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求意见稿

隰县城南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2024年3月



为贯彻落实《临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隰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年）》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适应新发展要求，并向下指导未来详细规划调整与修编，体现全乡发
展战略，突出公共利益和公共资源，统筹协调生态空间、公益性设施和文化风貌的底线
型内容，强化空间引导和落地管控的管理平台，促进实现城南乡城乡融合发展，保障构
建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特编制《隰县城南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现将本规划征求意见稿予以公示，公示期为30日，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积
极参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一、公示时间

2024年3月12日至2024年 4月11日

二、公示意见和建议反馈方式

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公众如有意见，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传真等方式提出

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反馈至隰县自然资源局

国土空间规划股。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王彦

电话：15235748146

电子邮箱：327545785@qq.com

三、公示内容

见附件《隰县城南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

特此公示

2024年3月12日



前言
城南乡，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隰县，地处隰县中部，县城四郊

，地处北纬36°41′，东经110°55′。东与龙泉镇相邻，南与午城镇、

寨子乡接壤，西与阳头升乡相连，北与下李乡毗邻。乡人民政府驻

地南大街209号，距县城约5千米。辖区东西最大距离22千米，南北

最大距离16千米，总面积204.4平方公里。

本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期为2021－2035年，近期目标年

为2025年，远期目标年至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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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目标与战略
规划定位

通过相关规划对城南乡的发展定位要求，确定城南乡为：县域政

治、经济、文化副中心，以发展旅游休闲产业、特色梨果、农副产品生

产性物流业为主，具有明显山水和文化特色的魅力小城。发展方向为玉

露香梨产业为主导的农产品物流中心；城郊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规划目标

1、社会发展

至2025年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

场化配置，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承包地制度，完善农民闲

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产

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至2035年显著提升城镇化水平，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

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就业

更加充分，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依托技术扶贫、精准扶贫等工程，

实现对困难村进行科技服务和创业带动全覆盖。



01 目标与战略
2、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根据上级规划指标分解，城南乡镇域范围内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140.5715公顷、耕地保有量不低于3185.9850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面

积不低于1845.6693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361.4728公顷。

各村庄应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等刚性指标要求，配合乡镇统筹下达的指标任务。

3、指标体系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安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从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国土开发利用方式、全面提高国土开发质

量和效率出发，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注重内涵提升、开发提质，制

定各阶段城南乡发展目标。从安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等方面制定发展目标。



02 总体格局
底线管控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功能分区，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实施低影响开发模式，引导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打造生态文明

城镇、低碳城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140.5712公顷。

落实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证耕地永农的目标规模和稳定性。规划至

2035年，全乡耕地面积不低于2757.4198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低于1632.7614公顷。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根据法律法规及落实城南乡城镇开发边界线划定情况，划定城镇

开发边界线总面积164.0345公顷。



03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总体格局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双评价，认识区域资源环境禀赋特点，找出其

优势与短板，发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可能的

资源环境风险，确定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等功能指向下区

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级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程度，科学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统筹优化生

态、农业、城镇等空间布局提供支撑。因此，依据隰县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编制《城南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在生态、农业、建设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根据“生态优

先、兼顾建设”的排序来确定空间适宜区类型，划定国土空间适宜区。



03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耕地资源

以确保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为目标，坚持耕地保护优先，数

量、质量与生态并重，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耕

地转为非耕地。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对优质耕地从严保

护。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区域，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耕

地质量和产能，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引导适度规模化经营。

林草资源
全面保护林地。按照发展现代林业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要求，严格

实施林地用途管制，切实保护现有林地，以本土和名优树种为主，构建生

态防护林、景观生态林等林网体系，有效补充林地数量，引导节约使用林

地，确保林地资源稳定和増长。同时注重区域森林生态系统与城市绿地、

通风廊道和园林绿化的串联。

湿地资源

禁止下列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开（围）垦、排干自然湿地，

永久性截断自然湿地水源；擅自填埋自然湿地，擅自采砂、采矿、取土；

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其他污染湿地的废

水、污水，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过度放牧或者滥采野生植

物，过度捕捞或者灭绝式捕捞，过度施肥、投药、投放饵料等污染湿地的

种植养殖行为。



03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水资源

严控用水总量
严格控制全乡用水总量，到2035年用水总量符合县级管控要求。坚持

“生活用水控制增长，工业用新水零增长，农业用新水负增长，生态环境

用水适度增长”，合理配置水资源。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调整农业生产

空间布局，发展旱作节水农业。

加强资源管理
严格地下水利用管控，禁采区严禁取用地下水，已有的企业要限期关

闭，超采区不得新建扩建高耗水项目。不断优化水资源配置，农业灌溉逐

步减少地下水开采，改以地表引水为主，大力推行节水灌溉技术；再生水

用于灌溉农田、洗车、绿化、洒水降尘等，逐步建成节水型经济。

保障饮用水安全
加强乡镇及农村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稳步推进农村饮用水水源

保护工作，推动饮用水水源地专项整治和规范化建设工作，编制环境风险

专项应急预案，推进城南乡及村庄饮用水水源地排查整治工作，确保饮用

水安全。

矿产资源
要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管、产业结构调整等要求，有

计划、有步骤地对采矿用地进行区别化整顿，对符合生产条件的及时进行备

案，引导企业进行生产工艺和设备等的技术改造，对不符合生产条件的，要

稳步推进关、转、停、并。



04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国土综合整治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遵循“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草则草”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力推

进闲置、低效农村宅基地、废弃地的复垦利用，盘活农村居民点低效利

用土地。

高标准农田建设

规划至2035年，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

生态修复

矿山生态修复

实施黄河重点生态区隰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国土造林绿化

以生态敏感、脆弱地区为重点，本着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开

展防护林体系综合修复和治理，本次主要对其他草地实施造林绿化工程。



05 乡村振兴和发展
村镇体系

立足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中心集聚、轴线拓展、点线带面、协调发展

的原则，综合考虑乡域内城乡村分布与规模，构建2个中心村和14个基层

村的镇村等级结构。

村庄分类

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综合考虑乡村地域类型的多样性、系

统差异性和发展动态性，规划全乡村庄（除城区外）分为城郊融合类（5个）

、特色保护类（4个）、集聚提升类（6个）和暂不分类（1个）4种类型。



05 乡村振兴和发展
产业体系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资源禀赋为基础，以发展玉露香梨、苹果、

干果、苗圃、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物流等为主的地方性商贸中心以现有

产业为基础，落实县级规划相关部署，结合村、镇发展意愿，规划着力

形成以行政村为分区单位，以核心生态保护区、特色农业发展区、城镇

化产业重点推进区、工业发展区和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空间规划布局。

主要以梨果、农光互补产业、服务业等为主导，发展城南乡特色产

业。



06 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风貌塑造
产业布局



06 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风貌塑造
历史文化保护

物质文化遗产

古建筑类周边建设控制地带内，建构筑物的风貌与保护对象协调

，景观视廊内建构筑物在形式、体量、高度、色彩上要与保护对象相

协调。近现代重要史迹类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形式、体量、色调

必须与文物保护单位相协调。一切修缮和新的建设行为均要求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产与生活是文化遗产的来源，应把文化遗产还给生活和生产，

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旅游活化是破坏

程度最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只有演绎、参与、重现、观赏

才能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



07 支撑体系

综合交通

充分发挥区位与交通优势，适应镇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引导城

乡空间结构调整和功能布局优化，积极融入隰县“交通圈”，促进区域

交通、城乡交通协调发展，将城南乡建设成为隰县的交通门户。

（1）“十五分钟交通圈”，通过对外交通干道能够在十五分钟内通

达隰县及主要交通枢纽站。

（2）“同城化”，乡政府驻地主要城市道路全面对接隰县。

（3）“全覆盖”，所有中心村和基层村都有乡道或以上级别的公

路。

（4）“多层次”，针对不同交通需求，建成多层的公路体系，使镇

域居民点都能够进行快速交通转换，包括乡道、县道、国道、高速路

等。客货流得到有序组织，过境交通得到疏解，建成旅游专线系统。



07 支撑体系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设施
构建“乡级—社区（村）级”两级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乡政府

驻地新建乡镇文化活动中心，配套建设文化馆、图书馆和影剧院
等。社区（村）级文化活动中心覆盖率达到100%，乡村地区根据
乡村特色宜综合设置建设文化活动室和农家书屋等文化设施。

教育设施
高中段教育向中心城区集中，初中阶段教育向乡政府驻地集

中，农村中小学及幼儿教育向乡政府驻地和中心村集中，中心村建
设村幼儿园，邻近村庄可集中设置1处。

体育设施
规划构建“乡级—社区（村）级”两级公共体育设施体系。乡

政府驻地新建乡镇体育中心，应具备多种健身设施、专用于开展
体育健身活动的综合体育场(馆)或健身馆。落实社区体育场地设
施配套要求。

医疗设施
构建“乡级—社区（村）级”两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医

疗机构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布局，乡政府驻地保留现状城南乡卫生
院，根据床位数需求增长，迁建、扩建。提升社区（村）级医疗
卫生设施服务能力，按照平原区15分钟、山区30分钟步行可及社
区（村）卫生医疗设施的要求，实现社区（村）级卫生服务站及
村卫生室全覆盖。

社会福利
设施

进一步构建完善“乡级—社区（村）级”两级社会福利设施体
系，完善各类福利设施建设。保留乡政府驻地日间照料中心，建
立社区（村）级为老服务设施。结合未来需求可将现状日间照料
中心改造成为养老院，各村规划的单处日间照料中心，提供老年
人日托服务，实现社区（村）级社会福利设施全覆盖。

其他公益
性设施

在乡政府驻地设置集贸市场，用于农副产品、日常消费品交
易。各行政村宜设1处商业服务场所，商业服务场所主要提供便民
商业服务，可包含邮件快递服务、物流配送等功能。



07 支撑体系

电力

通信

燃气

供热

市政基础设施

加快城乡供水管网建设，着力推进城乡供水

供水 一体化，构建符合城南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供
水体系。

推进城乡排水一体化工程建设,全面实施城

排水 镇雨污分流，实现城区雨污分流、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的工作目标。

加强城乡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供电服务和

民生用电保障能力，助力城南乡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进通信网络基础建设，加大基站建设力

度，搞好优化补点，通信全面发展5G网络。

提高天然气清洁能源利用水平，强化多气源

建设，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完善城乡供热设施建设，积极构建绿色、节

约、高效、协调的清洁供暖体系。

建立和完善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

环卫 处理体系，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
害化”目标。



07 支撑体系

防洪
排涝

防灾

工程

地灾
防治

安全韧性与综合防灾

坚持防外洪与治内涝，防洪工程与市政建设联动，

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

综合治理。

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工作方针，组织

消防 专业消防队伍，加大消防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火意

识和自救能力。

抗震 提高城乡建设抗震水平，新建，扩建、改建建设

工程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人防 按照“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原则，

建设强大巩固的现代人防体系。

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水平，推进实施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加强地质灾害处置能力，逐步建立与经济

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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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

以中国梨博园为依托，

以黎永高速S70为纽带，将

道路沿线的林地、河道、乡

村道路、森林、湖泊、农

田、民居等要素有机串联，

大量栽种梨树，并配合梨主

题雕塑突出“中国梨乡”主题

形象，配套一处小型旅游服

务区，包含隰县旅游资源介

绍、旅游线路推荐、旅游交

通指引、旅游咨询发布、旅

游特产展示销售等服务功

能，以分段打造的思路，形

成梨园盛景段、诗画田园

段、富氧山水段主题景观，

作为隰县自然山水风光展示

的重要交通枢纽及对外宣传

展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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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发展指引

行政单位序号及名称 等级 职能分工

1 七里脚村 中心村 民淳高产玉露香，传承历史创旅游

2 坊底村 中心村 传承天然五谷，走脱贫攻坚之路

3 曹城村 一般村 种粮收果建光伏，乡村振兴争先进

4 车家坡村 一般村 红色纪念尽显待客热情，健身娱乐共创美好生活

5 和宿村 一般村 梨果产业为主导，林荫清爽乘凉处

6 李城村 一般村 因地制宜，分区种粮栽果，建光伏发电，传承非遗文化

7 留城村 一般村 产优质粮，造鲜果蔬，携手脱贫，走富裕路

8 路家峪村 一般村 传承天然五谷，走脱贫攻坚之路

9 南唐户村 一般村 梨果产业为主导，团结协作齐致富

10 蓬门村 一般村 种梨果，建光伏，合作脱贫，共创文明

11 千家庄村 一般村 建光伏、创产业，壮大经济传非遗

12 上友村 一般村 链式发展，创高产高销

13 石家庄村 一般村 林地耕地齐头并进，林荫清爽避暑乘凉

14 五里后村 一般村 梨果农产为主导，历史遗迹永留存

15 员家庄村 一般村 种梨果，建光伏，发展养殖；加强合作，脱贫攻坚，共创文明

16 朱家峪村 一般村 种五谷，栽梨果，赏原生态山水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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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
对近期国土开发、保护、整治项目及用地安排制定近期实施规划，

重点针对交通、电力、水利、旅游、民生教育等项目进行建设安排。

实施保障

提高规划实施的协同性和积极性

完善政策机制，推动政府、社会、人民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
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人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鼓励企业和人
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规划建设管理，推动规划有效实施。

加强规划监督评估

健全规划实施监管和考核问责制度，强化对规划实施的监督，
确保规划有序落地。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数字规划建设管
理平台，建立“实施－监测－评估－维护”机制，提升规划的适应
性。

强化规划权威性

规划一经批复，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因
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重大项目建设或行政区划调整等确需修改规划
的，须先经规划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按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对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追究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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