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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友好视角下乡村社区健康景观更新研究——以

孝南区东山头杨家湖村为例
朱嘉欣 1,2 黄雪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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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双重背景下，乡村社区适老化健康环境建设成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议题。

本研究基于老年友好理论，构建包含“用户需求-环境评估-问题识别-策略响应”四维框架的乡村社区健康景观

更新体系。以孝感杨家湖村为例，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系统分析老年人（常住）、社区管理者及探亲人员（非常

住）三类主体对健康景观的空间需求。研究发现，当前乡村社区健康景观存在亲子设施不足、河沟空间利用率低、

停车场地规划失序及卫生环境待改善等突出问题。据此提出：（1）植入代际互动设施促进社会融合；（2）优化

滨水空间适老性设计；（3）建立分级停车管理系统；（4）构建“洁化-美化-生态化”三级环境治理模式。研究

成果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老年友好型社区环境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设计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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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健康中国”战略建设，并把

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

要抓手
[1]
。2017 年湖北省出台了《“健康湖北 2030”行

动纲要》，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变，从

依靠卫生健康系统向社会整体联动转变
[2]
。健康与景观

关系密切，通过营造良好的景观环境能够恢复或保持人

的身心健康
[3]
。当前健康景观研究多为城市社区研究，

对乡村社区关注较少，在研究视角上可微观深入
[4]
，本

项目将研究对象关注到广大乡村社区的老年群体。基于

老年友好视角，以湖北孝感杨家湖村为例，对社区内用

户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其真实诉求以提出改善策略与方

案。

1 老年友好乡村社区健康景观更新流程

本文通过乡村社区用户分析、乡村社区调查、问题

与策略构建老年友好视角下的社区健康景观更新体系

（如图 1所示）。主要流程如下：

（1）乡村社区用户分析。对社区用户调查研究分

为社区内部老年居民（常住）、管理人员与探亲人群（非

常住）三类用户。

（2）乡村社区调查。对乡村景观环境现状进行实

地踏勘以发现真实问题。采取访谈法与村委会、村民代

表交流，初步了解村内不同利益方的诉求。结合现场踏

勘、初步访谈观察结果，进行社区老年居民、管理人员、

探亲群体的问卷调查，并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发放。

（3）问题与策略。分析访谈与问卷反馈结果，从

亲子设施、河沟空间、停车场地、卫生环境四个方面总

结现状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更新策略。

图 1 老年友好社区健康景观更新流程图（图片来源：作

者自绘）

2 杨家湖社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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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乡村概况

杨家湖村位于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镇，其中杨家湖

村第五组居住农户为 44 户，总人口数为 158 人，该组

于 2016 年 7 月经历特大洪水，导致全部居民受灾，房

屋严重倒损。受灾前群众房屋是零散修建的砖瓦房，灾

后重建为二层楼房，村湾环境较好。该村老龄化程度较

高，年轻人多在市区及东山头工业园工作，节假日返村。

故村内日常居住多为老年人，日常活动为伺弄菜园、照

顾婴幼儿。

2.2 调查过程

2.2.1 村委会访谈

研究团队与杨家湖村第五组村委会负责人及村民

代表进行访谈，得出该村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缺乏亲子互动设施、河沟空间环境较差、停车场地不足、

卫生环境较差。

2.2.2 问卷调查

针对乡村社区健康景观环境设计满意度调查问卷，

共发放 80份，回收有效问卷 72份。其中针对村委管理

人员回收有效问卷 4份，面向村内老年人群体回收有效

问卷 32份，面向返乡探亲人群回收有效问卷 36份。该

村老年居民对卫生环境、河沟环境空间问题满意度最低，

对亲子互动设施与停车空间现状满意度较低。社区外管

理人员与探亲群体对停车、卫生、亲子活动设施问题满

意度最低，对河沟空间满意度较低。

3 杨家湖村健康景观现状问题

3.1 亲子设施

经过灾后重建，该村环境品质得到了较大提升，村

民更注重精神的交往。村内具有休闲广场，包含健身器

材、休闲座椅等。宅旁空间是村民灵活的非正式空间，

种植蔬果，自搭有晾衣杆，是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

对于老人和学龄前儿童而言，居家时间较多，对户外活

动要求较高。村内自然环境较好，但雨天时缺乏遮风避

雨的活动场地，同时幼童多为老人看护，村内环境缺乏

亲子互动设施。

3.2 河沟空间

该村沿水而建，河岸为自然护坡，村民沿坡自发改

造成菜地，生态环境较好。但缺乏安全护栏与警告防护

措施，对于老幼群体具有较大安全隐患。河沟沿岸缺乏

系统性的滨水步道连接，现有路径坡度较大，不符合适

老化设计要求。少量村民自行设计了垂钓木栈道，但安

全系数较低。同时河岸未统一进行亲水、休闲空间的规

划设计。

3.3 停车空间

该村社区道路空间较为有序，具备方正路网体系与

一个休闲广场。但该村缺乏集中停车场与新能源车位，

返乡群体机动车停车空间存在严重不足，多停于路边或

占用休闲广场，人车未分流，这也是当前乡村普遍的停

车现状。同时，缺少非机动车停车充电棚，电动车在自

家门口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3.4 卫生环境

村内沿道路设有垃圾桶，位于农田或沟渠旁，易受

风雨侵蚀导致垃圾外溢。夏季腐坏加速，清运频率不足，

气味较大。同时未实施垃圾分类处理，厨余垃圾占比较

高。桶体高度较高，超过老年人舒适投递高度（60-70cm），

缺乏防臭设计，夏季氨气浓度较高。

4 杨家湖乡村社区健康景观更新策略

4.1 植入代际互动设施

理论研究表明，代际互动设施的设置具有显著的社

会价值和健康效益
[5]
。针对现状问题，提出更新策略：

（1）空间组织应遵循"动静分区+弹性边界"原则
[6]
，采

用矮墙、绿篱等软隔离方式划分功能区域；（2）设施

配置需满足适老化标准，设置适老型座椅（带扶手和靠

背）、双标高洗手台等无障碍设施；（3）增设风雨连

廊和半室外活动棚，确保全天候使用需求；（4）植入

具有地域性代际协作设施，设计可调节高度种植槽、传

统民俗游戏装置等。

4.2 优化滨水空间适老性设计

基于该村河沟空间现状，提出“安全为本、生态为

基、适老为要”的更新策略。首先，构建三级安全防护

体系：针对水深超过 1m 的高危区，采用仿木桩与铁链

组合护栏，配套安装太阳能 LED 警示地灯；对村民自发

建设的垂钓木栈道进行标准化改造，拓宽至 1.5m 并设

置双道护栏，配置应急救生设备。其次，建立适老化交

通系统：沿自然等高线重构滨水步道网络，危险路段设

置连续扶手；保留现有土路作为次级路径，通过增设踏

步石和休息平台提升适老性。第三，植入复合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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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留原有养殖区和菜地的基础上，通过统一围栏规范

种植范围；新增适老活动节点包括观景平台、亲水台阶

和多功能晾晒区。

4.3 建立分级停车管理系统

针对停车空间现状问题，提出“分级供给、智慧引

导、弹性共享”的停车空间优化策略。首先，构建三级

停车供给体系：（1）在村庄主入口设置集中式停车场，

配置 30个标准车位（含 20%新能源充电车位）并采用透

水植草砖铺装；（2）利用宅间闲置地设置组团停车区，

每组布置 6-8 个生态停车位，设置共享充电桩；（3）

在主要道路单侧划设限时停车带，通过可升降隔离桩

（高度 80cm）实现时空分时利用。其次，完善非机动车

设施网络，设置智能停车棚，配备 4-6 个智能充电口，

采用阻燃材料建造。第三，建立智慧管理平台，通过车

位检测器和 LED 诱导屏构建停车引导系统，并开发村民

专用 APP 实现车位预约。

4.4 构建"洁化-美化-生态化"环境治理模式

基于杨家湖村卫生环境现状调研内容，提出“洁化

-美化-生态化”环境治理体系。首先实施洁化工程：（1）

更换适老化分类垃圾桶（高度 65cm，投递口直径≥30cm），

采用脚踏式开盖设计并内置活性炭过滤层；（2）优化

垃圾点布局，设置分类收集站，配备遮雨棚和防渗底盘。

其次推进美化改造：（1）在垃圾收集点周边种植驱蚊

植物；（2）采用本土建材进行景观围合。最终实现生

态化升级：（1）建设阳光房式厨余垃圾处理站，通过

好氧发酵工艺转化为有机肥；（2）设置蚯蚓塔处理可

降解垃圾。

5 结语

乡村社区作为老年人日常活动与社会交往的重要

载体，其环境品质直接影响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与健康

福祉。本研究基于老年友好视角，通过构建“用户需求

-环境评估-问题识别-策略响应”四维框架，对孝感市

杨家湖村健康景观展开系统性研究。研究表明，当前乡

村适老化环境建设突出问题集中在亲子设施、河沟空间、

停车空间、卫生环境四个方面。通过植入代际互动设施、

优化滨水适老设计、建立分级停车系统以及实施三级环

境治理模式，实现物质环境改善与社会功能提升的双重

目标。后续研究将重点关注以下方向：（1）探索低成

本、易维护的适老化技术解决方案；（2）探索基于地

域性的代际融合模式与路径。本研究为乡村振兴背景下

的健康环境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其方法论亦

可拓展应用于同类社区的适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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