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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广东省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统筹乡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

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

“健全城乡一体的规划实施制度，合理配置空间资源和生产要素，推动项目跟

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 ”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

结合实施《广东省农房风貌品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广东省农房质量安全风

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行动方案》《江门市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

试点行动方案》，开展农房风貌管控提升工作，以点带面、分阶段逐步推进，

精准提升农房风貌水平。

——恩平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办公室于
2024年1月26日印发《恩平市农房风貌管控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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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项目背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恩平市推动“百千万工程”加力提速、全面突破

2023年以来，恩平市委、市政府全力推动，以“头号工程”

的力度和势头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1镇8村、3镇20村

分别入选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镇村、第二批典型镇村

候选名单。会议强调要要加力提速实施“百千万工程”，以

县镇村协同发展更好推动“县域繁荣之城”建设。重点打造

昌梅村、米仓村、横岗头村、上凯村等10条样板村；因地制

宜抓绿美，巩固提升林分优化、新造林抚育、森林抚育等工

作成效，重点打造好15条乡村绿化美化示范村。

——2024年8月15日恩平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

《工作要点》明确将细化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江门市委“1+6+3”工作安排，深入推进“融湾建设”、优化提升

“五城共建”，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头号工程力度抓紧抓实“百千万工程”，奋力开创恩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

局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再造一个现代化新恩平。《工作要点》从环境综合整治、风貌管控提升、美丽圩镇建设、

县镇村绿化美化四个方面提出工作推进要求，明确了完成8个省首批典型村和省第二批典型村培育对象入村口环境优化提升、

高标准打造“醉氧温泉·农旅画廊”乡村振兴示范带、推动各乡镇因地制宜开展美丽圩镇“七个一”建设、深入实施绿美广东

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等具体工作。

——恩平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指挥部于2024年8月28日印发《恩平市2024年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工作要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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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外墙装饰的既有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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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适用范围
     项目研究对象为恩平市域范围内符合《恩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及恩平市村庄规划的乡镇农房（恩平中心城区范围外的乡镇农房）。

2.3 编制依据
1.3.1  恩平市村庄规划 

1.3.2《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0331 - 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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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 - 2011)    

1.3.5《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1.3.6《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2016年版) 

1.3.7《恩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2023年11月14日批复）

1.3.8《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 55022-2021

 其它相关国家、部、省市现行规范规程.

02 项目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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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既有建筑”定义为“已建成且已投入使用的非生产性的居住建筑和公
共建筑”。本指引“无外墙装饰的既有建筑”是指恩平市域范围内符合《恩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及恩
平市村庄规划的乡镇农房中的既有建筑。

本指引适用范围不包含恩平市中心城区



        本管控指引适用于恩平中心城区范围外的乡镇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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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以单一个自然村为组团进行

管控，也可因地制宜多自然村或行政村为单位统一风格风貌建设。（注：黑体字为强制件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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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面积：一户一宅，控制宅基地的占地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

建筑高度：控制建筑首层高度为3.0-4.2米、建筑总高度在18米以下（包括18米，包括顶层楼梯间、蓄水池等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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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形式可结合太阳能光伏发电设施等综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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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具房建设管控：农具房建设需避免污染农田，地面不得硬化，占地面积15平方米，农具房外观色彩协调周边田园风貌，使用

面料达到美观、实用、经济、耐用的功效。

03 引导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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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光伏屋面做法指引管控：
1、光伏板加装高度从屋面起算最高点不宜超过2.8米，且应同时满足光伏板与建筑的总高度不超过该建筑的控制总高度，上人天面与女儿墙内

侧水平投影距离不小于80厘米；2、屋顶有楼梯间且需在楼梯间屋顶安装光伏板时，最高点不得超过楼梯间屋面1.0米且不超过女儿墙高度，光伏板

不得超出建筑垂直投影边线；3、一类管控区域的光伏板最高点不宜超过女儿墙高度；4、坡屋面不得安装光伏板；5、如需安装超出女儿墙高度的光

伏板，须做遮挡设施以减小对建筑界面及整体风貌的影响，且应符合安全标准，报审时须提供效果图；6、规划实施期内，若有新政策出台，应依据

实际情况，按新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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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标准：农具房建设需避免污染农田，地面

不得硬化，占地面积15平方米，农具房外观色彩协

调周边田园风貌，使用面料达到美观、实用、经济、

耐用的功效。推荐以单一个自然村为组团进行管控

引导，也可因地制宜多自然村或行政村为单位统一

农具房色彩风格风貌建设管控。

详细设计：墙身：黄灰色岩棉夹芯板；屋顶：

砖红色陶瓦；地板：玻镁防火板+钢结构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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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具房样式

材质选取

03 引导管控

3.2 农具房建设引导管控：



04方案推荐(详见恩平市新建农房建筑方案推荐完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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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方案推荐(详见“无外墙装饰的既有建筑”方案改造完整成果）

恩平市“无外墙装饰的既有建筑”建筑方案改造（8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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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