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杨马湖村村庄规划（2023-2035 年）

一、项目名称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杨马湖村村庄规划（2023-2035 年）》

二、村庄类型

杨马湖村村庄分类属集聚提升类。

三、规划范围

本轮规划范围为杨马湖村城镇开发边界外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 584.65 公顷（采用利

通区 2022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

四、规划年限

村庄规划基期年为 2022 年，近期：2023-2025 年，远期：2026-2035 年。

五、规划人口

近期（2023-2025 年），杨马湖村常住人口 2776 人，1110 户；户籍 5855 人。

远期（2026-2035 年），杨马湖村常住人口 2397 人，1047 户；户籍 5674 人。

六、发展定位与目标

（一）发展定位

以宁夏六特六优六新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契机，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

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将杨马湖村建设成为集中种植、

养殖于一体的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宜居宜业美丽村庄。

（二）发展目标

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和规范化，促进农业从传统低效

分散方式向现代高效集约和种养互动方向转变。以杨马湖村自身资源优势，发展肉牛养殖、

发展水稻，促进产业振兴，实现村庄经济发展、农民收入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规划期末，村

内常住人口达到 2397 人，户籍人口达到 6351 人，村庄集体收入达到 75 万元，人均收入达

到 48439 元。

推进农宅整治，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完善医疗、文化设施；增加广场、绿地等户外活动

空间；提升给排水、电力电信、污水燃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环卫、照明设施。

严格限制农业面源污染，有效治理农村垃圾、污水，村庄绿化美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

卫生长效保洁机制基本建立，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率 100%，旱改厕实现 100%，



水质完全达标，村庄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巩固水土保持区生态建设，构建村内生态系统

和廊道网络。

七、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一）底线约束

严格落实利通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不做占用和调整，杨马湖村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为 281.76 公顷。

严格落实吴忠市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杨马湖村城镇开发边界为 8.55

公顷。

严格落实《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对杨马湖村划定的耕地保有

量，杨马湖村耕地保有量为 302.54 公顷。

（二）村庄建设边界

规划划定杨马湖村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为 59.05 公顷，各个队均有分布。

（三）用地结构与规划布局

规划耕地 377.36 公顷，较规划基期年增加了 29.18 公顷。共补充耕地 29.18 公顷。规

划种植设施建设用地共 12.71 公顷，较基期年增加 12.16 公顷，主要是在原八队、七队规划

农业示范园。规划期末，宅基地面积 34.17 公顷，较基期年减少了 45.06 公顷，用地减少主

要拆除全村老旧居民点。规划期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87 公顷，较规划基期年无

增加，主要是将小学改建为幸福院、幼儿园。规划期末，商业服务业用地 3.05 公顷，较规

划基期年增加了 1.43 公顷，主要是在新建居民点西侧规划部分商业设施。规划期末，交通

运输用地 46.10 公顷，较规划基期年增加了 7.36 公顷，主要是与新渠村仓储物流项目进行

联动，新建居民点配套停车场。规划期末，公用设施用地 4.31 公顷，较基期年增加了 0.87

公顷，主要为供水用地增加 0.26 公顷，排水用地增加 0.21 公顷，供电用地增加 0.04 公顷，

供燃气用地增加 0.16 公顷，供热用地增加 0.14 公顷，通信用地增加 0.04 公顷，环卫用地

增加 0.04 公顷。规划仓储用地 2.44 公顷，较基期年增加 0.87 公顷，主要规划了一处仓储

地点。规划期末，工业用地 0.00 公顷，较基期年减少 0.73 公顷。规划期末，留白用地 4.38

公顷，位于杨东路以东，较规划基期年增加 4.38 公顷。



图 1 国土空间规划用地规划图

八、国土综合整治与修复

（1）农用地整理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田间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后的耕地，进行土壤改良、地力培肥，通过

施用农家肥、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翻埋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改良面积 281.76

公顷。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规划对村庄内的低效农用地进行开发，将其开发为耕地，增加

耕地 6.29 公顷。

（2）建设用地整理

建设用地拆迁腾退：规划期间通过实施城乡建设增减挂钩复垦腾退农村居民点用地

45.06 公顷，其中复垦为耕地 22.18 公顷。

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规划期间通过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对村庄内的裸土地进行开发，

将其开发为耕地，增加耕地 1.53 公顷。



图 2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图

九、产业发展规划

（1）产业发展定位

依托杨马湖村现状自然条件，现状产业发展动向及政策体系等情况，以牛、羊、蔬菜种

植为依托，借助杨马湖村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继续扩大肉羊养殖，建设养殖示范园区、农

业示范基地，推动商贸物流和农场品加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2）重点产业项目

—传统种植区：主要包括水稻、玉米种植，占地 381.82 公顷。

—认养农业区：在村北侧发展认养农业，主要包括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占地面积 5.21

公顷。

—特色采摘区：利用杨马湖村良好的农业资源环境、农业生产生活和农业文化建立特色

采摘区，位于杨东路以东、新建居民点以南，规划占地面积 2.30 公顷，结合农田景观、农

耕文化，为人民提供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蔬菜瓜果种植区：项目区位于吴白线以东、杨东路以西，总用地面积为 12.67 公顷，

共设置 120 座蔬菜大棚，每个棚占地 640 平方米。选择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地方特色品种，

按照“统一规划、连片开发、分户管理、规模经营”的要求，确定本地主导品牌，积极引资



兴建成品半成品加工企业，提高旺季蔬菜的消化能力，调节市场需求。拓展生产领域，增强

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养殖园区：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9.45 公顷，位于吴白线以南，杨东路以西，共设置 75

栋牛棚，每户可满足 120 头牛养殖需求。养殖场建设内容：牛棚、附属用房、草料棚、饲草

加工车间、堆粪场以外室外基础配套设施等。

—冷鲜物流区：规划占地面积 2.44 公顷。打造蔬菜品牌，线上线下联动销售，扩大产

品附加效益。发展蔬菜冷鲜加工产品的储存、外运、销售。

—交通物流区：交通物流运输停车场项目总占地 7.37 公顷，位于杨马湖高速路口东侧，

距离新渠村交通物流运输项目约 2公里。建设此项目是为了与新渠村交通物流运输项目进行

联动，建设内容：洗车设施、车辆加水设施、出入口、停车位、绿化带、附属设施：休息室、

管理室。

图 3 产业发展规划图

十、居民点布局规划

（1）居民点布局规划

考虑到永久基本农田分布，以及村民意愿等因素，本轮规划将原有住宅搬迁至新建居民

点。新建居民点面积 34.17 公顷。



考虑到城镇化考虑到城镇化户数和有偿退出户数，实际迁入率取 80%，同步结合村庄人

口自然增长分户需求，至规划期末，预留约 1630 户宅基地。其中，银西高铁以西新建居民

点为 5层楼房：银西高铁以东新建居民点为 2 层住房。

■新建宅基地规模：新居民点占地 34.17 公顷，安置村民 1630 户。户均宅基地面积 270

平方米（长宽 18 米*15 米）。拆除房屋 2037 座，腾退宅基地 45.06 公顷。

■新建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健身活动广场 4处 0.59 公顷；新建小游园 4 处 0.41 公顷。

■新建基础设施：公共卫生间 4 处 0.04 公顷，污水处理站 1 处 0.21 公顷。停车场 3

处，占地 7.37 公顷。

（2）宅基地规划

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新建住宅的宅基地面积按照川区每户不大于四分地。居民

点建设规划中应按照村庄发展情况安排规划期限内新建住宅的位置，明确新建宅基地户数和

宅基地布置情况。本村新建宅基地面积均控制为 270 平方米，对老旧面积超标宅基地加强管

理和改造引导。

规划期末：农村居民点拆除具体情况：共拆除 2037 座，腾退宅基地 45.06 公顷，腾退

的宅基地复垦为水浇地。

新建宅基地前绿化：现居民点巷道树木主要是杨树，但数量较少，规划对巷道内剩余裸

露土地进行绿化，植被选择乡土树种，以亚乔木、花灌木及地被花卉为主。

新建宅基地院墙：结合乡村振兴文化宣传以及本村人居环境美化的实际需要，将新建宅

基地院墙建造为景观文化墙，增加正能量简笔画、宣传画等，进一步提升村庄院墙整洁美观

度、提高本村文化景观风貌。

新建宅基地大门：以经济实用、美观大方、整洁不突兀为原则，对新建居民点的大门统

一化，统一以红色为住。提升村庄的美观度，景观风貌。农宅建筑围墙外墙面采用涂料粉刷，

砖柱及外墙踢脚线及墙沿采用灰色涂料进行粉刷，墙面装饰结合杨马湖村文化元素打造。

建筑材料：配合原有宅基地建筑风貌，新建宅基地建议为红色大铁门；建筑房门建议采

用铝合金材质，窗户建议采用塑钢平开窗，保温隔热性好，防噪隔音、防风沙、抗风压、绿

色建材，循环经济，舒适耐用，使用寿命长；农宅正立面以浅灰色真石漆为主灰色坡屋顶。

（3）建筑设计方案

居民点建筑方案重点围绕生活起居、庭院休憩、小微菜园方面进行设计。结合本村现状

居民点建筑的总体风貌和村民意愿调研，本次规划设计了四套新建居民点宅基地农房建筑方

案，宅基地总占地面积均为 270 平方米（18 米*15 米）。



农房建筑方案一

特点：二层，有车库。

1、房屋建筑：坡屋顶，砖结构，建筑面积 193 平方米，四室两厅一卫；

2、建筑立面：白色墙面，屋顶檐为整圈灰色；

3、院墙立面：波浪形灰色墙顶，白色墙面，方形隔窗；

4、库房：面积为 30.24 平方米（4.2 米*7.2 米），门宽 3.3 米；

5、庭院：庭院南侧为面积 79.2 平方米的菜园，可种植蔬菜花卉；中间硬化院落面积约

为 82.5 平方米。

农房建筑方案二

特点：二层，有车库。

1、房屋建筑：坡屋顶，砖结构，建筑面积 197.2 平方米，五室两厅两卫；

2、建筑立面：白色墙面，屋顶檐为整圈棕色；

3、院墙立面：白色墙面，方形隔窗；

4、库房：面积为 30.24 平方米（7.2 米*4.2 米），门宽 3.3 米；

5、庭院：庭院南侧为面积 39.2 平方米（4 米*9.8 米）的花园，可种植花卉；硬化院落

面积约为 74 平方米。

农房建筑方案三

特点：五层楼，建筑面积 105 平方米，三室二厅一厨一卫。

农房建筑方案四

特点：五层，建筑面积 110 平方米，三室二厅一厨二卫。

（4）村庄风貌引导

院落空间设计应结合村民生产生活需求合理设置，院落空间是丰富乡村空间层次、展现

乡村风貌及乡土风情的重要组成。提倡采用乡土材料，做法简洁朴实且尺度适宜、风貌自然。

村庄街巷空间应严格控制街巷侵占现象，要保持街巷空间的通畅性、连续性及美观性。

村庄巷道空间应充分利用宅前园地内原有经果树，鼓励农民以种植瓜果蔬菜为主，适当增加

种植乡土花卉，并同步对宅旁绿地进行整治提升，提升村庄巷道景观。

规划近期年主要对杨马湖村现状保留的村庄巷道进行整治，结合村庄巷道现状，合理划

分巷道功能分区，重点以巷道硬化、道路两侧沟渠整治及绿化景观提升为主，提升村庄巷道

品质及人居环境质量。远期村庄居民点随着村庄的逐步更新改造，巷道严格按照本次规划断

面进行建设。



十一、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1）道路交通规划

杨马湖村道路交通规划应重点考虑合理衔接对外交通，优化村庄内部道路系统。按照村

庄内部道路循环畅通的原则，合理明确杨马湖村内部道路等级、断面形式和宽度，对现有损

坏道路设施进行整治改造，对道路各类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

新建道路：规划新建居民点内部道路预计 5.3 公里。

村庄道路断面等级：杨马湖村道路等级分为主干路和巷道，其中干路 A-A 道路

红线宽度 10 米，两侧各 2 米人行道。巷道 B-B 道路红线宽度 8 米，两侧各 1.5 米人行

道；巷道 C-C 道路红线宽度 6米，两侧各 1米人行道。

规划近期年全村主路和巷道，按照 20m/盏，安装 6 米高太阳能路灯共计 350 盏；在公

共停车场安装充电桩。

在村庄新建居民地建设停车场，停车设施占地 0.03 公顷，可停靠小车 20 辆。

（2）给水设施规划

村庄水源能保证村民用水量的正常使用需求村庄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应到达到《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7）的要求。

用水量预测：杨马湖村的生活用水主要是村民综合生活用水量。规划期末年村民为 2397

人，参照《农村生活饮用水量卫标准》（GB11730-89）、《村镇供水流程技术规范》SL310-2004、

《村镇给水工程技术规范》的有关指标，确定村民生活用水量 120 升/人•日，高峰系数按照

1.3 计算，预测用水量为 373.93 立方米/日。根据《宁夏有关行业用水定额（修订）》规定，

乳牛日供水定额为取 70 升/（头•日），肉牛日供水定额为取 70 升/（头•日），肉羊日供水

定额为 10 升/（只•日）。预测杨马湖村用水量为 476.92（m3/d）。

规划沿主要道路布设给水干管，形成枝状的配水管网，考虑到消防要求，管网干管管径

DN110，支管管径为 DN90、DN75、DN70。管道埋设深度控制在冰冻线以下。

（3）排水设施规划

根据人口数量及用水定额确定用水量，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生活用水定额（试行）》，

最高日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120L/人·d。根据当地用水习惯及室内给排水设施水平情况，综

合污水排放系数取 0.6，日变化系数取 1.6，得出总污水量为日均最高用水量的 80%。预测

规划期末村庄平均日生活污水量为 230.11m3/d。

根据村庄布局、地势情况，规划村庄污水统一排放至金银滩镇污水排放主管道。



规划主管管径 DN400-DN500，支管管径 DN300；管道沿主、次道路北侧、东侧埋地敷设，

埋深大于 1.1m。管道两侧回填土深度不得小于 90%，管顶以上 25cm 范围内回填土压实不得

小于 87%，其他位置不得小于 90%-95%。污水主管道全线利用地势高差采用重力流，管道纵

坡尽量利用地势道路坡度，满足流量及设计流速：0.75m/s≤V≤5.0m/s，管道坡度为 0.4%～

2.5%之间。

雨水设计重现期为 3年一遇。雨水综合径流系数为 0.5。村域雨水系统规划与防洪、排

涝系统的规划相协调。雨水依据天然汇水区，采用分散就近原则，地面雨水汇集于边沟后直

接排入沟渠活农田灌溉。

（4）电力电信设施规划

电力规划：根据杨马湖村村民实际用电情况，确定近期人均综合年用电量指标取

1106kwh/人，远期人均综合年用电量指标取 1333kwh/人，预测全村用电量和最大负荷如下：

故规划近期，杨马湖村用电量为 307.03 万千瓦时，规划远期，用电量为 319.52 万千瓦

时。

村庄现状电源接来自金银滩镇，电压稳定，规划村庄电源保持现状不变。

规划对现有线路不做调整，全面排查破损及老旧线路存在隐情，线路进行优化更新，减

少用电故障和电线老化引发的火灾，远期清除村内架空线，增强空间感。新建居民点在房屋

建设过程中做到输电线全部进墙入户，保证村民的用电需求。规划在新建居民点内，按照需

求配置输电，规划 220v/380v 地埋电力线。

电信规划：村内有 2 个信号塔，移动、电信、联通和广电实现宽带、4G 网络通信信号

全覆盖。

近期：结合村庄整治，完善村庄数字电视、宽带网络入户工程。

远期：在房屋建设过程中做到光缆线全部进墙入户，保证村民的上网需求。规划在新建

居民点内，按照需求配置电视、电话、无线宽带、通信线路。并依照上位规划金银滩镇 5G

网络基地建设，推进村庄数字化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广电企业充分利用已有资源，适应媒体

融合、移动优先的发展要求，推进广电有线网络 IP 化、智慧化、融合化升级改造，结合广

电 5G 网络、卫星直播、无线微波等技术，提高村庄广播电视的覆盖，建设新一代广播电视

网络，落实铁塔、局房、管线、基站设备的共建共享，进—步提升移动网络资源使用效率。



（5）供热设施规划

规划考虑到杨马湖村未来通天然气管道，因此规划采用壁挂楼方式解决供热问题，在室

内铺设地暖管网，以及在炕上铺设钛合金电热毯，保证农户冬季室内温度，满足冬季采暖的

需求。

（6）燃气设施规划

规划杨马湖村燃气接自金银滩镇燃气主管，金银滩镇用气水平处于四级、较低水平。根

据实际情况人均综合用气量取 5600（MJ/人·a）

按远期杨马湖村人口 2397 人为控制导引，则总用气量：Q=2397*5600/37=36.28*104Nm/a

燃气管线接自金银滩镇，规划管线沿省道 307 引入，通过中心路然后分别接到每个队，

主管管径为 De110，进入每个队后经调压站接支管 De90 和 De70 进入每个巷道，然后低压入

户。

（7）环卫设施规划

预测规划期末杨马湖村村民常住人数为 2397 人，金银滩镇农村地区的人均生活垃圾指

标按照 0.7 千克/人日选取，预测杨马湖村日垃圾量为 0.17 吨。村庄现状户厕以旱厕为主，

根据村庄实际情况，采取生物+生态污水处理模式，

改造三格式化粪池，待污水管网改造后，粪便处理经污水收集处理系统进入污水处理厂

进行无害化处理。

规划期内，在村内规划新建 4座公厕；在新建居民点新建 21 个垃圾分类设施；在村庄

北侧新建 1处垃圾中转站，占地 0.04 公顷；畜禽养殖粪便处理设施：在杨马湖村肉牛养殖

厂中现有的土地建设沼气池，利用沼气渣生产有机肥料，有效治理畜禽粪便污染。

（8）照明设施规划

路灯与电力、电信杆线共杆架设，采用太阳能路灯或者风光互补路灯，降低供电成本，

主要适用于道路、广场、村庄、旅游景区、公园绿化带等场所的亮化照明。根据灯具照度，

选择灯具功率 30-40 瓦，灯杆高度 6-8 米。

根据《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在村庄内部段沿干路两侧，按照 50 米间距布设路灯：

①杨马湖村主干路新增太阳能路灯 230 盏，灯高 6 米，双侧交替式安装；吴忠市利通区金银

滩镇杨马湖村村庄规划（2023-2035 年）。②支路新增太阳能路灯 60 盏，灯高 6米，单侧

安装；③巷道新增太阳能路灯 60 盏，灯高 6 米，单侧安装共 350 盏。

（9）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行政管理：规划期内，保留杨马湖村党群服务中心（位于场镇开发边界内），占地 1.13

公顷。

医疗卫生：规划期内，需新建卫生室，占地 0.39 公顷。

村庄养老：规划期内，需增加养老设施，解决村内养老问题，占地 0.94 公顷。主要将

村内部闲置小学改造成为幸福院。建设设施：食堂、洗衣房、阅览室、医务室、活动室、监

护室、售货点等。此项目建成后可以安置部分岗位，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为村集体和村民

带来经济收入，进一步提升居民整体生活质量。

教育设施：规划期内，将原闲置小学改建为幼儿园，占地面积 0.93 公顷，配套相关教

育设施。不新增中小学，村内适龄儿童及学生就学地点不变，到金银滩中心小学入学。

文化体育设施：新建健身活动广场 4 处占地 0.59 公顷。

公园绿地：规划近期年，在新建居民点和村部新建小微公园 4处 0.41 公顷，公园配套

景观绿化、环卫设施、照明设施、休憩设施等，进一步提高居民点宜居水平。

公共卫生间：规划近期年，在新建广场内建设公共卫生间 5 处。

十二、规划实施

村庄近期重点建设项目主要包含 6 类 22 项，项目投资估算约为 6774.06 万元，其中：

居民点建设 100 万元，水利设施建设 100 万元，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1350 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 1340 万元，国土综合整治 1001.06 万元，产业发展 2913 万元。

图 4 近期建设项目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