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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麻黄山乡何新庄村村庄规划

（2021-2035 年）（2023 年修编）

一、规划背景

1.项目名称

《盐池县麻黄山乡何新庄村村庄规划（2021-2035 年）（2023 年

修编）》

2.规划范围

本轮规划范围为何新庄村村域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 4661.02 公

顷（采用盐池县 2022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辖白记洼子、何记山、

西掌、新庄子、阳洼、赵记湾共计 6 个自然村。

3.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为 2022 年，近期为 2023-2025 年，远期为 2026-2035

年。

4.上版规划实施评估

（1）上版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三区三线”已执行最新的划定成果，与原有过程成果不一致。

上版规划中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690.48 公顷，最新划定成果永久基

本农田面积为 738.94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面积有所增加，上版规划

中布局的部分集中居民点、集中养殖园区用地与最新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成果冲突，需加以调整；

②《盐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将何新庄村

的阳洼、新庄子东、新庄子西、白记洼子自然村定位为搬迁撤并类自

然村，村庄分类和用地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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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自治区村庄规划编制指南已实施最新的 2023 年修订版，原有

的规划体系与现行编制指南有差异，需按照最新编制指南进行调整。

（2）本次规划重点修编内容

①落实上位规划最新“三区三线”成果数据，对居民点布局和产

业发展进行用地调整；

②落实《盐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总体

要求，对划定为搬迁撤并类村组的村庄分类和用地进行调整；

③按照最新编制指南要求，对相关规划内容进行优化调整。

二、发展定位与目标

1.村庄类型

何新庄村属于“特色保护类”村庄。

2.规划定位

规划以小杂粮、大接杏种植及滩羊养殖为主，建设为“乡村休闲

游+特色农业”的农旅新村。

3.规划目标

（1）空间布局优化目标

坚守底线控制，严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建设用地边界控制

线、历史文化保护范围线。至规划期末，形成“农田集中连片、农民

集中集聚、农业集中经营，空间形态高效集约”的美丽乡村新格局。

（2）资源保护与利用目标

严格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

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用地提质改造等

土地整治项目。至规划期末，确保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962.91 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738.94 公顷。

严格建设用地规模管控：至 2035 年，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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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6.33 公顷以内，户均宅基地规模控制在 470.78㎡/户，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达到 0.9467 公顷。

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修复：开展沟渠两侧绿化美化和沟渠垃圾、

杂物专项治理，维护河塘沟渠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农田防护林网，

提升农田生态景观功能，构成村庄外围的生态防护体系。

（3）社会治理目标

加强基层组织机制建设和农民科技文化技能培训，制定村规民

约，强化村民自治能力，带动更多的村民成为新型农民，建立可持续

的乡村内生增长机制。优先和重视发展教育、文化、科技、培训等各

项事业，提高村民人口的综合素质，规划期末，农技人员占从业人数

比例达到 10%以上。丰富村民文化文娱生活，增强村民的健康意识、

卫生意识、环境意识，塑造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养成绿色、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

（4）总体发展目标

本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打破

城乡壁垒，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实现何新庄村农业农村基本

现代化。

三、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1.底线约束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至规划期末，规划何新庄村耕地保有量为 962.91 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以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为基础，何新庄村永久

基本农田面积为 738.94 公顷，占村庄总用地面积的 15.85%，规划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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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按照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的原则，保持永久基本

农田数量不变，质量提升，至规划期末，何新庄村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为 738.94 公顷。

（2）生态保护红线

何新庄村村域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3）城镇开发边界

落实上位规划划定的何新庄村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0.66 公顷。

（4）历史文化保护线

何新庄村村域范围内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总面积 0.71 公顷，主

要为明山堡，位于新庄子自然村，乾隆古钟，位于何记山自然村，将

其周围 10 米范围划定保护范围，周围 20 米范围划定为建设控制地

带。

2.国土空间格局

将何新庄村全域国土空间划定农业生产、生态保护和村庄建设三

类空间，按照各类用地功能划分控制线，并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

规划至 2035 年，何新庄村三类空间分别为：农业生产空间 1200.42

公顷，生态保护空间 3394.27 公顷，村庄建设空间 66.33 公顷。

3.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至规划期末，何新庄村总用地面积 4661.02 公顷，其中：耕地面

积 962.913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0.66%；园地面积 67.0215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1.44%；林地面积 1051.873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57%；草地面积 1837.691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9.43%；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面积 41.451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89%；居住用地

面积 14.752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3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面积 0.948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2%；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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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8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0.20%；工矿用地面积 20.8606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0.45%；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11.3450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0.24%；公用设施用地面积0.162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03%；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2.357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5%；留

白用地 3.1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7%；陆地水域面积 0.5568 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1%；其他土地用地面积 636.3689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13.65%。

四、产业发展规划

1.产业发展定位

依托何新庄村现有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资源，高点定位，进

一步增强产业优势，调整产业结构，规划产业布局，深入挖掘田园乡

村，农耕文化，推动“产业+文旅”“历史+文旅”“老旧厂房+文旅”

融合，构建现代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体系，将何新庄村建设成为集“生

态、生产、生活、生机”四生业态为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圣地，打造

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村。

2.产业空间布局

结合何新庄村产业特点和村民生产需求，合理安排村域各类产业

用地，依托现有资源，坐实基础产业，在此基础上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业，在空间上形成有机联系，互为补充的多个产业板块。

何新庄村产业分为“一中心，五片区，多节点”的发展模式：

一中心：综合服务发展中心，位于赵记湾村组，主要承载村庄发

展的各个方面；

五片区：

大接杏种植区：位于赵记湾村组的西北侧，主要种植村庄特色大

接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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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植区：分布在村庄各个村组，面积较大，主要种植传统玉

米；

荞麦种植区：分布村庄各个村组，占地面积十分大，种植荞麦，

带动村庄经济发展；

饲草种植区：位于村庄南侧，较为分散；

旅游主力集群：位于赵记湾村组，主要承载村庄旅游业发展。

多节点：生态养殖场、青少年宿营营地、农垦文化展览馆、窑洞

民宿、农特产品展销中心等多个产业发展节点。

五、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

1.农用地整治

按照“田地平整连片、基础设施配套、田间道路畅通、林网建设

适宜、符合当地实际”的要求，优先选择农作物长势良好的区域，进

一步提高农田设施配套水平，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坚持“用养并重”，

推动全村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和安全农业的发展，提高耕地经济

效益。

2.建设用地整治

以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为导向，保障村庄发展，分步完成建设

用地整治。通过对建设用地“增、减、调、留”四种整治手段，对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整治。

增：完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道路、给水等基础设施，完善市

政管网，增加社会停车场等服务配套；

减：对村庄内部认定为空闲宅基地进行梳理，需要集中安置的居

民建筑引导搬迁；

调：内部功能置换，村庄内部空闲宅基地及计划集中搬迁的居民

建筑用地进行国土空间整治、复垦，整治为其他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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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现状一户一宅宅基地，规划对其进行保留，是重要的建筑肌

理。

3.生态修复

落实村庄生态空间划定成果，明确森林、河流、湖泊、湿地等生

态空间，形成以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空间为主体的自然生

态网络。进一步明确村庄内具有生态保育意义的土地和自然灾害毁坏

的土地，进行适地适宜改造，在构建具有实际自然生态功能和保育意

义的生态空间的基础上，对荒地、裸土地、沙地等未用地进行生态修

复，使其成为林草地等生态用地，防止生态环境恶化。

六、居民点规划布局

1.居民点用地布局

本次规划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村庄规划编制指南（2023

年修订版）》关于农村宅基地建设标准要求，执行“一户一宅”政策，

新建住宅宅基地面积按照山区每户不超过六分地（400 平方米）进行

布局。

本次规划何新庄村共安置农户 80 户。其中，集中安置区规划安

置农户 68户（一期建设 31户，二期建设 37户）；美丽新村安置农

户 12 户。村庄住宅用地尽量集中布局，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空闲

宅基地和未利用地。凡村内有空闲宅基地的，不得新增建设用地。

2.集中安置点设计

考虑到村庄总体发展及村民的生产经营需求，保留西掌、何记山

（控制发展）自然村，白记洼子、阳洼、新庄子自然村合并到赵记湾

（积极发展）自然村，在村部南侧（赵记湾自然村）空地划定集中安

置区分两期实施，一期占地面积 1.9251 公顷（合 28.88 亩），二期

占地面积 2.6773 公顷（合 40.16 亩），引导鼓励农户集中安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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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户均宅基地面积控制在六分地（400㎡）以内，宅基地用地与配套

基础设施用地各占 50%方式布局，新安置区可安置农户 68户。

3.翻建农宅设计

一般住房：何新庄村地处西北山区，冬季严寒，民居建筑色彩以

暖色为主，规划居民点建筑的总体风貌为“白墙、蓝瓦”，体现乡土

文化的淳朴、简洁、明快。规划新建农宅均为一层，层高不低于 3 米，

采用砖混结构。宅基地占地面积不超过 400 ㎡（六分地），建议院落

尺寸为 22m×18m。

1）增加宅前绿化，采用乡土树种，多以亚乔木，花灌木及地被

花卉为主；

2）增加铺装与村道路衔接；

3）利用现有砖瓦，圆木等乡土材料组合形成别有特色花池挡墙；

4）大门增加灰瓦坡顶造型；

5）原有墙面增加文化宣传标示，采用乡村闲置废弃木板、木门

请工匠能人加工成文化标语宣传标示。

窑洞设计：何新庄村赵记湾自然村是特色保护型村庄，村内窑洞

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本村发展旅游产业的基础及突破口，本规

划延续传统窑洞建筑形式和色彩风格，采用砖块砌筑，外墙采用黄色

涂料、仿石材质贴面等进行装饰。建筑最高不得超过 6.5m，采用砖

砌“平屋顶+花雕女儿墙”的形式装饰屋顶及建筑立面。图案应结合

当地特色建造，女儿墙宜设置 0.6m；门和窗采用铝合金材料制作，

表面采用仿木材质包裹，并且延续传统花纹雕刻的样式进行建造；考

虑西北地区气候条件窗户宜采用双层真空玻璃窗，增强窑洞的隔风御

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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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状住宅建筑改造

（1）院落改造

根据现状对庭院在功能方面进行规划，将院落明确划分为居住空

间、附属空间、绿化空间，对现状庭院增加绿化空间，规范并调整庭

院用地布局，丰富庭院的空间层次，提升居住空间质量。对院落房前

屋后可利用空地、闲置地进行经果林种植，在美化村庄环境的同时又

可丰富村民的餐桌。

（2）建筑立面整治(造型、外观色彩)

原房屋是砖砌的，砖缝处理美观。原房屋外墙贴瓷砖的，只需将

墙面清洗干净即可。附属用房要整修，破旧的重新修或增加的附属用

房等要放在主房后或其他，隐蔽位置，墙面颜色尽量和主房一致。

（3）大门改造

现状部分院落无大门，规划结合现有村庄建筑风貌，大门采用红

色或者黑色铁艺大门。

（4）屋顶改造提升

保留整治建筑屋面以修缮整治为主要措施，对于无法修补、需要

更新重建的建筑屋顶，新建后统一为双坡面红色瓦片，增设防水层、

保温隔热层、提高建筑室内保温隔热效果。

（5）围墙改造

规划改造围墙采用清水砖墙或透视围墙，围墙高度约 1.8m。

七、近期行动计划

近期规划内容主要包含为 7大类，45 个小项。

7 大类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居民点建设、

乡村休闲农业、产业发展、国土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村庄安全和防

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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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个小项分别如下：

基础设施：部分支路硬化、现有巷道硬化、新建巷道、道路亮化、

停车场、客运招呼站、改厕、雨水边沟、垃圾分拣中心、公厕、垃圾

分类收集亭。

公共服务设施：培训学校、文化广场。

居民点建设：移民新村、美丽乡村、沿街商服、居民点整治。

国土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绿道、增减挂钩、小流域治理坡改梯

项目、山体生态系统修复。

乡村休闲农业：王到山管理所、王到山索道、王到山观景木屋及

观光平台、王到山栈道、王到山玻璃栈道、改造休闲垂钓区、广场、

停机坪及越野基地、窑洞民宿、小动物观赏区、油井科普展示、青少

年宿营营地、农垦文化展览馆、儿童游乐园、烧烤营地、砖窑展示馆、

农耕博物馆、农特产品展销中心、越野跑道等。

产业发展：何记山新建滩羊集中养殖区、西掌新建滩羊集中养殖

区、新庄子新建滩羊集中养殖区、阳洼黑毛猪集中养殖场、阳洼及赵

记湾滩羊集中养殖区。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排洪沟、防洪护坡、泄洪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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