式公厕及周

边环境进行

整治提升 

对现有水冲

式公厕及周

边环境进行

整治提升 

15 

4-3 
道路交

通改善 

规划停车场改

造； 

部分村庄路面

采用传统样式

进行改造； 

 

规划停车场

改造 

部分村庄路

面采用传统

样式进行改

造 

部分村庄路

面采用传统

样式进行改

造 

50 

4-4 
给水系

统建设 

完善传统村落

的给水系统建

设。 

结合村自来

水工程建设

项目，改善传

统村落自来

水管网 

商定规划区

用水量要求

和消防用水

的要求。 

商定规划区

用水量要求

和消防用水

的要求。 

10 

 

4-5 
排水系

统建设 

加强对排水系

统规划 

加强对排水

系统规划，建

设雨污分流  

规划疏通明

沟、水塘 

规划疏通明

沟、水塘 

10 

 

4-6 

村庄生

活垃圾

治理 

新建垃圾集中

收集点一处； 

配置200对小型

干湿分离垃圾

新建垃圾集

中收集点一

处；配置200

对小型干湿

将居民的生

活垃圾、农业

生产所生产

的季节性垃

将居民的生

活垃圾、农业

生产所生产

的季节性垃

3 

桶。 分离垃圾桶。 圾处理加以

利用 

圾处理加以

利用 

4-7 
整治村

庄杆线 

梳理村内线

路、； 

完善村庄路灯

建设。 

梳理村内线

路、整治倒伏

歪斜杆线 

拔除、清理村

庄废弃杆塔、

线路 

完善村庄路

灯建设，改造

整治部分路

灯 

10 

4-8 
村庄水

体治理 

整治村庄内水

道，驳岸生态化

处理，建议增设

条石护栏。 

整治村庄内

水道 

驳岸生态化

处理 

建议增设条

石护栏 
20 

4-9 
推进村

庄绿化 

充分利用山体、

水系、庭院打造

菜地果林“微田

园”。 

利用山体、水

系、庭院以及

闲置地进行

植树造林、湿

地恢复 

推动村民房

前屋后多种

树、种果树乔

木，房前屋后

菜地化，形成

菜地果林“微

田园” 

推动村民房

前屋后多种

树、种果树乔

木，房前屋后

菜地化，形成

菜地果林“微

田园” 

20 

村民

参与 
 

长效机

制健全

情况 

健全长效机制 

制定村规民

约，推动设立

专门的管理

机构或队伍，

引导热心村

民、乡贤参与

成立保护理

事会 

推进制度实

施，达到基础

设施维护、环

境卫生管护

等制度常态

化运行。 

进一步健全

长效机制，鼓

励机制创新，

形成村民主

体、共同缔

造、常态化运

行的良好局

面。 

5 

合计       287 

 

第三十八条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1、 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管理职能； 

2、 健全传统村落行政管理制度； 

3、 建立资金保障制度； 

4、 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实施细则； 

5、 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督机制； 

6、 培养稳定的传统村落管理人员和古建筑维修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