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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本规划是对乡宁县域范围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作出的总体安排和综合部 

署，是指导城乡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开展国土空间资源保护利用与修复、 

制定空间发展政策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空间蓝图，是编制相关专 

项规划和乡镇规划的依据。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山西的发展

高度重视，对困于煤，一煤独大的山西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新要求。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系列讲话精神，坚定践行新发展理

念，紧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围绕“兴于煤的乡宁如何长远谋

划转型，怎样建设乡宁”实现乡宁县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愿景，编制新

时期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凝聚公众智慧，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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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指导思想
2. 规划原则
3. 规划范围
4. 规划期限

规划概述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调研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度对接国家、省重大战略，围绕市委

总体战略部署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面向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城镇化

健康发展等空间需求，统筹划定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化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全

面提升国土开发质量和效率，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根基，为实现乡宁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1.2 规划原则

坚持底线约束，落实三区三线，严控增量、盘活存量，

因地制宜推进建设海绵城市。

强化自然资源统筹利用和用途管控，合理安排生态、农

业、城镇三类空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协调推进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推动形成开放协调的空间发展格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推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优化空间和资源配置，提升人居环

境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坚持绿色发展，促进城镇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

转变，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底线约束、安全韧性

绿色低碳、集约集聚

以人为本、城乡融合

多规合一、系统治理



1.3 规划范围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范围为乡宁行政辖区内2024.85km2的国土空间

面积。

      乡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为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空间层次。县域

规划为全县的国土空间，包括5镇5乡；中心城区包括现状城市建成区、

未来发展的区域和紫砂小镇组团。

1.4 规划期限

乡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期限为2021至2035年，

远期到2035年，远景展望到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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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战略

1. 发展定位

2. 规划目标

3. 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2.1 发展定位

沿黄生态保护修复先行区

山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示范县

临汾市西部旅游服务基地，古鄂新邑山水城市



2.2 规划目标

到2025年，美丽乡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山区资源型城

镇多元发展格局初步构建。生态保护修复成果巩固提升，土

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

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健全，沿黄生态屏障更加巩固。

到2035年，高质量建成现代化美丽乡宁。绿色转型发展

特色鲜明，成为全省的样板和示范。乡宁生态文化旅游示范

区建设达到新的高度，在沿黄发展新格局中发挥示范作用。

生态文化战略深入推进，鄂河流域水生态修复和沿黄历史遗

留矿山生态修复成为临汾市的样板和示范。

到2050年，高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生态优先，

形成宜游宜居宜业城市、旅游知名城市、现代产业发达地区，

通过高水平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



2.3 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1.落实主体功能，
强化生态修复的绿色战略

2.融入沿黄区域，
实现优势互补的协同战略

3.立足生态文化，
构筑产业多元的转型战略

4.完善服务功能，
提升发展内涵的品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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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总体格
局1. 优化总体空间格局
2. 统筹划定落实三线
3. 锚固生态保护格局
4. 夯实农业发展格局
5. 统筹城乡发展格局
6. 打造多元魅力空间



3.1 优化总体空间格局

构建“两河两屏六峪、一核一轴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u “两河”：以黄河流域、鄂河流域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为重点。

u “两屏”：充分发挥北部高天山-云台山和南部云丘山两大生态屏障
的生态职能。

u “六峪”：围绕遮马峪、瓜峪、黄华峪、马壁峪、三官峪、豁都峪
开展小流域系统性生态修复治理。

u “一核”：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围绕培育专业功
能县城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要求进一步提升能级。

u “一轴”：以342省道-209国道为轴线，串联西坡镇、昌宁镇（县
城）、管头镇、台头镇，形成东西向城镇重点重点发展轴。

u “多点”：贯彻主体功能区要求进行点状集中开发，重点发展西坡
镇、紫砂陶特色小镇、黄土高原戎子葡萄酒特色小镇等。



3.2 统筹划定落实三线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优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强调生态涵养，落实生态红线                                               
保护要求，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将达到
 质量要求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施严格保护。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保护优先，在确保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等资源环境底线约束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自然地
理格局和 城镇发展规律，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科学划定三类空间



3.3 锚固生态保护格局

 构建“两河、两屏、六峪、多廊”的生态空间格局

两河：西部的黄河及其支流、北部的鄂河及其支流，推进以生态廊道建
设为核心的水土保持和流域综合治理。

两屏：南部云丘山森林生态屏障、北部高天山-云台山森林生态屏障，
是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的极重要区。

六峪：县域东南部的遮马峪、瓜峪、黄华峪、马壁峪、三官峪、豁都峪，
既是重要的生态廊道，又是重要的小流域源头。

多廊：生态基质、版块之间互联互通，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地区气候
的重要生态网络。



3.4 夯实农业发展格局

 农业发展空间格局：“六区一园”

西部黄土残垣地区形成以枣岭乡的谭坪垣、枣岭垣和昌宁镇的城北垣为
中心的优质苹果和核桃经济林——主要以“红富士”系列为主。形成
苹果种植区和翅果油种植区；

县域中部形成以尉庄、昌宁为中心，以玉米为主的优质粮食种植区；

东部石山森林区优先发展林果业，发展核桃、花椒、食用玫瑰和双季米
槐经济林种植，形成干果经济林、特色农产品种植区和中药材种植区
（野生连翘、柴胡、黄芩）；

县城北部台垣区发展以酿酒葡萄种植和中高档葡萄酒生产为主的酿酒葡
萄园。



3.5 统筹城乡发展格局

 城镇空间格局：“一心一轴四副两特”

级别 名称 城镇职能

中心城区(1) 乡宁县城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旅游服务中心

 
重点镇

(4)
 

管头镇 与县城构成全县的复合中心，以商贸服务为主，支撑中心城市发
展的经济强镇

光华镇 县域东部副中心，特色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

西坡镇 县域西部副中心，循环经济重点发展镇

台头镇 煤炭开展和商贸物流发展，生态旅游业为支撑

一般
乡镇
(5)

枣岭乡 县域西部以苹果为主导的特色农业基地。

尉庄乡 山区集镇，以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持为主

关王庙乡 依托云丘山景区，以旅游业为龙头，特色农业为支撑，打造区域
性旅游节点

西交口乡 南部山区集镇，以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持为主

双鹤乡 县域东部以核桃为主导的特色农业基地。

特色
小镇
(2)

紫砂陶特色小镇 接续紫砂陶产业历史文化，振兴现代紫砂陶产业，打造“中国北
方紫砂之都”。

黄土高原戎子葡
萄酒特色小镇。

打造中国面积最大的葡萄标准化种植基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葡
萄科技农业示范区、中国第一家葡萄主题型田园综合体。



3.5 统筹城乡发展格局

 分类推进乡村振兴

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综合考虑村庄区位、资源禀赋、空间

形 态、发展条件、服务功能等因素，构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

特色 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类村庄布局体系。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强

化村庄分类引导。

分析县域人口变化趋势、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中，

将全县130个行政村，分为五类型，分别为集聚提升类村庄76个，城

郊融合类村庄19个，特色保护类村庄15个，搬迁撤并类村庄1个，其

他类村庄19个。



 加强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统筹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历史文化保护体系：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要求，以整体保护、空

间 管控、活化利用为重点，合理划定包括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 制地带、地下文物埋藏区、城市紫线等在内的历史文化保护线，

统筹构 建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人文空间保护格局：中心城区范围内的结义庙、寿圣寺、千佛洞、文笔
塔等，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进行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活动应严格遵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对历史建设应
按照修缮外部、改善内部的方式进行修缮，按历史原样修缮外观。

3.6 打造多元魅力空间



空间结构： “一带一轴四区五核”
一带：特色文化旅游带

一轴：沿黄景观轴

四区：黄河民俗风情区、特色文化旅游发展区、峰岭生态度假区、云丘

山生态度假区

五核：云丘山风景区、峰岭旅游区、戎子酒庄、紫砂小镇、师家滩黄河

度假村。

3.6 打造多元魅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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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障支撑体
系1. 构建高效快捷交通体系
2. 健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3. 增强基础设施支撑保障

4. 构建韧性公共安全体系



4.1 构建高效快捷交通体系

 扩大现有对外交通区位优势，加强与其他县市的交通联系

通用机场近期用地面积约为19.94公顷（299.13亩）

乡宁县现有的三个客运站以功能提升为重点，乡宁客运中心站建设成

为二级客运站，西坡、台头客运站建设为三级客运站。

复合完善的交通场站

完成山西省铁路规划的重点项目——“张礼-台头-大宁铁路”乡宁段，

建设台头中间站场。建设管头至河津西线铁路。

货运通达的铁路系统

县域公路网由干线公路和普通公路构成。干线公路主要提升中心城区

与外围城镇、重点乡镇，主要产业区，以及重点乡镇之间联系。

高效快捷的公路系统

 完善对内交通



4.2 健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构建全域覆盖的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
坚持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补齐供给短板，实现基础教育资源优质 
均衡配置。各乡镇保证1所幼儿园、1所小学数量底线。

医疗
到2035年全县规划医疗卫生机构总床位数不低于4500张，千人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不低于6张。

文化
促进区域文化交流，围绕重点区域合理布局文化设施。结合15分钟 
生活圈，均衡设置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健身
围绕体育事业发展需要，完善体育服务设施体系，构建县、乡镇、 
社区（村）三级体育服务体系。

福利
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有序共享，实现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服 
务覆盖率达到100%。

殡葬
合理布局乡镇殡仪服务站，科学选址生态公墓，健全高标准、多层 
级、全覆盖的殡葬服务网络。



4.2 健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打造15分钟城镇社区生活圈

按照步行15分钟可达的要求，合理布局商业/文化/体育/卫生/教育/娱乐/休闲 

等共享设施，面向儿童和老人友好，形成一体化的“居住生活圈”单元，围绕宜 

居/宜养/宜学/宜购，为百姓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城镇中
心

医
院

家

公
园

公
司

超
市

商
业

居民日常生活出行时间
<15min



 规划建设安全可靠、城乡一体的市政设施体
系

4.3 增强基础设施支撑保障

给水 建设城乡结合的安全供水系统，保障供水安全，优化 
供水格局，完善供水管网系统。

建设绿色生态雨水排除系统，采用分流、翻建，增建雨水管道等
方式完善雨水管网布局。 雨水

污水 建设系统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优化排水体质，完善 
污水处理厂布局，推广再生水利用。

建设调度灵活绿色电力系统，加强供电保障，优化电源布局，
引导充电设施建设。 供电

通信 建设互联共享的智慧信息系统，完善传统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加强职能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安全可靠的燃气供应系统，优化燃气供应体系，完善气源
布局，完善燃气管网布局。 燃气

供热 建设绿色低碳的现代供热系统，优化供热能源结构， 
优先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供热。

建设功能复合的生态环卫系统，完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融
合垃圾处理和再生资源利用。

环卫



4.4 构建韧性公共安全体系

 构建韧性可靠、响应迅速的公共安全体
系

城市公共 
安全体系

提高城镇防洪防涝能力 构建综合防灾保障体系

提高抗震减灾综合能力 提升消防应急救援能力

完善人防工程设施建设 降低地质灾害发生风险

提升防疫设施应急能力 提升气象防灾减灾水平

加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



05
规划实施保障

1. 强化规划有效传导

2. 制定近期实施计划

3. 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5.1 强化规划有效传导

5.3 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明确近期实 
施目标

明确重大工 
程项目

明确国土空 
间资源配置

明确监管奖 
惩措施

规划配套制度

实施监督问责制度

规划公开制度

组织保障制度

监测评估机制

县级协同联动机制

乡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落实临汾地区约束性指标传导

对乡镇规划及详细规划有效传
导

5.2 制定近期实施计划

传 
导

传 
导

约束性指标 
预期性指标

主导功能
控制线+用途管制

编制年限+目标
+重点管控内容

约束性指标+  
刚性管控要求

专项规划



注：如有涉及侵权问题，请与发布部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