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求意见稿

隰县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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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的发展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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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实现寨子乡城乡融合

发展，保障构建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特编制《隰县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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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县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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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ydzrzygh@163.com


前言
寨子乡，隶属山西省临汾市隰县，位于隰县东南侧，距县城约

17千米。东邻黄土镇，南与蒲县古县乡、隰县午城镇接壤，西邻城

南乡，北与下李乡相接、龙泉镇毗邻。行政区域面积155.0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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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位规划，隰县县域镇村体系职能结构按“中心城区--重点镇--一

般镇”三级结构划分，规划确定寨子乡为农贸型一般乡镇。依托梨果产业优

势和电商星创基地，全力打造梨果小镇。推动梨果、小杂粮种植、旅游服务

业发展。

规划目标

加快推进特色农业

依托梨果产业优势和电商星创基地，全力打造梨果E镇。推动

梨果、小杂粮种植、旅游服务业发展。

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

加快产城融合发展，完善多元化住宅供给，提供多层次、特色

化、高品质的设施，推进完善便捷。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下水工程建设以及改造

，加快推进冬季清洁能源，完善天燃气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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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4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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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基本农田的目标规模和稳定性

。规划至2035年，全乡耕地面积不低于2874.5466公顷。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669.0739公顷。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寨子乡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03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总体格局

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为基础，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保护类要素

和城乡、产业、交通等发展类要素布局，空间上构建“一心两轴三片区多

点”的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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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隰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以科

学支撑《寨子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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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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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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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乡政府驻地、4个中

心村和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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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

、特色保护类（2个）和集聚提升类（8个）3种类型。



05 乡村振兴和发展
产业体系

发展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依托玉米、红富士、酥梨、优种核桃

等五个特色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振兴，充分调动群众发展农业的积

极性。在寨子村、坪城村等村发展优质核桃种植及加工产业化，在

陡坡等村依托种植合作社，发展玉米种植产业，解决群众生产难

题，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突出寨子乡农业优

势，打造农业经济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为一体的农贸型城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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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空间规

划布局。



05 乡村振兴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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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筑物的风貌要与保护

对象协调，景观视廊内的建构筑物在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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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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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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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程度最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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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布局：解决各村间、村与镇区间道路连通性差的问题，优

化路网结构，解决断头路、丁字路的问题，优化道路质量，着重加

强镇域内南北两侧的连通性。规划期末，实现村村通公路、村村通

公交，并形成公交服务全覆盖的交通网路体系。

第—层次——主干路

规划期内，与隰县道路交通规划相衔接。寨子乡镇域内预计保

留主干路长延高速、G341国道和胶海线，主要承担对外交通功能。

第二层次——次干路

将除国道和高速公路以外的公路作为次干路，是在第一层次对接

通道型公路网络的基础上，联通各个村之间的连接线。规划要求必须完

善村之间的联系网络。

连接各村连接各中心村、一般村和乡镇政府驻地。规划期内依据

乡镇意见，拓宽北原村境内的横穿公路。



07 支撑体系
第三层次——支干路

在现有道路基础上完善连通性与通达性的问题，解决丁字路与锐

角道路的问题，优化路网结构，实现全覆盖连接性强的交通网路体

系。

交通节点规划

结合农村公交一体化工程的实施，逐步建设乡镇客运汽车站。在

寨子乡乡镇政府驻地内规划一公路枢纽，作为汇点连接各主次干路

和支路。



07 支撑体系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设施
构建“乡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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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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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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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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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子乡卫生院，根
据床位数需求增长，迁建、扩建。提升村级医疗卫生设施服务能
力，按照平原区15分钟、山区30分钟步行可及村卫生医疗设施的
要求，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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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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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符合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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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寨子乡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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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乡政府驻地规划
空间结构

基于乡政府驻地发展现状和城市空间形态布局的分析，寨子乡作

为农贸型小镇，目前的寨子乡本级建设和发展基本沿从东到西的道

路自发展开，尤其在核心道路G341过来两侧，商业服务业设施十分

集聚，零售便利店、饭店、各类商店等商业用地沿路分布，并有镇

政府、银行等服务机构沿路分布，是寨子乡本级最主要的商业服务

业轴线。在轴线之外，居民住宅呈现匀质分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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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发展指引

村庄名 乡村体系 发展指引

寨子村 乡政府驻地
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承担乡域社会公共设施服务和市政服务功能，全乡的文

教和商业服务中心

陡坡村 中心村 粮食主产区，巩固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

三交村 中心村 巩固提升三交金沙红“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延伸特色产业链条

中桑峨 中心村 依托水源充足，交通便利气候适宜等自然优势，以苗木培植为主导产业

马家村 中心村
以梨果为主导产业，依托农村电商催生“直播经济”，打破传统农业单一生产功能，推进农业

接二连三融合发展

定国村 一般村 依托定国沟落资源优势，打造写生基地，发展民宿度假、田园康养旅游

无愚村 一般村
采取“1+N”庭院经济发展模式，即“规模连片种植+特色种养+非遗编织”带动，让“方寸地”

变成“聚宝地”

去延村 一般村 建设“玉露香密植园示范基地”，推动玉露香梨标准化生产，有效提升果品产量

坪城村 一般村
“脱毒马铃薯繁育基地”+“标准化养猪”，逐步形成集种植、养殖、观光、采摘、农家乐为一

体的田园特色体系

习美村 一般村
实施农机服务项目和梨果产业托管服务项目，打造文化长廊和广场、新栽观赏性绿植，改善人

居环境、建设宜居村庄

石村 一般村 以种植和圈养殖绒山羊两大产业板块为主，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下桑峨 一般村 依托下桑峨草编实训基地，通过线下生产+线上销售的方式增加收入，叫响非遗草编品牌

黑桑村 一般村 黑山木耳特色种植，实施农牧循环，实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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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
对近期的国土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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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