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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环境

1.1 地理位置

      新乡县，隶属于河南省新乡市，地处豫北平原，西依太行山，南临黄河，东与延津县相连，西毗获嘉县，南接原阳县，从东、南、西呈马蹄形绕新乡市区大半
周，县域面积393平方公里。

1.2 地形地貌

    新乡县总体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拨介于70至82米之间。地貌主要为太行山前冲洪积平原和古黄河冲积平原，并依据不同成因和形态特征分为多种次级类型。

1.3 气候条件

    新乡县境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季节特征明显。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充沛，秋季天高气爽日照长，冬季寒冷雨雪少。年均气温14.1℃，
年均日照2407小时，年均降水量548.3毫米，多集中在7、8月间，年均无霜期200.5天。

1.4 水文状况

    境内河渠主要有卫河、东孟姜女河、西孟姜女河、百泉河、共产主义渠、人民胜利渠、民生渠等7条大的河渠和17条小河渠，属海河、黄河流域。

2  人文环境

2.1 历史沿革

    新乡一带是古代开化较早的地区之一。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繁衍生息，自隋开皇六年置县以来，迄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1958年，毛泽东主席曾亲临新乡县视
察，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也先后莅临新乡县视察。2019年被列为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2.2 行政区划

    新乡县，辖6个镇(翟坡镇、小冀镇、七里营镇、朗公庙镇、古固寨镇、大召营镇)、1个乡(合河乡)，179个行政村(171个村委会，8个居委会)，1个省级经济开
发区(河南新乡经济开发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新乡县常住人口354688人。 XXNFTC 009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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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通区位

    新乡县区位独特，交通便利。县域内京广（广州）、新太（太原）、新荷（山东菏泽）铁路和石武客专贯穿，京港澳、菏宝2条高速公路和107国道穿境而过，南

距省会郑州只有1小时路程，另有6条省道辐射四面八方。

2.4 产业发展

    2020年新乡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1%，2020年达到218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8.7%，迈上十亿元台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7%，收入

水平保持全市前列。五年间，新乡县被确定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县、优化开发县、郑新一体化重点发展区域，先后荣获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河南省优秀金

融生态县等多项省级以上荣誉。全县三个产业比例由2015年的6.5︰71.9︰21.6调整为2020年的5.4︰58︰36.6，第三产业比重年均提高3个百分点，“做精一产、做

强二产、做大三产”态势明显。

2.5 文化旅游事业

    河南省新乡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龙山文化遗址多处，有西周庸国都城，有汉朝获嘉县故城、刘庄、京华园、西明寺造像碑、龙泉苑景

区等等。

    京华园：4A级旅游景区，建筑物构思巧妙，设景自然，内有湖泊、游船、跑马场、游乐设施等，是一处形象而简明地展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优秀文化史及各民

族民俗、民情的旅游胜地。

    西明寺造像碑：整体雕刻较细腻，线条流畅、飘逸，人物造型准确，被专家赞誉为“年代之早、形体之大、雕刻之精、中原之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泉苑景区:3A级景区，主要种植有精品水果、高档花木、各类无公害蔬菜等，是集旅游观光、娱乐休闲、精品展示、科技示范、成果转化、教育培训等为一体

的综合性园区。

    七里营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刘庄村，是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面旗帜、3A级景区。刘庄村党组织带领群众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并先后被

评为全国、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先进基层党组织和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先进企业、

文明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亲临刘庄视察并题词。 XXNFTC 009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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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当地建筑风貌

    新乡县现有住宅建筑以现代民居为主，还有部分传统民居。传统民居多为单体建筑，包括人民公社、史来贺同志故居、古城及部分村镇的民居等。传统建筑

多为坐北朝南，门窗多面朝南开、北面较少，有些建筑二楼侧面设有通风采光圆形小窗，考虑到防风保暖，门宽一般相对较小。

    新乡县现有民居以农村建筑为主，建筑多为80年代以来建筑，建筑类型和风格多种多样。既有个别年代较早的红砖建筑，又有部分现代的砖混结构建筑。建

筑外观颜色多以米黄、白色、灰色为主。如古固寨镇的富康社区、唯美湖岸，七里营镇的刘庄社区等，建筑形式多为两层或三层的现代别墅，也有现代风格的5-6

层的多层住宅楼。大部分农村现代建筑多采用庭院式，也有合院式。建筑有门楼，前后开窗，院内水泥或砖板地面，墙体建筑材料多为现代涂料，也有外贴瓷砖

的。屋顶多为现浇屋顶，有坡顶也有平顶，风格不统一。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庄、龙泉、古固寨、杨堤等新农村建筑。

1）刘庄新村  

      刘庄新村位于新乡县七里营镇辖区，刘庄是全国著名的先进典型，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国家文明村、全国文明乡镇企业、

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被省委确定为全省干部教育现场培训基地。

刘庄村的史来贺故居为20世纪70年代建筑，保存完好；刘庄新村是由东南大学规划设计的一个高标准的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多为三层建筑，每户472平方米，人均

120平方米，配有中央空调、信息网、集中供热供气、给排水、生活污水处理、休闲健身广场、中心花园、全天候监视系统等设施。

XXNFTC 009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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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龙泉社区

     龙泉村是全国文明村。龙泉社区是新乡县新农村住宅社区改革建设的典型代表。龙泉社区北一公里处为龙泉苑景区，景区占地面积约1500亩，地下水资源丰富，

环境条件优越。龙泉苑景区建筑保留了当地传统建筑的特色，村庄为新农村住宅建设的典型代表。

XXNFTC 009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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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固寨社区  

    古固寨镇曾名姑姑庵，清初筑寨时，把附近村围到寨内，统称姑姑寨，后雅化为古固。地处新乡县东南部，为河南省“中州名镇”、“环境优美乡镇”和新乡

市“重点镇”。古固寨镇建有富康社区、唯美湖岸、古寨新村等新农村建筑，现代与传统结合，美观宜居，特色鲜明。

4）朝阳社区     

    朝阳社区位于新乡县翟坡镇东大阳堤村。2010年动工，历时4年建成，面积约12.4万平方米，含独院120户，11层小高层6幢，可容纳居民572户。原来的东大阳堤

村，每到夏季，村里大街小巷都被水淹，村民进出家门都是难题。在村委会的带领下，全体村民齐心协力，建成了电梯入户、水电、暖气、通讯等设施齐全的美丽乡

村——朝阳社区。

5）杨堤村民居

    杨堤村，位于新乡县七里营镇，是新乡县36个乡村振兴示范引领村之一。近年来，杨堤村进行了新农村改造，改造后的杨堤村共有宅基地343宗，通过美学赋能乡

村建设，把传统建筑文化引入新农村改造，修建乡村民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建筑风貌。并把闲置宅基地改造成手工坊、小广场等，用于“花园、菜园、果园、游园”

建设，既美化了环境，又保持了村庄古朴，留住了乡愁。

XXNFTC 009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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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宅基地情况概述

    当前河南省农村宅基地用地数量大，布局分散，农村缺乏统一的规划，宅基地管理方面存在很多欠缺，人均用地远远大于规定的标准。这些现实问题导致了农

村宅基地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情况越来越严重。农村宅基地的利用和管理不仅直接关系到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国计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了乡村振兴的进程。因

此，加强农村宅基地利用以及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4.1宅基地的利用现状分析  

1）宅基地面积超标，农村人口与住房数量不匹配。

        近年来，随着逐步加快的城镇化建设速度，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镇，城镇人口的比重越来越接近乡村人口的占比，并且农村人口占比逐年降低，呈现出较为

显著的变化，但是宅基地用地却越来越多，也说明在宅基地利用方式方面仍处于比较粗放的状态，导致无法高效利用宅基地。

2）宅基地荒废现象严重

         国家将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以满足他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但是对于那些己经转移到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而言，这些宅基地显然己经很少利用到，长

期处于闲置的状态，从而导致无法最大限度利用这些有价值的资源。

3）闲置宅基地难以回收

        我国现行法律之问本身存在一定矛盾。农村提出宅基地申请过程中，政府和村委会通常会以公共设施配套等多种名义收取费用，假如没有补偿或者激励措施，

村民通常不愿意主动退出集体组织，也不会主动将闲置的宅基地交回。

4.2农村宅基地的管理现状 

1）村庄规划的缺失 

       长久以来对农村村庄的布局和宅基地的选址都不被重视，也缺少专业的规划人员。虽然有些村庄有规划，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都没有按照规划做。基层政

府、村组织以及群众都对规划的认识不足，从而导致村庄规划的缺失；也使得大多数的农民随意建房，使得村庄用地布局松散，这就会形成非农建设用地和闲置地

混杂在一起，导致农用地被分割，布局也变得混乱。这也是整体土地利用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XXNFTC 009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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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宅基地的管理不到位 

    由于农村宅基地受地理环境、传统习惯、规划管理以及生产水平的影响，分布比较零乱；又因为农民普遍的违法占地，使得农村宅基地的管理难度大大增加。而

国家土地资源部门的管理人员比较少，又缺少经费的保障，从而导致其管理手段非常落后，农民占地建房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造成耕地的严重破坏，复耕变得十分

的困难。

4.3 管理规定

       为规范和加强农村宅基地和农村村民新建、改建、扩建、翻建住房（以下统称自建住房）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豫政〔2021〕4号），

对规划编制 、宅基地申请审批、风貌管控、建房管理、闲置宅基地利用、监督管理做出了规定。

    各地要以县为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城镇郊区和人均耕地少于667平方米的平原地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34平方米；人均耕地667平方米以上的平

原地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67平方米；山区、丘陵地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200平方米。要在村庄规划中对村民自建住房标准作出统一安排，原则上以不

超过三层的低层住宅为主，不规划建设三层以上的住房。确需建设三层以上住房的，要征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下统称村级组织）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同

意后，纳入村庄规划。

5   图集使用说明

5.1 图集内容

    本图集按照《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豫政〔2021〕4号）、《河南省农村住房设计图集编制导则（试行）》进行编制。内容包

括：建筑风貌、户型设计、建筑结构、建筑设备。

5.2 图集编制要求

    1）结合了新乡县民俗风情、文化传承、功能需求，传承民居风貌和建筑特色；

    2）从设计、施工和使用维护等方面，提出了可以提升房屋结构安全、延长农房使用年限、增强房屋防震减灾能力的方法和措施；

    3）结合当地道路、电力、通讯和给排水等各项基础设施现状，提出房屋给排水、取暖、电气、燃气等管线布置方案和设备的安装位置，确保设备功能完善、运

行安全和维修方便；

    4）结合当地资源条件，提出相应的节能措施。

5.3 图集适用范围

    1）本图集适用于新乡县农村住房建设、改善村容村貌；

    2）本图集结合当地农村宅基地面积，提供了不同建筑布局的多套设计方案及沿街建筑风貌控制方案，村民可以结合图集进行选择和深化设计。本次设计共提供

了九种宅基地及户型尺寸供选择，具体详见“户型信息汇总表”。

XXNFTC 009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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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图集使用方法

    1）根据当地气候、地形、土质、经济状况及设计使用要求，从图集中选取相应的宅基地和户型；

    2）根据户型，选取相应的建筑、结构和设备图纸。 

6  建筑风貌

6.1 总体设计说明

    基于对新乡县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当地传统民居建筑特征的分析，其农村住房设计主要参照以下要点。

    1）街巷格局的保护

    道路系统要保持传统格局，对富有特色的街巷，应保持原有的空间尺度。

    2）建筑高度的控制

    新乡县绝大多数建筑为二～三层，少量建筑一层或四层以上，一层建筑檐高大多为2.4～3.0米，二层檐高4.8～5.7米，整体控制高度必须与现状相协调。

    3）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模式

    新乡县农村住宅建筑造型主要汲取当地传统民居的坡屋顶、硬山墙形式，建筑形体以带院式两层住宅为主，符合农村单门独院的居住习惯。墙体主要采用米白、

深灰、浅灰、土黄等颜色搭配，屋面采用灰瓦。建筑功能考虑现代人的居住习惯，比如大门大窗、有给排水、卫生设施、停车设施等。

    建筑细部上，主房屋脊主要借鉴硬山式，前后两坡设计，出檐不长。配房或厢房个别为平顶，以增设凉台或亭台。窗户形制融入传统建筑元素，比如长窗、短

窗、景窗、漏窗，形状考虑方窗、圆窗、六边形窗和各种花式。院门及主房大门一般设置为硬山顶坡面门楼，双开门，门框颜色以传统红色或原木色为主。庭院一

般考虑地砖或石材铺设，以灰色为主，个别通往配房小径亦可以选择鹅卵石铺设。院墙以灰色或白色为主，镂空，或设景窗、砖雕及墙绘。

    对于重点地段的新建筑，近期难以拆除的，风貌较差、尺度较大、高度过高、色彩不协调的，采取外立面整修改造，降低层数、使其与传统风貌协调。

6.2 建筑风貌及细部借鉴

    依据上述设计理念，本图集主要建筑风貌及细部借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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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建筑风貌1

    该类建筑风貌为庭院式建筑，主体建筑坐北朝南，院门一般朝南，方便采光、避寒。楼层两层或三层，屋顶分为两种，一种为重檐庑殿顶，传统灰瓦铺设；另一种

为现代出檐平顶带阳台，墙体主体可为土黄与棕色相间，真石漆或水包砂喷涂。勒脚为棕色。庑殿顶前坡可开天窗用于采光，可为不可开启的玻璃窗或为采用特殊的机

械开窗器控制其开关的玻璃窗。窗户设计考虑对采光的要求，以方窗为主，并融入现代元素。院墙以黑铁栅栏为主，庭院以水泥地为主，留出小片空土地供养花种草，

提升院内整体美感，该户型设计取材于传统民居和古固寨民居建筑。

屋顶、瓦当：取材于当地民居，屋顶为庑殿式、坡屋顶，瓦面可采用灰色或暗红色筒瓦或板瓦。

XXNFTC 009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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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颜色：取材于古固寨新村和刘庄、龙泉社区。主体为土黄色水包砂涂料或叠层大理石墙面，辅以棕色或灰色勒脚和房檐。

院墙：取材于富康社区、龙泉源、刘庄社区。采取石砌铁艺栅栏，或采取传统带檐围墙、青砖或白粉墙。

 

 

 

 

院门：取材富康社区、龙泉苑、杨堤。院门坐北朝南，结合当地生活习俗及建筑形制，采用新乡县传统民居的双开门，门上有以门匾题刻装饰的门楣；或采取现

代工艺的双开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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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取材新乡县现代村落，在北向外纵墙上设置窗户，窗台高度适宜，能够形成穿堂风，设计上优先选择平开窗，平开窗通风面积大，密封性好。

开天窗：取材于新乡县传统民居的山墙窗，便于通风采光。

 

庭院地面铺设：取材于刘庄、龙泉等新村，青砖或水泥地面铺装。

 

2) 建筑风貌2     

    该类建筑风貌为合院式建筑，主体建筑为两层，坐北朝南，在充分保障隐私的同时，注重采光、通风、景观。主体建筑为两层硬山坡顶建筑，铺以灰色瓦当。

墙体主体颜色为灰白相间，大门西侧设有车库，车库顶部为晾台设计。窗户为半长窗设计，方格花窗门框、窗框为红色。 院墙靠近院门处镂空设计为透景花窗，增

加美观及采光。该户型设计取材于新乡县传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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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脊、屋顶、瓦当：取材于龙泉、合河传统建筑，为硬山式、坡屋顶，瓦当可采用深灰色。

墙体颜色：取材于龙泉和杨堤，为灰白相间或白粉色。辅以灰色勒脚和房檐，景窗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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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设计：门窗取材龙泉、杨堤等，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同时又借鉴新的样式，从造型来看除了运用传统装饰棂纹外，也以抽象简化的形式表达，门窗设计可参考实木、

塑钢、合金等建筑材料。

院墙：取材于杨堤和龙泉，为带檐围墙，建筑墙体的外立面为青砖白粉墙，采取镂空设计。

院门取材：院门结合当地生活习俗及建筑形制采用新乡县传统民居的双开门，门上有以门匾题刻装饰的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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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风貌3      

       该类建筑风貌为庭院式建筑，主体建筑为三层。屋顶为阳台加房檐，屋檐为长约70公分的灰瓦。墙体下半部为灰色，上半部为白色，窗户为半长窗设计，方

格花窗。院门向南，西侧为车库门，留后门。

       屋顶：屋顶取材于新乡县杨堤、龙泉、刘庄等，借鉴豫北民居灰瓦坡屋顶元素，又结合现代平顶建筑。坡屋顶利于排除雨雪，平顶方便现代人生活晾晒。另

外，通往阳台的大门方便通风换气，使室内冬暖夏凉。坡顶小房檐防止太阳光的照射，减少太阳辐射的热量，有利于改善室内热环境。

 

 

 

墙体取材：新乡县杨堤、刘庄、龙泉，为青砖或青砖镶边的白墙，建筑墙体的外立面为青砖砌筑材料或现代涂料。墙体外还可作彩绘。

院门取材：院门取材杨堤、龙泉苑，院门位置比较固定，坐北朝南，结合当地生活习俗及建筑形制，采用新乡传统民居的双开门，门上有以门匾题刻装饰的门楣，

可有门墩置于大门的外侧，可采用石制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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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墙取材：新乡县龙泉、杨堤等传统民居，为带檐围墙，青砖白粉墙相间或白粉墙，与主房一致，可有景窗点缀，瓦当垒砌图案或镂空砖雕。

窗户：窗户借鉴杨堤、古固寨、刘庄等村落民居，南北设置窗户，窗台高度适宜，能够形成穿堂风，采用断桥铝窗或平开窗，方便通风，密封性好。在满足舒适

性条件下，还可选美观的窗户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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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信息汇总表

效果图 宅基地面积 建筑面积 入户方向 建筑层数 户型布局 结构形式

A1户型 165.82m2 200.53m2 南入户 2层 五室两厅两卫 砖混结构

A2户型 165.02m2 214.35m2 西入户 2层 五室两厅两卫 砖混结构

A3户型 164.04m2 103.04m2 南入户 1层 两室两厅一卫 钢框架结构

B1户型 166.48m2 211.52m2 东入户 2层 五室两厅四卫 砖混结构

分类

户型



B2户型 167.00m2 238.60m2 南入户 2层 六室两厅两卫 砖混结构

B3户型 163.83m2 113.77m2 南入户 1层 三室两厅一卫
混凝土框架

结构

C1户型 166.29m2 217.80m2 东入户 2层 五室两厅四卫 砖混结构

C2户型 164.57m2 199.77m2 西入户 2层 五室两厅四卫 砖混结构

C3户型 164.57m2 126.78m2 东入户 1层 四室两厅两卫 砖混结构



注：本图以新乡县七里营镇龙泉社区规划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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