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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化落实《尧都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提出的各项目标要求，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结合乡村现状，以农
业种植为重点，乡村旅游为特色，聚焦现在，着眼未来，为一平垣乡寻
求突破点，打造“万亩核桃山·仙境一平垣”。尧都区人民政府特此组
织编制了《尧都区一平垣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
简称《规划》）。

《规划》是一平垣乡未来15年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空间蓝图，是乡域
范围内各类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活动的总依据，是编制详细规划和实
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凝聚社会公众
智慧，科学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建议。

一、公示时间

2023年12月8日至2024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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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至临汾市尧都区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联 系 人：梁萍、燕晓东

电    话：13593199722

电子邮箱：ydzrzygh@163.com

通信地址：尧都区益民路14号尧都区自然资源局

邮    编：041000

三、公示内容

见附件《尧都区一平垣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特此公示

临汾市尧都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12月8日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五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

最基础的层级，是实现各类管控要素精准落地的重要一

环，其主要任务是落实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指标传

导以及定量、定界、定标管理要求，对乡镇全域内的国

土空间开发与保护做出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强调实施

性和全域要素覆盖，以及乡镇“一张图”规划、“一张

图”管理，同时明确城镇建设区、工业区、农村居民点

等的开发边界，是开展乡镇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

村规划的编制依据、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定依

据。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尧都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

《尧都区一平垣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包括一平垣乡乡域、乡政府驻地两个层次，

总用地面积12621.2409公顷。规划年限为2021年-2035

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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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1.1 规划定位

立足现有核桃种植、虎头山景区等本底，以核桃种植、加

工产业为重点，以养生休闲旅游为特色，将一平垣乡定位为：

   01 规划定位与目标

尧都区核桃种植、加工、体验基地

晋 南 健 康 养 生 休 闲 旅 游 示 范 乡

1.2 规划目标

n 2025年——完成核桃产业的建设，高标准建设核桃现代农

业园区，壮大集体经济，将一平垣乡建设为尧都区核桃现代

农业园区。

n 2035年——进一步完善核桃园区建设，促进核桃种植、加

工、体验休闲旅游、康养度假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完成村庄

农业现代化建设，建设成环境优美、产业兴旺、村民富足的

产业融合发展强乡。



CONTENTS

2.1 总体格局

一轴：沿国道发展的乡村振兴发展轴。

一心：一平垣乡乡驻地综合服务中心。

两园：由虎头山村、赤河村和杨家坡村组成的核桃现代

农业园，以辛店村为主的玉露香现代农业园。

两区：由核桃凹村、房家凹村、罗家圪垛村和闫马河村

组成的生态农业区，以由一平垣村和岭上村组成的生态农业区。

   02 总体格局与结构

构建“一轴一心两园两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CONTENTS

2.2 底线约束

永久基本农田

落实上级下达永久基本农田红线面积2625.9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

一平垣乡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一平垣乡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耕地保护目标

落实上级下达耕地保护任务，规划面积2889.61公顷。

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

落实21处不可移动文物本体范围、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河流治导线

落实岔口河河流治导线。

   02 总体格局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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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区管控

   02 总体格局与结构

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

在对生态环境不产生破环的前提下，可适度
开展观光、旅游、科研、教育等活动

农田保护区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依法确
定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实施特殊保护

的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

乡村发展区 严格限制非农业用地的开发和利用，确保农
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引导乡村产业的有序发展

其他用地区 严禁破坏特定用途，保护和改善区内用地的
自然生态环境



CONTENTS

3.1 耕地资源

严格耕地保护任务，确保长期稳定利用耕地不降低，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稳定耕地数量

推进优质耕地集中连片布局，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内的

耕地布局。

优化耕地布局

推动耕地质量提升工程，通过修缮沟渠等基础设施、

提高农田立地条件等手段，提高农田耕地质量等级。

提升耕地质量

3.2 水资源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

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强化节水规范化、标准化、

精细化管理。

强化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确保饮用水安全。重点

推进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加强水质监测，保障饮用水

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03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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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林草资源

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商品林用途管制。严禁转换，

严格用途管制，严格保护各级生态公益林；严格限制林地

转为建设用地，严格控制林地转为其他农用地；严格保护

森林资源，加强经营管理，实现森林面积占补平衡、进出

平衡；分级保护，科学划分林地保护等级，实施林地分级

保护管理。

3.4 湿地资源

健全湿地保护体系，制定湿地保护目标责任书，明确

管理主体，强化管控责任；禁止非法占用，严格落实征占

用湿地“先补后占、占补平衡”，稳步提高湿地保护率，

减轻人为干扰，提高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

3.5 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

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事关经济社会建设全局。

   03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CONTENTS

4.1 农用地整理

   04 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和保护利用，强化高标准农田产

能目标监测与评价，严格实行用途管制，坚决遏制“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

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建设塘坝、小型拦河坝、农用井、泵站、小型集雨设

施，修建疏浚排灌渠（管）道，新建改建机耕道路，新增和改

善灌溉用地，新增节水灌溉用地,提高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乡村振兴提供

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工程、物理、化学、生物等措施对中低产田土的障碍

因素进行改造，提高中低产田土基础地力，通过实施耕地提质

改造将土地恢复至可耕种状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促进

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CONTENTS

4.2 建设用地整理

   04 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进一步理低效闲置农村宅基地，可以通过依法依规发展农

家乐、民宿、乡村旅游、康养等新型产业就地盘活。

农村宅基地整理

工矿废弃地整治

低效建设用地整治

规划整理批而未用低效建设用地。通过采用促招商、促征

地、促开工、协商收回、腾笼换鸟等方式具体处理，避免土地

闲置浪费。

规划整理工矿废弃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殡葬

用地等，通过工矿复垦形成农业设施建设用地、林地等。



CONTENTS

4.5 生态修复

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林草湿退化修复、地质灾害治理、水

土流失治理、水环境治理等方式，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

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矿山生态修复 林草湿退化修复

地质灾害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

水环境治理

   04 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CONTENTS

5.1 乡村体系结构及职能分工

结合人口规模、经济职能，优化完善乡村布局

构建乡政府驻地——中心村——基层村

规划乡村职能为综合服务型、生态保育型、农

业生产型三类

   05 乡村振兴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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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产业布局规划

   05 乡村振兴和发展

一心：一平垣村产业综合服务中心；

一轴：依托国道形成的综合发展轴；

四区：以虎头山村、赤河村和杨家坡村形成的核桃现代

农业区，辛店村玉露香现代农业园，核桃凹村、房家凹村和闫

马河村组成的生态保育区，由岭上村构成的生态保育区。

构建“一心一轴四区”产业空间结构



CONTENTS

6.1 历史文化保护

明确一平垣乡历史文化保护对象为21处未定级不可移

动文物，包括古建筑、古遗址、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三类，其中古建筑10处、古遗址8处、近现代重要史

迹及代表性建筑3处。

6.2 特色风貌塑造

规划“一带四区”的景观风貌格局

   06 历史文化与特色风貌



CONTENTS

7.1 综合交通

n 强化全域对外交通

形成“两横对外，乡道纵横”的乡域主要道路系统。

“两横对外”：规划洪大高速、现状520国道。

“乡道纵横”：顺应地形，呈网状布局，连接各个村庄。

n 完善政府驻地路网

规划乡政府驻地道路分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三级；

规划主干路红线宽度为9-14米；

规划次干路红线宽度4-9米，规划支路宽度为2-4米。

   07 综合支撑体系

7.2 公共服务

n 乡集镇层级

构建功能复合、便捷可达、环境宜人的乡集镇公共活动中

心。文化、体育、医疗、教育等服务要素宜临近生活性街道、

交通节点、公园水系布局。

n 村/组层级

配置公共服务设施：村卫生室、老年活动室、文化活动室、

农家书屋、便民农家店、村务室、物流配送点。此外，各村配

置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公共浴室、健身广场、党群服务中心。



CONTENTS

   07 综合支撑体系

7.3 公用设施

n 给水设施

对乡驻地及各村庄现状给水设施进行更新改造，消除老旧

管网的隐患，提高建设标准，扩容调蓄设施，增加消毒系统。

n 排水设施

乡村排水体制宜采用雨污分流制。因地制宜的选择雨水排

放方式，山地采用散排方式，平原采用管渠系统排放雨水。

n 电力通信

用电由赤河35KV变电站提供。规划逐步规整村庄内凌乱的

架空电力线，保证村容村貌。

规划以 5G 网络覆盖为重点，实现广播电视共站接收和共

同入户，广播电视覆盖率达100%。

n 供热燃气

乡村地区村庄居民点分散、人口较少、地形复杂的，采用

电采暖，使用空气能热泵采暖系统。

不具备使用管道天然气的村庄，由市区提供液化石油气。

n 环卫设施

“因地制宜推进厕所粪污分散处理、集中处理或接入污水

管网统一处理”，“鼓励联户、联村、村镇一体治理”。



CONTENTS

7.4 综合防灾

   07 综合支撑体系

n 防洪排涝

乡村内涝防治主要通过在村庄周边设置排水渠截流山体雨

水不进入村庄，基本不会造成村庄内涝。

n 应急服务

规划乡政府、村委会作为消防物资储备处，并将满足一定

灭火要求的农用车、洒水车、灌溉机动泵等农用设施作为消防

装备的补充。

n 抗震防灾

以公园、广场和农田等开阔空间为避震场地，疏散半径

300-500m，人均避震面积不小于3m2。以主次干路作为疏散通道。

n 防疫设施

规划乡级畜牧兽医站1处，负责区域内畜禽疫病防疫、监测

等工作；规划增强乡镇卫生服务站、各行政村卫生室医疗服务

水平、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根据实际需求，设置传染病临时隔

离用房。



CONTENTS

在乡政府驻地的建设边界内，优化用地结构，合理确

定居住用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等。

   08 乡政府驻地规划

乡政府驻地用地规划图 乡政府驻地道路规划图

乡政府驻地景观风貌规划图 乡政府驻地开发强度规划图



CONTENTS

10.1 近期建设计划

衔接临汾市、尧都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各专项规划，

近期统筹安排产业发展类、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设施类

等工程和项目。

10.2 强化规划传导

落实上级规划提出的重要指引及管控内容，包括规划

目标、职能定位、规划分区、重要控制线、要素配置等内

容。

结合尧都区村庄分类布局成果，制定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单元。以集聚提升类村庄为中心，结合周边村庄连片

编制；特色保护类原则上单独编制。

10.3 规划实施保障

•积极引导公众参与

•健全监督问责机制

•积极实施生态建设

•统筹安排建设时序

•明确用途管制要求

   09 近期建设与规划传导

落实上级规划

详细规划传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