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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干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的部署，按照广东省住建厅《关于推进全省设计下乡工作的通知》、《广东省农
房风貌管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江门市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行动方案》等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
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农村住宅设计水平，引导村庄住宅建设走上规范统一和富有地域特色、乡土气息、文化魅力的
道路，实现恩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目标，恩平市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恩平市农房风貌管控提升指引》(以下简称
《指引》)，《指引》涵盖了农村住房风貌具体管控要求，包括建筑色彩、建筑高度、建筑屋顶、建筑墙面、建筑细部、
特色元素、材料构造等具体管控要求及附图;《指引》设计了广府风格、侨乡风格、五邑风格、现代风格的农村住房建
筑方案，供村民建房选用或参考；并开展了恩平市农村“赤膊房”美化改造试点工作，对农村赤膊房现状风貌进行梳理
提出相应的改造方案。

《指引》结合恩平市农村住宅建设现状，在节约建设用地、优化农村住宅功能，提升建筑特色风貌等方面作出了
有益的探索，设计方案对新建农房采取“控高、控向、控色、控样”等措施，对现状农房可结合村庄实际情况，采取多
种方式进行风貌管控。结合拆旧建新，引导村民推进特色农房建设，传承传统民居建筑文化，逐步改善“有新房没新村、
有新村没新貌”的问题，较好地体现出地域特色，对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丰富新农村形象起
到管控性作用。“赤膊房”美化改造方面，按照“三统一”(即: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外观风格、统一外墙色彩)要求进行
美化。结合本市传统文化符号和建筑特色，采用本土材料、新型材料、绿色建材等对“赤膊房”外立面进行改造。

全市各级政府与部门要高度重视新农村住宅建设，根据当前恩平市新农村建设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要求，加
大宣传推广力度，让广大村民充分了解《指引》的内容，引导村民转变建房方式和建房观念，指导村民科学使用本《指
引》，既要大力宣传推广优秀的设计方案，又要结合实际情况考虑经济可行性，防止生搬硬套。同时，要及时帮助村民
解决建设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做好有关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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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编制目的
       针对恩平市存量农房杂乱、风貌缺失等问题，通过农房报建和风貌管控试点，对新建农房采取“控高、控向、控色、控样”

等措施，对已有农房结合村庄实际情况，采取微改造方式进行风貌管控。开展恩平市农村“赤膊房”美化改造试点工作，按照

“三统一”(即: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外观风格、统一外墙色彩)要求进行美化。结合拆旧建新，引导村民推进特色农房建设，传承

传统民居建筑文化，逐步改善“有新房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的问题。

1.2 适用范围
      本次指研究范围为恩平市域，总面积1693.92平方公里，项目研究对象为市域范围内的乡村。

1.3 编制依据
1.3.1  恩平市村庄规划

1.3.2《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 GB 50180 - 2018 )         

1.3.3《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352 - 2005 )                     

1.3.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2018年版)   

1.3.5《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 - 2014 )    

1.3.6《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1.3.7《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

 其它相关国家、部、省市现行规范规程

0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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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制原则

0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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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年代建筑进行摸查和评估，对结构等关键因素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要

谨慎处理，在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前提下，提出稳妥的改造提升方案，为建筑风貌

提升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深入挖掘乡村建筑文化特色，推进优秀文化的发展，尊重历史，延续文脉，

保护和传承恩平市多元文化底蕴，突出地方特色建筑的原真样貌，助力乡村文化

振兴。

尊重自然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各地区差异性和发展情况，强调现代农房的美

观特性，注重功能、形态、材料、工艺、色彩的有机统一，展现砌筑方式的多样

性，因地制宜、构造简单、风格简洁的提升农房风貌美观性。

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提升需保持村庄格局的风格和色彩的整体性，突出街巷、

组团的空间肌理和连片风貌，通过连续的线性要素串联村内典型空间，延续村落

空间格局。

尊重农村发展规律，平衡好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和思想接受能力的关系，尽量

避免使用价格昂贵的材料和工艺，杜绝过度装饰，尽量使用地域乡土材料和简单

易操作的工艺，降低改造成本，以实用、特色和现代的形式指导农房建设。

打造有序渐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多方共谋、共建、共管、

共享，有序营造农村住房风貌，形成有序渐进的长效机制，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

境，创造幸福乡村生活。



种类杂乱，风貌不一
由于长期以来农房建设管理制度缺失，造成大多数村庄

自发建设，缺乏规划引导，这种情况对于处在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地区的农村来说更为明显。

观念缺失，缺乏审美
由于各村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对农村住房建筑风貌的发

展带来了极大影响。由于缺乏对原有住房建筑特色的延续和

保护，导致部分村落建筑风貌缺乏文化底蕴，缺乏对山水田

园环境、历史文化资源等的利用，进一步导致人们对乡村地

域的认同感和故乡归属感日益消失。

方法老旧，安全隐患
农村住宅大多采用传统建设模式，缺乏施工图设计指引，

部分农村住宅建设方法较为老旧，工程结构不合理，住宅建

筑设计未能完全满足相关防火设计规范要求，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一些现代化的建筑节能技术没有得到普及应用。

1.5 恩平市农房风貌现状总结

新建立面破坏原有风格

管线杂乱暴露赤膊房立面未处理

建筑造型风格不统一 建筑立面风格不统一

老旧建筑未能及时修复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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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总结
通过对恩平市农房风貌现状的详细系统分析，总结各类农房现状存在迫切需要更新改造的问题，也能挖掘现状农房蕴含广府、

五邑、侨乡、现代建筑特色风格元素，通过系统的分析总结提炼，为下阶段开展恩平市农村住房风貌建设引导工作提供充实的依

据和更优质高效的指引。

侨乡风格广府风格

现代风格五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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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传统文化
我国传统屋顶形式为坡屋顶，可考虑在特定片区立面改造时，为现有平屋顶增加简化披檐。

关注生产生活
将民居的生产生活功能（排水管网、空调机位、热水器、晾晒等）与建筑本身相结合。如用木格栅对空调机位进行包装，满

足功能的同时，其形式与建筑形态能够融合到一起，不显突兀；对排水管网进行刷漆或刷涂料处理，与墙体颜色保持一致。

突出本地形象
提炼当地建筑元素符号，运用到建筑构件中。

就地取材，降低造价
材料的选用需要有古与今的对比，比如钢构、玻璃、锈石、混凝土等与夯土、毛石、青砖、红砖的组合，先人留下的民俗文

化符号都可以运用新材料进行表达。

1.6 恩平市农房风貌改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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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农房风貌特征主要从建筑色彩、建筑高度、建筑屋顶、建筑墙面、建筑细部、特色元素、材料构造、整体建筑风格等

方面体现，本指引结合恩平市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建设需求，对农房风貌的改造提升提出相应要素的管控指引。

建筑色彩：以各个风貌特色建筑色彩为基调，从建筑屋顶色彩、建筑立面装饰色彩、门窗配置色彩等多方面反映特色建筑风格。

建筑高度：控制建筑首层高度为3.5-4.2米、建筑层数、建筑总高度控制在18米内等，使建筑竖向整齐分布，杜绝出现高低错落

差异过大的情况。

建筑屋顶：建筑屋顶样式的选择应与当地建筑风貌、生活习俗相适宜，应合理控制屋顶与楼梯间的类型与高度关注挑檐的样式与

出挑深度。

建筑墙面：建筑墙面宜采用统一风格和手法处理，保持村庄整体风貌。存量农房立面改造中主墙面设计应根据村庄的风格定位、

地域文化、环境要素，适当增加建筑细节。杜绝出现整村农房色彩风格过度单一或过度混乱的现象。

建筑细部：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宜在细部设计及装饰装修上延续地方传统建筑风貌，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对于不同的改造强度类

型，建筑细部的改造应分类施策

特色元素：充分尊重各地自然人文地理特征，挖掘各地岭南乡村建筑形态特征探索不同文脉、不同风格乡村建筑元素精华的符号

化表达，通过具有文化特征的建筑元素彰显地域文化风貌，传承岭南文化。

材料构造：存量农房外立面改造时建设材料应尽量使用当地资源，充分利用可回收的建筑材料，适当合理节约改造成本。

建筑风格：恩平市新建农房建筑风格推荐有广府、侨乡、五邑及现代四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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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恩平市农房风貌改造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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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现状保护情况说明  
      歇马村建于元朝，2007年恩平市住建局依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编制《恩平市歇马村历史文化保护规

划》，2008年获批实施。

      核心区街巷格局保存良好，但其他传统建筑破败，现代建筑较多。圣堂镇政府排查发现，2008年后新建的16栋村宅占

地约1159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863平方米，多为2-3层，高于周边传统建筑，与已批规划不符，影响村庄风貌。

2.2需要整治修缮内容      

      目前，歇马村的传统民居（非不可移动文物）共 94 栋，

总建筑面积约 13146 平方米，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和破败，

亟待修缮。

       本次指引根据传统风貌建筑的推荐，主要根据传统民

居所在位置周边建筑风格情况，选择传统民居较为集中地

段的传统民居作为推荐传统风貌建筑。本次推荐 77 栋传

统民居作为传统风貌建筑，其中 22栋传统民居残损较为严

重，亟待修缮，总建筑面积 3005 平方米。

9 推荐传统建筑分布示意图

02 农房改造实例歇马村风貌整治



近期整治计划（2024-2025年）
        近期整治主要集中在核心区沿塘地段和主要巷道两

侧。整治内容主要包括传统民居的修缮和现代建筑风貌

整治。

        近期整治范围：临塘坦前两排民居范围，面积约 

6592 平方米，共 35 栋建筑，其中 8 栋建筑为文物保护

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8 栋传统民居，19 栋现代建筑

（包括 1 栋上版规划批复实施以来新建的民居）。

中期整治计划（2026-2030年）
        中期整治的重点内容包括：上版规划批复实施以来，

核心区新建的现代建筑风貌整治改造，振韬祖祠和体胖

梁公祠周边（九巷至十二巷）的传统民居的保护和修缮，

以及该范围内现代建筑的风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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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整治范围示意图

中期整治范围示意图

农房改造实例歇马村风貌整治02

2.3 分期整治计划



远期整治计划（2031-2035 年）
        远期风貌整治主要内容包括其余传统民居的日常维护和修复，以及其余现代建筑的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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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改造示意图1 现代建筑改造示意图2

农房改造实例歇马村风貌整治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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