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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麻黄山乡李塬畔实用性村庄规划

（2021-2035 年）（2023 年修编）

第一节 规划总论

一、规划范围

本轮规划范围为李塬畔村村域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

4623.96公顷（采用盐池县 2022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辖

李一队、李二队、李三队、张南沟、羊圈山、刘峁庄及曾记

畔共计 7个自然村。

二、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为 2022年，近期为 2023年—2025年，远期

为 2026年—2035年。

三、上版规划实施评析

（一）上版规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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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区三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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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35公顷，最新划定

成果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971.21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面积有

所增加，上版规划中布局的集中居民点、集中养殖园区用地

与最新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冲突，需调整。

3.《盐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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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畔村的李三队、刘峁庄定位搬迁撤并类村庄，村庄分类和

用地需要调整。

4.在新的发展形式下，村庄旅游职能有所增强，应进一

步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相关内容，原有的规划已无法

满足现阶段需求。

（二）本次规划重点修编内容

1.按照最新编制指南要求，对相关规划内容进行优化调

整。

2.落实上位规划三区三线最新成果，对居民点布局和产

业发展进行用地调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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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发展定位及目标

一、村庄分类

李塬畔行政村的类型为特色保护类。

二、发展定位

自治区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示范村。

三、发展目标

（一）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至 2035年，村集体经济规

模力争达到 18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8000元。

（二）基础设施建设目标。至 2035年，道路硬化铺装

率达到 100%、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处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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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00%。

（三）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目标。至 2035 年，李塬畔村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171.24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971.21公顷，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26.41公顷以内。

第三节 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一、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至规划期末，李塬畔村总用地面积 4626.96公顷，其中：

耕地 1171.24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25.33%；园地 95.26公

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2.06%；林地 466.14公顷，占村域总面

积的 10.08%；草地 620.49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13.42%；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38.60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83%；居

住用地 19.61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42%；商业服务业用

地 0.10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002%；工矿用地 51.00 公

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1.10%；公用设施用地 0.06公顷，占村

域总面积的 0.001%；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79公顷，占村

域总面积的 0.02%；特殊用地 1.01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02%；留白用地 0.92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02%；陆地

水域 0.21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005%；其他土地 2158.53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46.68%。

二、底线约束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1.耕地

至规划期末，规划李塬畔村耕地保有量为 1171.2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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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久基本农田

以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为基础，李塬畔村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为 971.21公顷，占村庄总用地面积的 21.00%，规划

远期按照基本农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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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塬畔

村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971.21公顷。

（二）生态保护红线

李塬畔村域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三）城镇开发边界

李塬畔村域范围内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四）历史文化保护线

李塬畔村域范围内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总面积 0.89 公

顷，主要为李塬畔革命旧址，位于李二队自然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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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一、产业发展目标

打好“红（红色文化）+绿（绿色产业）”组合拳 ，在

文化上建设成为红色教育乡村，在生产上建设成为三产融合

乡村，在生态上建设成为宜游体验乡村，在生活上建设成为

富裕和谐乡村。

二、产业发展布局

结合村庄现有的优势资源及发展潜力，至规划期末，村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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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形成“一轴串接、四区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一轴”：以村庄串接各自然村的干路作为主要发展轴线。

“四区”：

文化旅游核心区：以李二队为主要发展区域，以红色教育、红

色研学、乡村旅游主要产品业态，加强文化遗址保护，配套完善旅

游公共服务设施，新建特色乡村民宿等。

传统作为种植区：总用地规模1171.24公顷，主要是旱地的粮食

种植，包括荞麦、玉米、糜谷。

大接杏种植区：总用地规模91.81公顷，以大接杏种植及观光采

摘为主。

生态养殖园区：总用地规模6.63公顷，结合现有的畜牧产业，

引入科技培育和养殖，建设集中化生态养殖示范区。

表 4-1 李塬畔村重点产业发展项目一览表

产业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选址 经营主体 投资方式

特色

农牧

产业

1
标准化滩羊养

殖园区

现状村集体养殖园区 1 个，

占地 11 亩，养殖规模 1000
只，重点提升完善现有基础

设施和养殖设备。新建李二

队、李三队园区 1 个，占地

15 亩，规划养殖规模 1500
只；新建张南沟园区 1 个，

占地面积 18 亩，规划养殖

规模 2000 只；羊圈山园区

1个，占地 24 亩，规划养

殖规模 2500 只；曾记畔园

区 1 个，占地 18 亩，规划

养殖规模 2000 只；新建园

区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生产

圈舍、防疫设施、饲草用房、

管理用房、粪污暂存设施等

各村组 个体
自主经营、政

府扶持

2 农耕机械库 新建农耕机械库一座，位于 李二队 村集体 政府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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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选址 经营主体 投资方式

村委会大院，建筑面积

乡村

旅游

业

3 游客服务中心
新建李塬畔游客服务中心

一处，建筑面积 200 ㎡
李二队 村集体 政府扶持

4
特色民俗文化

村

结合李二队新建居民点引

导村民发展“三同教育示范

户”“特色民宿”等乡村旅

游示范点，重点培育打造 55
户

李二队 个体
自主经营、政

府扶持

电子

商务

服务

业

5
淘宝电商服务

中心

利用新建游客服务中心打

造电子商务、农产品展销及

特色农产品直播平台

李二队 村集体 政府扶持

第五节 居民点布局规划

一、居民点用地布局

本次规划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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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规划划定村庄建设用地范围总面积 26.41公顷，规

划宅基地面积 18.80公顷，本次规划对曾记畔自然村新增 4

户以满足分户需求，新增李二队自然村集中居民点 58户，

其中安置刘峁庄自然村 20户，满足李二、李三队自然村分

户需求 13户，考虑人口增长需求 15户，其余农宅基本保持

现状以整治提升为主。

二、现状居民点改造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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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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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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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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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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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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围墙改造

规划改造围墙采用清水砖墙或透视围墙，围墙高度为

1.8m。

三、新建院落布局

根据现状调研，曾记畔组有 4户新增宅基地需求，规划

通过建设用地整理，采用见缝插针的形式在原有居民点新建

74以满足新增宅基地需求及居住安全保障。同时结合村庄发

展于李二队自然村新建集中居民点，共计新建 58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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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刘峁庄自然村 20户，满足李二、李三队自然村分户需

求 13户，考虑人口增长需求 15户。

规划宅基地面积控制在 400平方米以内，新建村民建筑

采用当地建筑风格元素，红瓦或灰瓦坡屋顶，门窗风格采用

当地窑洞风格，引导村民按照规定的样式，体量，色彩，高

度建房，整治村庄街道两侧建筑，通过立面修整，形成统一

协调的村容村貌，传统地方文化与民居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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