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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
Urban Planning & Research Institute·Small Cities & Towns Development & Research Center



河北省张家口堡文物保护规划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区位：河北省张家口市

规模：约23公顷

设计性质：文物保护规划

规划对空间肌理、城墙、街巷、建筑进行逐一调查，明确需要保

护、修缮、改造、拆除及新建的建（构）筑物，相应提出历史建筑修缮

设计、建筑整治设计、新建筑设计及环境景观的要求；对非物质遗产进

行挖掘和整理，恢复历史院落的格局；增设公共服务设施，使传统院落

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

安徽省寿县老城保护规划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新加坡规划师协会入围奖

区位：安徽省寿县县城

规模：3.6平方公里

设计性质：保护与发展规划

规划综合寿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需求，结合寿县名城保护

规划，对影响到老城区传统风貌与城市活力的传统街巷、公共节点空间

的规模尺度、空间形态及重要历史建筑的整治与复建内容，在充分调查

研究历史风貌与形制的基础上，结合保护要求与发展需求进行设计。

福建省塘东村保护与发展规划
中国传统村落  成果入选“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果展”  

区位：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塘东村

规模：约450公顷

设计性质：保护与发展规划

以“保护为前提，发展为核心”，在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下，

延续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改善原住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其生活

质量。在发展中，通过未来旅游发展的带动，为古村注入新的活力，促

进区域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塘东村在未来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活态永续传承的目标。

西藏错高村保护与发展规划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与中国传统村落双称号

区位：西藏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错高村

规模：24.04公顷

设计性质：保护与发展规划

本规划是一项对村落整体山水格局、历史建筑和民族特色文化进行保护

及合理利用的规划设计任务，包含危房改造、环境整治和设施配套等多项内

容。旨在打造转湖节宗教活动的朝圣地，最完整的工布藏族生态村落；相对

完善的公共服务和交通体系，成为深度探险巴松错景区的服务中枢区。

昆明市域传统风貌村镇调查及保护策略研究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北京市优秀城乡设计二等奖

区位：云南省昆明市

规模：113个传统村落

设计性质：区域整体保护规划

通过对昆明市域内历史村镇的全面普查，掌握其分布情况，初步了解其

保存现状，梳理历史文化资源特色，为特色历史村镇的保护发展工作做好基

础准备工作。本次普查历时15天，共调研昆明市域传统村落113个，全面覆

盖市域内一市六县两区,行程4000多公里。

内蒙古库伦古镇保护规划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城乡规划二等奖

区位：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库伦镇

规模：约233公顷

设计性质：保护与发展规划

规划从土地利用、功能结构、道路交通、景观系统等方面对古镇区进行

重新调整;并对历史片区、历史河道街巷、文保单位、传统建（构）筑物、历

史环境要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保护内容提出具体保护整治措施，来实

现恢复老镇区历史环境完整性、改善人居环境、提升镇区品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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