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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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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作用

        固贤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是对兴县

固贤乡范围内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作出的具体安排

和部署，是对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细化和落

实，是落实乡镇级发展规划的空间保障，是编制村庄规划和开展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侧

重实施性。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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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

固贤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范围为兴县固贤乡行政辖区内全部陆域

国土空间，辖10个行政村，全域总面积16678.83公顷。本次规划包

括固贤乡乡域、固贤乡人民政府驻地两个空间层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1-2035年。

      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到2025年，远期2035年，远景展望至

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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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目标与战略
2.1   发展定位

2.2   规划目标

2.3   规划战略



发展定位

02    目标与战略

深化落实兴县国土空间规划，以019乡道和固贤村为中轴和中

心，根据山区、丘陵、平川区域特点，结合产业、宜居、生态等

核心因素确定固贤乡的发展定位为：

兴县南部生态屏障、吕梁山西麓旅游中心、特色农业产业基

地、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02    目标与战略

规划目标

——三生空间初见成效。
——生态空间:生态格局安
全，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生产空间:空间布局集
约高效，升级初见成效，
发展聚集高效。
——生活空间:人居环境宜
居化,生活尺度差异化，人
文体验多样化。

——现代化的典范城市。
——产业转型总体完成，经
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升。
——迈入高收入地区行列。
——生态系统持续恢复，环
境质量全面改善。
——文化影响更加深入广泛，
文创产业增加值不断提高。

规划战略

融入区域
以乡政府驻地为重点，完善乡政府职能，从交通、职能、产业等多方

面发展，融入兴县乡政府驻地。

协调周边
强化乡政府及周边村庄与兴县的产业、交通及市政基础设施等的协调。

协同产业
构建“生态文旅”产业体系。挖掘固贤乡民俗文化底蕴与内涵，借助

东会乡“四八”烈士纪念馆发展潜力，积极融入蔡家崖—高家村—张家湾

等蔚汾河沿线红色特色村镇的建设，形成集观光、休闲、教育等功能为一

体的主题型红色文化旅游景区。



0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与结构

3.1构建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2底线约束

3.3规划分区与用途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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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与结构

统筹优化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统筹

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推动形成开发和分类保护相适应的

“一核、一轴、两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支撑全乡高质量转

型发展。

“一核”：以乡政府驻地为核心，发挥乡政府驻地增长极核的带

动作用。

“一轴”：以019乡道为固贤乡发展主轴承担产业和服务的职能。

“两区”：自然风景旅游区，主要依托固贤乡东侧自然风光黑茶

山自然保护区乡域东侧东会乡四八旅游基地等旅游资源形成特色旅游休

闲产业片区；

有机旱作农业区，主要依托乡域北部和南部区域有机农作产业基

础发展形成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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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谐共生的农业空间
      统筹全域农业生产，以传统种养殖业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发

展特色产业，形成“一乡一园区”养牛场、贝贝南瓜种植、蔬菜大棚

项目协同发展的乡村产业体系

一乡一
园区

经营主体为由固贤、杨家圪台、郑家岔、闫家沟、
弓家沟、尧儿上、王家沟七村联合组成的兴县固
贤盛源养殖专业合作联合社。

贝贝南
瓜种植

在固贤村和井子村两个贫困村共同实施“贝贝
南瓜试验“示范推广项目。

一村一
品

按照“村党支部+能人带动+合作联社+脱贫户”
的经营模式运行，实现香菇产业技术服务从产
到销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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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三条”控制线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全乡耕地保有量不低于3731.69公顷，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2557.75公顷。

全乡生态保护红线面积3990.83公顷，其中生
态控制区1270.60公顷。

依据《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固贤乡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规划分区与用途管控
落实上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统筹考虑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趋

势，以国土空间的保护开发功能属性为基本取向，以自然地理边界和

国土调查地类界线为主要依据，推动主体功能区划向规划分区传导

农田保
护区

划定农田保护区2557.75公顷，主要分布于乡域西侧、南
侧地势平坦，耕地集中的区域。

生态保
护区

划定生态保护区3990.83公顷，占乡域国土面积的
23.93％，主要分布于镇域东侧。

生态控
制区

划定生态控制区1270.60公顷。

乡村发
展区

划定乡村发展区8859.29公顷，包括村庄建设区445.82公
顷，涉及村庄建设区327.82公顷，一般农业区8247.08公
顷，林业发展区284.3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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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

4.1耕地资源

4.2 林草资源

4.3 水资源

4.4 湿地资源

4.5 矿产资源



04     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

耕地资源

        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进一步加大管控力度，强化永

久基本农田对城市扩展的刚性约束，

严格建设占用耕地审批，加强耕地

保护执法，坚守耕地保护规模底线。

林草资源
       持续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

修复工程。依托国家战略，对生态

功能重要区和敏感区内实施退耕还

林工程。

      大力开展荒山造林工程和草地

优化工程，遏制林地退化。开展森

林植被恢复、森林生态功能修复及

林分稳定经营技术等先进科技成果

和实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水资源

        从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加大

水污染防治力度、加大河流、水库

水系治理力度三方面提升河流、水

库水系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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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

        转变矿产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

式，优化资源配置及其开发利用布局，

科学设置和调整矿业权，综合运用经

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矿山

企业依法开采的矿产资源及生产要素

进行重组，构建配置优化、布局合理、

产业聚集、利用集约的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新格局。

全面落实《山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和《吕梁市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送审

稿）》确定的规划分区，确保边界范围、

政策和监督管理措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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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5.2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05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农业空间综合整治：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合理开展坡耕地整治加快构建村庄规划体

系，优化村庄布局、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城镇空间综合整治 :

       加快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加强工业污染防治，改善大气、水环境

质量；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治理。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地质灾害防治：

根据2023年兴县地灾隐患点台账数据，兴县地

质灾害威胁主要来自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

陷等，固贤乡乡域地灾隐患点共计3处，其中中型

地灾隐患点2处，小型地灾隐患点1处。固贤乡处于

地质灾害隐患威胁中的共计7户，威胁人口22人，

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财产总额约52万元。

根据固贤乡地质环境条件、灾害
发育规律、灾种分布特点、地质
灾害危害程度划分防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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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

矿山环境修复

       以旱作梯田、淤地坝和“固沟保塬”建设

为重点，有效减少泥沙入河。重点以小流域为

单元，基于综合治理、集中治理的原则，依托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修复工程、重点区域

退耕造林等工程。

       强化生产矿山“边开采、边治理”举措，及

时修复生态和治理污染，停止对生态环境造

成重大影响的矿产资源开发。切实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切实贯彻“绿色矿山”理念，积极施

行绿色开采方式，“边开发、边治理”确保不再

遗留新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推动生产矿山

逐步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06   乡村振兴发展引导

6.1 城乡居民点体系规划

6.2 引导村庄分类建设



06   乡村振兴发展引导

城乡居民点体系规划
        根据村庄发展条件与发展实际，规划固贤乡形成“中心镇区—

中心村—基层村”三级镇村体系等级结构。

引导村庄分类建设
      规划将固贤乡10个行政村划分为集聚提升类、整治改善类（其

他类）两种类型。以村庄分类为依据，作为乡村振兴要素匹配的依

据。



07   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风貌塑造

7.1 历史文化保护

7.2 景观风貌管控



07   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风貌塑造

固贤乡有15处县级级文保单位，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承载固贤乡千百年

历史文化的最强有力的载体，对于研究固贤乡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文化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是固贤乡最

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固贤

乡千年文化最典型的代表，文

物保护单位应该严格按照国家

文物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技术规定实施保护，明确保

护主体，严格保护文物保护单

位的格局、建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统手工艺：重点保护

固贤乡刺绣、剪纸的传统手

工艺；传统庙会、节日：保

持和继承健康、美好、富有

情趣的地方风俗；传统街巷

地名：保持地名的传统人文

特色、传统地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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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综合交通体系

8.2  公共服务设施

8.3  市政基础设施

8.4  安全韧性与防灾减灾



08    国土空间支撑体系构建

综合交通体系

公路网

乡道：规划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乡域段拓宽019乡道和016乡道为

两个车道，完善乡域的通村路网。

旅游公路：加快建设吕梁市方山界至四八烈士纪念馆旅游公路工

程建设项目，打通固贤乡至东会乡“四八”烈士纪念馆的旅游道路，

积极融入蔡家崖—高家村—张家湾等蔚汾河沿线红色特色村镇的建设，

提出农村道路建设目标、提升农村道路建设水平、促进城乡融合

健康发展。

城乡公
共交通
结构

落实上级规划对公路、铁路、机场、水运等重要交通的空间布局和

控制要求，加强各类对外交通设施与上级规划路网、乡域道路系统的

衔接协调。

综合交通规划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保留现有小学、初中、高中。依据各村庄未来实际发展情况，适当
调整学校规模，完善相应教学设施。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发展。推进“智慧医疗+5G协同
诊疗”系统建设，实现镇、村两级远程医疗“全覆盖”。

按社区生活圈标准，对中心村与基层村分别进行配置。结合资源禀
赋，注重文化性、地域性、民族性等元素，完善镇域文化基础设施，
塑造特色生活圈文化。村庄至少设文化设施1处。

按社区生活圈标准，对中心村与基层村分别进行配置。村庄的体育
设施结合地区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小型体育活动场地或健身室。

按社区生活圈标准，对中心村与基层村分别进行配置。村庄的日间
照料中心应在各村庄至少设1处。

构建全面公共服务体系

完善5分钟、10分钟、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完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和社

会福利设施配置，推进社区服务全覆盖

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设完整社区，完善各级社区生活

圈服务，提高城市宜居度

08    国土空间支撑体系构建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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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构建绿色安全的基础设施网络

固贤村和甄家庄供水模式以联村集中

供水模式。根据现状水源情况以及村庄

用水现状，在乡政府所在地建设供水设

施，同时辐射周边村庄。

规划确定乡域内固贤村和甄家庄村庄排水

采用雨污分流体制，其他村为分散处理模式。

在固贤村设施三处污水处理站，污水管道全

部入地入网，甄家庄村建设一处污水处理设

施，日处理规模在60-90立方米/天，其余保

留村庄周边结合实际地形条件分片分散处理。

规划每个中心村设置开闭所一座。为保证

电力设施建设顺利，需对规划电力线路及站

点进行保护。站点保护区范围为站点围墙外

10米，电力线路保护区宽度可参照高压走廊

宽度。高压走廊按如下宽度预留，35KV及

110KV线路单走廊宽度为30米。

规划逐渐增加5G基站的建设，合

理布局5G基站站点，建设覆盖全乡

城乡范围内的5G通信网络。规划将

保留现状邮政局所。

规划采用户收集至村垃圾收集点

方式，将垃圾分类收集后送至固贤乡

转运站，经转运站送至兴县生活垃圾

处理场。在规划期末实现城乡垃圾废

弃物收集、中转覆盖率达到90%。

近期乡域内各个村庄可以采用

“煤改电”，利用电暖气、空调采暖、

空气源热泵等多种方式采暖。远期可

以利用燃气作为热源采暖

供热规划



公共安全与综合防灾
构建坚韧稳固的城市安全体系

抗震避灾
        到2025年，综合防灾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基本

建立统筹高效、职责明确、防治结合、社会参与、与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相协调的灾害防治体系。

        力争到2035年，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重特

大灾害防范应对更加有力有序有效。

防洪排涝
     根据固贤乡处地理位置及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考虑固贤乡境内固

贤沟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设防。

消防防护
      为满足发生火灾时，消防车在接到报警5分钟后可到达责任区边缘，

15分钟到达乡域主要村庄，规划乡政府驻地设置志愿消防队，村庄设置

微型消防站。

防疫体系
        坚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

果断处置”的方针，强化 “五包”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层层落实病毒防

疫目标责任

人防工程

       贯彻“平战结合、军民融合”的方针，构建统一高效、布局合

理的人防工程体系。

08    国土空间支撑体系构建



09    乡政府驻地规划

9.1 总体结构和规划分区

9.2 用地布局与功能优化

9.3 公共安全与综合防灾



09    乡政府驻地规划

总体结构和规划分区
结合现状发展基础，规划形成“一心、一轴、一带、多点”的乡政府空间

结构。

一心：以固贤乡人民政府为核心，辅以公共服务、文化设施的核心片区。

一轴：沿019乡道形成村庄有机生长轴，周边布局公共服务设施，满足人

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一带：以村庄南侧河流为村庄景观轴带，修复河道环境，打造村庄景观轴

线。

两区：包括生活居住组团、综合服务组团。

多点：涵盖教育、医疗、养老、文体等领域的等多个功能节点。



09    乡政府驻地规划

用地布局
固贤乡政府驻地为固贤村，位于乡域中部，依托乡道019发展形成，

2020年底，乡政府驻地户籍人口802户2619人；建成区面积18.45公

顷。

功能优化



09    乡政府驻地规划

规划形成“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三级路网体系。规划仍保持固贤村

现状的道路格局和空间尺度。

主干路：主干路主要为乡政府驻地各片区之间以及固贤乡对外的机动车

交通干线。在完善现状乡政府驻地主干路网的基础上，规划红线宽度7米，

双向2车道。

次干路：次干路主要为内部和相邻片区之间衔接的机动车交通干线。次

干路红线宽度为6米，次干道主要为南侧沿河道路。

支路：支路主要为组团内部的道路。红线宽度4-6米以内。

乡政府驻地交通规划



10    规划传导与近期建设

10.1 明确规划传导落实

10.2 近期行动计划

10.3 政策机制

10.4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0    规划传导与近期建设

明确规划传导落实

近期行动计划

1、调整、优化城镇用地结构，完善城镇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镇承载力和服
务层次，增强城镇的吸引力和对城乡发展的带动
与服务能力。

2、积极推进镇区融合战略，加速固贤乡向市
区的发展建设，与兴县整体衔接，促进固贤乡生
态康养、活力宜居城镇的全面建设。

3、积极发展养老产业、旅游业、运动健康等
产业，引导固贤乡产业结构合理发展。

4、加强城镇园林绿地建设和景观风貌的综合
整治，塑造城镇特色、提升城镇品质、优化人居
环境。

5、加强土地盘整工作，通过深入挖掘，加快
闲置土地的整治，尤其是镇区内部的闲置工业企
业用地，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



10    规划传导与近期建设

落实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对固贤乡的发展定位及相关刚性管控要求

实施保障机制

    建立乡镇、村庄责任规划师制

度，为固贤乡城乡战略发展、规

划编制报审、建筑设计实施、项

目运营管理提供长期技术支撑。



意见建议反馈方式
公示时间：2025年3月24日至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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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至兴县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

划利用股。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邮箱：xxzrzyj6301225@163.com；

联系电话：0358-6301225；

通讯地址：兴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王凌军

三、公示内容

见附件《固贤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