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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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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奖

展览
序号

18
37
19
3
34
5
35
23
2
7
47
11
8
21

20

6
66
33
49
60
56
36
61
64
48
14
46

68
65
27

55

45
38
1
54
44
10
15
42
31
41
32
26
43

52

63
40
30
39
59
62
12
57
9
4
13
53
17
50
16
22
67
51
58

28

29
24
25

项目设计针对乡村名称

富阳洞桥镇何村坞村

富阳常绿镇双溪坞

缙云县河阳村

临安市里铜锣村

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

富阳常绿镇青龙村

富阳洞桥镇碧东山村

桐庐县富春江镇茆坪村

富阳洞桥镇何村坞村

富阳洞桥镇何村坞村

松阳县杨家堂村

富阳洞桥镇何村坞村

桐庐县富春江镇石舍村

永嘉县岩头镇苍坡村

缙云县古溪村

富阳洞桥镇文村

宁波市庄桥街道灵山村

富阳洞桥镇何村坞村

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

富阳洞桥镇大溪村

余姚市大岚镇柿林村

富阳洞桥镇碧东山村

江山市淤头镇永兴坞村

江山市淤头镇永兴坞村

松阳县杨家堂村

富阳洞桥镇文村

宁波鄞州区章水镇李家坑百步阶
村

宁波市庄桥街道灵山村

象山县高塘岛乡花岙村

嘉兴市潘家浜村

桐庐县富春江镇石舍村

安吉县溪龙乡外黄杜村

富阳洞桥镇碧东山村

富阳洞桥镇文村

富阳新登镇九仰坪村

富阳洞桥镇碧东山村

江山市大陈村

余姚市鹿亭乡晓云村

金华市磐安县乌石村

桐庐旧县镇旧县村

宁波市鄞州区章水镇李家坑村

缙云县岩山下村

松阳县石仓七村

富阳洞桥镇碧东山村

景宁县澄照乡金丘村坑头自然村

江山市淤头镇永兴坞村

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

台州市步路乡西炉村

宁波市鄞州区章水镇李家坑村

安吉县鄣吴村

杭州市萧山区吉山村

桐庐旧县镇旧县村

余姚市鹿亭乡中村

江山市大陈村

临安市里铜锣村

富阳洞桥镇文村

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

桐庐旧县街道浮露桥头
农居点

宁波鄞州区章水镇李家坑村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十七房村

桐庐旧县街道浮露桥头

嵊泗县五龙乡田岙村

余姚市鹿亭乡中村村

奉化市大堰镇大堰村

缙云县河阳村

义乌市何斯路村

天台县街头镇后岸村

嵊州市甘霖镇施家岙村

设计针对家庭类型

三世同堂

三口之家和老人

单纯住宅、住宅与小作坊、住宅
与商业

四口之家

自住+民宿

农居家庭

3~6口之家

三口之家、民宿

4~6口，三代同堂

两户共住（两家六口）

四口之家

三代五口之家

可变设计，适宜三代居、二代居、
一代居以及各种商住混合

两代同堂、三代同堂

Ex city-dewellers，current
inhabitants，researchers，students

五口家庭

1~3代居

三代五口之家

核心家庭、主干家庭

三口之家

柿林村安置村民

两代人

普通家庭

普通

三口之家

3~5人两代家庭

3~5口人家庭

3代居、2代居及1代居等家庭户
型

4~6口家庭

两代居、三代居、家庭经营

适宜二代居、三代居、以家族为
单位的聚居，和居农共建的新模

式

五口之家

3~6口之家

新旧共存的居住单元

两代居及三代居

三代七口

3~5人

当地村民

五口之家

7口之家

3~4口之家

elders，children
三代同堂

两代人及以上

核心家庭：由已婚夫妇和未婚子
女或收养子女两代组成的家庭；
主干家庭：由父母、有孩子的已
婚子女三代人所组成的家庭

普通家庭

主干家庭

3~4口，5~6口，7~10口

3~4口之家

不以务农为主的家庭

三代同堂

二代同堂，3~6
口之家

趋于老龄化家庭

3~6人

三世同堂之家

经营传统/现代手工业的家庭类型

三世同堂

二代居、三代居及四代居

3~5口家庭

农户

三代居

老两口、三口之家、三代同堂

核心

Families，students,
current inhabitants

一个三代五口家庭的发展过程

农家乐

具有戏剧爱好而组建合院的家庭

设计人员

郑文康

王田田

宋曙华、关轶童

朱凯、朱坚

骆高俊、林放、任洲

王俊磊

汤恒

吴正群、李成、虞健

陈林

周功钊

张冲

刘璐

胡笳天、齐杰、于文波

林杰海、陈国芳、赖永彬

Celine CODERCH，Guillaume
COUPEZ，Constance VARIN

顾安婕

曲晓岚、姜芒

林昌炎

郑叶路、俞乐伟、童超超

于侃

王燕、姚立成、邵漪珺

何雅量

叶长青、姜俊华、郑一林

胡慧锋、李哲野、吴佳慧

陈佳宝

黄迪、吴卓凝、蒋佩

金中青、陈妍、蔡志权

胡毓亮、宋婧、蒋婷

潘艳红、王志蓉、蔡志权

梁艳、朱逸峰、谢晨

郑颖华、万上、朱炜

朱晓青、岳凯涛、戴琴

卢子心

王明皓

吴克锁、江源、李昕光

杨隽、蔡诗豪

李锦霞、吴程、孙宇涛

侯玉冰、谢杰、崔建新

朱晓青、叶辉、韩笑

李杰勇、刘春雨、阚乐涛

牛剑炜、俞君波、胡安兵

Max ALLIX，Giovanna Maria
FRAGAPANE，Charlène Vurlod

曹秀文

孙娜佳

黄康、钱俊、李俊杰

胡频飞、周煜

柴镇硕、陆超凡、陈林锋

许智钇、胡沂佳

徐振华、庄致来、黄欢

董晓、张维、肖潇

曾颖、郑熙

罗雅琴

杨斌、王玲红、吴丹

朱振通、余伟、周洲

何建刚

Adam Brillhart、周轶玲、王明皓

沈悦

顾月圆、方远、钟雨龙

胡波杰、许斯斯、李健

徐进、叶乐意、许骏

吴伟进、朱浏嘉、伍胜斌

徐曙光、余瑜、刘舞墨

应杰、王琅琅、马月霞

金洪、张深云、王状威

Laura Biasse，Mariana de
Marsillac Lessa，Marion

Lapierre Auber
方晔、张文志、王永

林麟、金小盛、洪喜

桑月红、鲍一然、陆坚

浙江省“美丽宜居”优秀村居方案设计竞赛获奖名单浙江省浙江省““美丽宜居美丽宜居””优秀村居方案设计竞赛获奖名单优秀村居方案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勾勒秀美村居

浙江省

﹃
美丽宜居

﹄
优秀村居方案设计竞赛获奖名单揭晓

富阳市洞桥镇何村坞村、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桐庐县富春江镇

茆坪村⋯⋯这些村子你去过吗？不久的将来它们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领略原有文化韵味的同时，还能看到设计师们别具一格的惊艳设计。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中国美术学院、浙江日报、浙江在线

共同举办的浙江省“美丽宜居”优秀村居方案设计竞赛已经落下帷幕。

日前，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外公布了浙江省“美丽宜居”优秀村

居方案设计竞赛获奖名单，68件设计作品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等奖及

入围奖、纪念奖。

经专家初选、网络投票、群众评议和专家评审，18号（巡展时序号，

下同）、37号、19号、3号和34号5个方案获一等奖；5号、35号等10个方

案获二等奖；6号、66号等 15个方案获三等奖；55号、45号等 20个方案

获入围奖；另有62号、12号等18个方案获纪念奖（其中，一、二、三等奖

奖项等同于钱江杯优秀勘察设计奖相应奖项）。

富阳市洞桥镇何村坞村的老建
筑群落中，村民为了修车行道，拆除
了大片的传统院落式住宅。11 号设
计作品针对的基地原先便是一处三
开间合院式住宅，也在修路时被拆
除，被车道侵占后的土地闲置，被当
作菜地使用。此次设计选择了这块
宅基地（大约 118 平方米），是为了研
究如何在当下的建筑施工工艺和生
活方式下，恢复传统的合院类型，挖
掘合院类型建筑与环境的适应性以
及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取代没有文化
根基的洋房,使村落恢复原有的和谐。

在这份设计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块宅基地南面与东面都紧挨着三
开间合院，西面和北面虽然开敞，但
是车行道由东面起坡环抱至北面，使
得道路与基地的最大高差处达到两
米多。所以对这个虽然地处在平原
地貌的村落，设计师们思考的建筑处
理方式同样适用于高差多样的山区
地貌。

最终设计方案为三开间合院式
住宅，坐北朝南，与村中合院的轴线

一致，两层半高度，一二层为生活空
间，顶层主要用作储存空间，同时对
隔热也起到重要作用。南面是主入
口，按照传统的空间序列，经过合院
到达中堂，左右两边皆有厢房，卧室
也都朝南布置。北面做了一个浅灰
空间，可从道路两米高差处直接进
入。浅灰空间贯通了一二层的空间，
同时很好地缓冲了建筑与车行道的
紧迫感。西面将一个房间面向公共
空间开放作为店铺，既可加强邻里间
的交流，又满足村民的生活所需。东
面围合了一个小院，保留了一小块菜
地和一棵小树。建筑在材料上组合
搭配设计为村民提供了多种选择，且
该建筑可以并置成为两联排的建筑
类型。

其实，这次入围的作品中，有好
几个设计师都选中了何村坞村，对这
个村子不同的家庭做了不同风格的
设计。其中郑文康设计师的一件“三
代同堂”类型的设计方案获得一等
奖，陈林、周功钊等各自设计的何村
坞村村居也获得了二等奖。

不同设计同台竞争

在这次大赛中有一幅外国设
计 师 设 计 的 作 品 ，所 选 的 村 落 是
缙云县古溪村。在这个设计方案
中，房屋是沿着山谷进行规划的，
设计师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对生态
造成破坏，通过修复既有建筑，利
用 这 些 既 有 建 筑 与 当 地 的 材 料 ，
突出现有的景观，营造一个让 2 万
城乡居民居住的良好环境。设计
师还专门为这件设计作品取了一
个主题——溯源。

这幅作品最终获得二等奖，参观
者看了之后感慨颇深——即便是外
国设计师也不忘和中国本乡本土的
元素相结合。

浙江中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
几位设计师提交的作品是桐庐县富
春江镇茆坪村的设计方案。设计师
表示：“浙江的村居各有特色，地理环
境也不尽一致，所以首要的就是能与
当地的实际相结合、与当地的文化相

结合，材料则最好能就地取材，尽可
能使用一些可再生、可循环利用的材
料，这样才符合长远发展的需要。”在
他们提交的方案中也充分注意到了
这一点。

很多设计师认可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的设计理念，认为这是村居设计
中的一个特殊要求，因为农民们不太
可能从太远的地方运输材料来建造
房子。中国美院王俊磊博士设计的
富阳市常绿镇青龙村村居方案，在材
料的使用上，附属建筑由一面夯土墙
和钢混结构的墙体组合而成，出挑深
远的屋檐，不仅使其显得轻盈，同时
也为村民提供了一处交流和歇脚的
地方。最终他的作品获得了大赛二
等奖。

作为这次大赛的主要评委之一，
中国美术学院王澍教授说：“村居设
计中要能看得见乡愁，落到具体实
处，就是要做到因地制宜。”

保留乡土原味的创新

今年的浙江省“美丽宜居”优秀
村居方案设计竞赛活动，一共收到了
村居设计方案 346 件，省内各大设计
院和高校的设计师积极性很高，还有
5幅设计作品是外国设计师寄来的。

通过村居设计大赛并对入围作
品进行全省巡回展出，数以万计的
村民参观了这些作品，对“美丽宜
居”村居建设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当他们得知这些村居设计将会变成
现实时，都惊讶了，继而希望自己的

村子也能被选为设计对象。
在永嘉苍坡村巡展时，附近村

子的老百姓自发赶来参观。不少人
观看后表示，自己村子的地形地貌
和设计图中的非常相似，希望也能
有设计师为自己的村子做做设计，
把村子变得更加漂亮。

据了解，今年入围的设计作品，
体现了浙江不同文化地域的差别特
色，充分考虑当地自然条件、历史文
化背景、经济发展状况、生产生活方

式和风俗习惯，强调设计方案的实施
效果，倡导文化传承、生态文明、绿色
节约。美丽村居，是农民衷心企盼的
生活场所，虽然风格各异，但都有

“家”的归属，都是放飞心灵的地方。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

人表示：“今年村居设计大赛开了一
个好头，我们以后还将继续举办这
项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村居
设计工作，把我省农村建设成美丽
宜居的幸福家园。”

村居设计大赛将持续举办村居设计大赛将持续举办

全省巡展

部分设计方案部分设计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