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乡村的智慧开拓者 

——上海理工大学王勇教授事迹材料 

2019 年大年初五的新闻联播头条播放了这样一条新闻：2019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考察乡村振兴工作。这让上海理工

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的师生们倍感振奋。原来，在此之前的

2018年暑假，环境设计系系主任、景观设计师国家职业标准委员会首席专家王

勇教授受邀带学生去四川驻场设计 40天，参与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先后介入十

几个村子的设计。其中与当地机构合作、学生们参与的这个战旗村项目历经反复

修改最终通过评审，获得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而说起来，这已经是王勇教授团

队与四川美丽乡村建设“结缘”的第十个年头了。 

                                                         ——题记 

王勇教授从教三十年，坚持立德树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持教

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数十年来持续关注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战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将专业教学

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为乡村发展“量身定制”规划设计方案，带着情怀和知识

耕耘在乡村土地，成为美丽乡村的智慧开拓者之一。 

一、情系设计，献力“美丽乡村” 

“重叠山山藏古寺，苍槎远村蔽前间。”明巡案陈付良曾赋诗如此，赞颂鸣

山，如果这份诗意能被真实还原，是否会令你向往？2018年，由王勇教授领衔

指导，学生李雯婷、王忠求、黄汉邦完成的设计作品“鸣山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

用设计——基于山、水、巷、院的历史空间重构”，为浙江平阳千年古村鸣山村

“裁剪新衣”。王勇教授团队科学规划，还原意境，使千年古村焕新彩。2018

年在历时半年的首届全国高校大学生乡村规划全国自选基地方案竞赛中，鸣山村

项目在百余所高校的 170个参赛队中脱颖而出，最终荣获二等奖。 



而王勇教授最早关注和投身于乡村设计始于 2008年汶川地震后，当时他走

进西部乡村，开展基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双重视野的传统人居环境设计研究。

这些年，王勇教授走过许多村子，先后承担了四川省、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

江苏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历史文化村落保护重点村、精品村规划设计。王勇教授

坚持“一村庄一方案”，他认为乡村设计是“活的”“有生命的”，最佳方案一

定是最适合这个村子、最适合这里村民的，而旅游开发一定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抛开是否有能够挖掘的自然或人文禀赋，例如乡村的区位特点、潜在客源及交

通圈半径等，都影响定位评估，还有客户群层级等都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打造。”

王勇觉得与城市雷同化的文化不同，乡土文化因风土、人情而独一无二，乡村产

业不是简单的农业、旅游业，而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转型的乡村多元新业态，最

终让乡村能够成为与城镇空间相辅相成、宜居宜业的人居空间环境的有机部分，

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村庄。王勇教授认为“乡村设计师”要有理解农民和乡村祖

辈的情怀，才会做出不破坏脆弱乡村生态的方案；且如果乡村设计能够对村民精

神文化实现教育提升的推进，才是更好的方案。过去 10年，王勇教授的足迹遍

布祖国 200个乡村，完成约 50个乡村的规划设计方案，过去一年间就启动了 15

个规划项目，平均每两周就要下乡，几乎没有休息的节假日，这位“乡村设计师”

坚持要为村庄“量身定制”最佳方案，助力乡村振兴。 

二、潜心执教，指导学生实践中成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勇教授为人师表，育人不倦，为学生思之深、谋之

远。他认为教师不仅是个神圣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他在做好教学工作

的同时积极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让学生在社会实

践中锤炼品格、学习创新、奉献祖国，用自己的智慧回应全社会对乡村问题的关

切，展现新时代青年学子的使命与担当。 

他带着学生在实践中学。王勇认为大学的专业要以“课程思政”为载体，探

索“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环境设计就是这个特点极为显著的专业，环

境的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直接关系着人的生存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生态文

明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关

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王勇认为这个问题只是讲大道理不行，学生们需要去关

注乡村脆弱的生态问题，并且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把生态问题转化为生态资源，



强化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就是在这种转化实践中学生逐渐改变了认知，根

植了乡土情结。 最初的几年，学生们对乡村设计并不感兴趣，他们普遍认同城

市里的设计项目，认为城区的规划设计“有面子”，而乡村设计“比较土”、没有

成就感。实际上十几年前王勇自己也有这个感觉。他认为大部分设计师都习惯于

做加法、做增量，对于保护改造之类的存量设计感觉项目太小、繁琐，而乡村设

计基本上都是改造保护，这是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带给大家的认识断层。他每次

带领学生接触新的项目，都要让他们独立思考，然后开会讨论，他会把国家一段

时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给他们进行解读，让学生们认识到自己承担的是国

家社会高度关注的战略任务、重大使命。王勇还会反复告诫学生们，大部分情况

下乡村设计不是各种媒体宣传的那么浪漫动人，尤其是扶贫脱贫设计项目，住宿、

饮食、交通等等都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和衣而睡、蚊叮虫咬、水土不服、摔跤磕

碰成都是家常便饭。有时要走一整天的山路吃不上饭，王勇会让大家早晨吃饱，

然后备好食品中午饿了就吃一点，直到晚上下山后才能吃上饭。而更为复杂的往

往是牵涉村民利益纠葛的时候，诸如宗教、乡村组织、村民利益、村民权利等等，

甚至还遇到过有村民让我们代为上访的事情。面对这些王勇都得想办法对学生进

行引导，有时也做村干部们的工作。学生们也觉得面对真实的乡村社会更需要全

面提高自己的担当意识和应对能力，也会深切地感到自己所学与一个个家庭的命

运、与一个个地区的发展是那么息息相关。 

他领着学生在竞赛中学。王勇积极践行“以赛促学”的理念，指导学生参与

国外比赛，带领学生们完成的设计作品多次荣获大奖，并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报道。而对团队而言，参赛不仅是知行合一的过程，

也是乡土情结的落地。“我们在实习的时候开始接触关于乡村规划方面的知识，

刚好有一个关于鸣山村的规划项目，当时我们了解到这个村庄的历史悠久，但是

古迹破坏严重。”2013级环境设计专业的李雯婷回忆道。基于这样的现状，促使

他们产生了结合自身专业保护历史文化村落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指导老师的

支持和鼓励，以作为鸣山乡村规划项目完成质量的一种检验，从而更好地关注乡

村发展、延续村落历史文脉。而要将村落重新合理规划，仅凭环境设计的专业知

识是无法实现的，它是一项跨越各领域、融合多学科的大工程，需要攻克诸多壁

垒。竞赛准备的过程就是集合不同专业知识、获取跨学科学习体验的过程。学生



王忠求谈到，“乡村规划和环境设计大不相同，我们在具体设计中也很难与乡村

文化进行融合，只好在王老师的指导下和之后的实习中慢慢了解，收集分析一些

优秀的乡村规划案例，逐渐形成自己的设计思路和方案。而在建模和分析时，因

为需要做空气动力学的模拟、声学的分析、噪音的模拟和噪音的分析实验等等，

团队成员往往花费很大精力去查阅资料进行自学。作为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这

些文化性和技术性的东西不突破就难以对村落进行科学合理规划。” 

他推着学生在课题研究中学。王勇认为要让一届一届的学生保持课题研究的

热情，就得让他们有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这主要是带领他们做研究型的设

计，做不可复制的设计，让他们认识到只有在乡村才会实现设计理想，因为城市

是人工的，乡村应该是原生态的，一村一品不可复制。因此他特别鼓励学生参加

课题研究，让他们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等等。而因为选题好，所以他们可以在

行业有影响的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也更让学生们信心倍增。不仅如此，每年王勇

都从科研经费中资助学生去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了解国内学术前沿，了解

国家政策。当他们亲耳聆听国内设计大师们对乡村设计的关注，知道有那么多院

士和国家设计大师都在持续做乡村设计，这对他们是极大的鼓舞。 

三、打造团队，头雁领航群燕高飞 

王勇教授传承师道，甘为人梯。他常与年轻教师交流教学体会、教学和科研

经验；鼓励年轻教师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与他们讨论科研选题，帮

助他们修改论文，起到了传帮带的作用。 

环境设计系“传统地域人居环境设计”团队自 2008 年汶川地震后走进西部

乡村，开展传统人居环境设计研究。参与承担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城

镇近郊区空心村整治关键技术集成示范”，先后承担四川省、浙江省、山东省、

福建省、江苏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历史文化村落保护重点村、精品村规划设计，

设计项目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报道，并荣获国内外设计奖。 

环境设计系自 2014 年开始对接行业、改造专业，根据新学科目录及设计学

教指委关于环境设计专业的界定，将课程体系划分为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建筑

设计、室内设计四大模块，瞄准国内标杆院校进行培养方案调研，结合国家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及行业前沿领域，针对建成环境有机更新、生态宜居环境设计、传



统文化继承与发展、城乡负空间生态恢复、传统建筑保护再利用等热点问题，全

面修订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模式，专业建设的特色优势已初步显现。 

环境设计系也积极参与服务校园文化建设、服务社区更新改造。上海理工大

学荣获 2018第十五届上海教育博览会“十佳展台”，其空间设计部分就是环境设

计专业的青年教师参与的，使上理的建筑之美和人文之美充分呈现在观众面前。

环境设计系与还与校内多部门合作，进行了校园礼品屋、管理学院一楼大厅等室

内空间的改造。在王勇的支持和指导下，环境设计系还积极参与社区微更新项目，

其中“长白新村街道长白二村睦邻中心微景观改造提升”，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良

好反馈，获得了上海市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区域化党建联建工作“上理——长白”

全面合作“优秀项目奖”。 

 

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中国城镇化理想，也是每一个环境设

计工作者的梦想。乡村振兴不是等来的，不是盼来的，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出来

的。王勇教授将带着对教书育人的满腔热诚，带着开放的创意和科学思想，带着

适合国情乡情的方案，继续耕耘在乡村规划振兴的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