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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四支渠村

村庄规划（2023-2035年）

一、项目名称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四支渠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二、村庄类型

四支渠村属于“整治改善类村庄”。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四支渠村村域管辖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总面积约

1361.56公顷。

四、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为2022年，规划期限为2023-2035年；近期：2023-2025

年；远期：2026-2035年。

五、规划人口

规划近期（2025年）：户籍人口3834人，常住人2462人。

规划远期（2035年）：户籍人口3876人人，常住人2510人。

六、发展定位与目标

（一）发展定位

四支渠村为整治改善类村庄，通过政策指引，根据上位规划对金银

滩镇的总体定位，结合四支渠村产业发展、村容村貌、配套设施等现状

情况，以村庄“实用性”为出发点，以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为

核心，以美化人居环境、整治国土空间为重点，以推动乡村文化、产业

和风貌全面发展为目标，定位为：“粮食主产地、美丽四支渠”。

（二）发展目标

全面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全面实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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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村容整洁、设施完善、低碳环保、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的目标

，努力将四支渠村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管理文明有

序、社会保障健全的新农村，力争让四支渠村农业规模化增收、小微加

工业不断兴起，乡村旅游火热的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

近期目标：规划至2025年，统筹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保证村民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严格控制耕地、园地、林地等村

庄自然要素。合理保护生态资源，提升村庄环境质量，改善人居生活环

境。优化现有的种植养殖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壮大村庄特色肉

牛养殖、设施种植、露天韭菜种植，实现产销稳定发展，劳务输出服务

组织化、规模化，从而实现村庄经济发展、农民收入稳步提升。

远期目标：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本实现，山水林田草生态系统得到全面治理，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全面

落实，村庄人居环境实现彻底改善，村庄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七、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一）底线约束

规划严格落实《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及规模要求，四支渠村村域内落实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815.20公顷，占耕地总面积89.78%，涉及现状地类大部分为水浇地。本

规划落实四支渠村耕地保护目标908.03公顷。

（二）村庄建设边界

本次规划村庄建设边界划定面积为123.71公顷。

（三）国土空间格局

本次规划划定农业生产空间面积1182.12公顷。划定村庄建设空间

32.29公顷。划定生态保护空间面积54.22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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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地结构与规划布局

规划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村庄规划用地分类指引（修订版试行）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对村内全部国土空间要素做出规划安排，规划

四支渠村域国土总面积为784.2692公顷，其中：

1.耕地

规划基期年耕地909.37公顷，至规划期末耕地面积908.03公顷，占

村域土地总面积的66.69%，规划期间耕地面积减少1.34公顷，主要为现

状为村道用地和养殖设施用地进行地类调整，以及村庄养殖园区扩建和

紧靠居民点实际撂荒地调整为留白用地。

2.园地

规划基期年园地29.77公顷，至规划期末园地面积29.49公顷，占村

域土地总面积的2.17%，规划期间园地面积净减少028公顷，主要为现状

为村道用地和养殖设施用地进行地类调整以及村庄留白用地预留。

3.林地

规划基期林地30.52公顷，至规划期末林地面积30.11公顷，占村域

土地总面积的2.21%，规划期间林地面积净减少0.41公顷。减少主要为乔

木林地现状地类修正为村道用地和畜禽养殖设施用地。

4.草地

规划基期草地7.72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0.57%，规划期间草地

面积保持不变。

5.湿地

规划基期湿地4.96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0.36%，规划期间湿地

面积保持不变。

6.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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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基期农业设施建设用地35.27公顷，至规划期末农业设施建设用

地面积37.76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2.77%，规划期间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面积净增加2.49公顷，主要为规模化养殖产业发展项目，养殖园区

扩建。

7.居住用地

规划基期居住用地74.12公顷，至规划期末居住用地面积74.74公顷

，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5.49%，规划期间居住用地面积净增加0.62公顷，

主要为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即村委会搬迁新建占用。

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规划基期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07公顷，至规划期末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0.12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0.01%，规划期间减

少0.95公顷，主要为村庄跃进小学建设为村委会。

9.工矿用地

规划基期工矿业用地0.00公顷，至规划期末增加0.65公顷，占村域

土地总面积的0.05%，主要为村部搬迁后在原址建设粮食经销合作社，以

粮食的精细加工和生产销售为主。

10.仓储用地

规划基期仓储用地0.02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0.001%，规划期

间仓储用地面积保持不变。

11. 交通运输用地

规划基期交通运输用地22.93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1.68%，规

划期间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保持不变。

12.公用设施用地

规划基期公用设施用地7.33公顷，至规划期末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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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0.51%，规划期间公用设施用地面积净减

少0.36公顷，主要为现状道路调整。

13.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规划基期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0.72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0.05%

，规划期间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保持不变。

14.特殊用地

规划基期特殊用地4.89公顷，至规划期末特殊用地面积4.56公顷，

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0.34%，规划期间特殊用地面积减少0.33公顷，主要

现状为仓储用地，进行地类修正。

15.留白用地

至规划末期，规划预留0.88公顷的留白用地，占村庄总用地面积的

0.06%，占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的0.67%。

16.陆地水域

规划基期陆地水域231.96公顷，至规划期末陆地水域面积231.11公

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16.97%，规划期间陆地水域面积减少0.85公顷

，主要为沟渠范围修正，调整为村道用地，畜禽养殖设施用地。

17.其他土地

规划基期其他土地0.91公顷，至规划期末其他土地面积0.79公顷，

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0.06%，规划期间其他土地面积净减少0.12公顷，主

要为十五队利用村庄内部裸土地新建文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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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布局图

八、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一）农用地整理

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空间综合整治，逐步构建农田集中连片、村

庄宜居集聚、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和谐美丽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新

格局。根据村民切实需求以及区域耕地的耕作条件及耕地资源禀赋，规

划期对东至四支渠、南至跃四路、北至四支渠北大沟、西至七支沟现状

耕作田进行“两田并一田”或“多田并一田”条田化整理，有效增加耕

地面积，便于大型机械化作业。

针对目前区域耕地现状，采用表土剥离、土地平整、沟渠路等种植

设施完善等措施，逐步提高耕地质量及耕种条件，整治规模1071.13亩。

（二）建设用地整理

（1）低效建设用地在开发工程

对现状停用的跃进小学将村委会迁建至此，同步配套建设老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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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卫生室、活动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低效建设用地集约化程

度。规划期内低效建设用地在开发规模16.06亩。

（2）农村建设用地改造工程

对养殖园区现状废弃清真寺进行改造，发展蘑菇培育和种植，提升

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增加产业收益，改造规模4.99亩。

（三）生态保护修复

1.苦水河及沿岸滩涂生态修复

规划期对村域内苦水河及沿岸滩涂地进行河堤砌护，水域面积

261.36亩，通过增加自然缓坡、清除水面垃圾的方式，改善村域内苦水

河生态环境、美化优化苦水河生态景观。

2.排水沟两岸护坡砌护并绿化

对村域内六支沟、七支沟、八支沟、北大沟、跃四路边沟、211国道

边沟渠进行沟底淤泥清淤，使沟道容水量增大；对沟边裸露区域进行生

态化处理，增加自然缓坡，并补植水生植物，形成湿地浅滩；定期对渠

系水面垃圾进行打捞，维护沟道通畅，修复砌护面积537.7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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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一览表

项目 区域位置
区域面积

（亩）
主要内容

农用地整

理

东至四支渠、南

至跃四路、北至

四支渠北大沟、

西至七支沟

1071.13

通过深耕、挖深垫浅、完善灌排设施等逐步改良

土壤不良构型、增加耕作层厚度、降低土壤盐

分，保证作物生长环境良好，采用农艺、生物、

工程等综合措施，进行土壤改良和培肥。

建设用地

整理

四支渠村6队 16.06

对现状停用的跃进小学进行收回集体所有，将村

委会迁建至此，同步配套建设老年活动中心、卫

生室、活动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低效建设

用地集约化程度。

牛区北部 4.99

对养殖园区现状废弃清真寺进行改造，发展蘑菇

培育和种植，提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增加产业

收益。

生态修复

村域 261.36
对村域内苦水河及沿岸滩涂地进行河堤砌护，增

加自然缓坡，清除水面垃圾。

村域 537.75

对村域内六支沟、七支沟、八支沟、北大沟、跃

四路边沟、211国道边沟渠进行沟底淤泥清淤，

使沟道容水量增大；对沟边裸露区域进行生态化

处理，增加自然缓坡，并补植水生植物，形成湿

地浅滩；定期对渠系水面垃圾进行打捞，维护沟

道通畅。

图2 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图

九、产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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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发展定位

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肉羊养殖、传统种植、特色蔬菜种植为产业

核心、以农业服务和乡村休闲为目标，以营销体系为保障，通过产业互

融互动，打造全新的乡村产业体系，实现全产业链价值的提升。

（二）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切实落实产业规划目标与发展战略，构建和打造四支渠村特色产业

体系，促进多产融合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合理安排产业布局

，在空间上形成有机联系、互为补充的多个产业板块。形成“七片区”

的总体布局结构。

玉米大豆套种区：以四支渠村十二队北侧的基本农田为基础，打造

优质玉米、大豆套种，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现

有农业的装备水平，从而提高现有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土地产出效率，

促进农民的增收。

现代化设施农业区：以四支渠十五队银昆高速两侧的设施温棚为基

础，重点发展设施农业，依托设施农业栽培的反季节蔬菜、特色瓜果，

开展名特优新果品的观光采摘游活动，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粮食种植区：以村庄区域内的集中连片的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集

中种植水稻，保证村庄口粮，稳定粮食生产。

精品林果发展区：以村庄西侧苦水河沿岸的现状经果种植为基础，

大力发展红枣、黄梨、苹果等经果产业，为村庄产业发展，村民增收注

入新引擎。

蘑菇培育区：依托村庄现有设施大棚，规划将七队南侧的废弃清真

寺改造为蘑菇培育基地，可以根据自身的种植条件和市场需求选择适合

的品种，如平菇、香菇、金针菇等，增加村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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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养殖区：以村庄现有养殖园区为基础，重点发展入户入园，集

中养殖，改善人居环境，为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就业提供新途径。

韭菜种植区：以村庄东北部现状蔬菜种植，韭菜种植产业为基础，

重点发展特色农业，为村民增收提供新途径。

村庄建设区：指以村庄15个村民小组居民点为主，合理利用居民点

片区内空闲地、零碎农用地、宅前屋后以及自家庭院种植果树，大力发

展庭院经济，同时，借助鼓励村民利用闲置宅基地积极改造民宿，拓宽

村民收入。

图3 产业布局规划图

十、居名点布局规划

（一）居名点布局

规划期内，四支渠村宅基地整体以整改改造为主，不进行大拆大

建，至规划期末，四支渠村宅基地用地面积73.67公顷，较基期年减少

0.14公顷，减少宅基地主要为四支渠村长期闲置宅基地复垦，共计3户。

现状人均宅基地面积193.15㎡/人，根据人口规模预测，规划期末四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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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户籍人口3876人，较基期年增加55人，按户均2.96人计算，共计增加

18户，本次规划通过与村委会协商并征求村民代表意愿，优化住宅用地

空间布局，为解决村庄新增人口以及分户申请宅基地需求，规划在优先

利用村民自愿退出的宅基地进行新审批宅基地建设，若后期宅基地建设

用地不足，可优先使用村庄留白用地，用于村庄居民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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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居名点用地布局规划图

（二）建筑设计引导

四支渠村整体地势平坦，农宅建筑一层为主，有条件村民建设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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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楼，平屋顶和坡屋顶交叉布置。本次规划遵循“经济、适用、绿色

、美观”的建设方针，抗风防灾、绿色节能等标准。尊重村庄传统风貌

和历史文脉，梳理提炼地方传统民居元素，借鉴传统乡村营建智慧，用

好乡土建设材料，建设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农房。新建农宅

建筑色彩和材质上应保持与村庄建筑整体风貌协调，农宅风貌以平屋顶

、红砖立面和围墙等造型为主。严格控制大面积玻璃幕墙、不锈钢、琉

璃瓦等建筑材料的使用。

图5 建筑设计指引

十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

（一）道路交通工程规划

对外交通：主要对外道路为吴惠公路、国道211，均为沥青路面，质

量较好，规划期内予以保留。规划期内对外交通按照利通区相关建设安

排进行改造提升，破损路面及时修复。规划中确定的相应道路宽度、断

面及管线敷设要求为准，建筑退让距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内部道路：主要为跃四路，路面宽度为6—7米，水泥路面，质量较

好，规划期内对损坏路面及时修缮，路两侧栽种行道树，安装太阳能路

灯，进行道路绿化、亮化建设。

村庄巷道：为各小组的内部道路，路面宽度为4—6米。规划期内对

村庄内未硬化的巷道进行水泥硬化，打通断头路、丁字路，完善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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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等设施。规划路宽6米，道路两侧有条件设置1米宽人行道，硬化长

度1.65km。道路结构层要求为底层素土夯实，密实度≥95%；300厚级配

砂石垫层；200厚C25现浇混凝土。

（二）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末期，总用水量387.99m³/d。四支渠村现状给水入户率已达到

100%，因此至规划期末只需更换老化管线即可，给水工程管网敷设全面

建成和完善，供水管管径保留主管径DN110，支管径DN95。规划中远期对

新建住宅按需求接给水支管，给水管道入地直埋方式敷设，管道埋深须

控制在冰冻线以下，管材采用 PE 等新型塑料管或球墨铸铁管，水管之

间连接方式采用法兰连接或承插连接。

（三）排水工程规划

至规划目标年，预测村庄日污水排放量为最高394.43m3/d。结合村

庄地形，规划新建管径DN95-DN300排水管网，管材采用II级混凝土管，

接入金川办事处新建污水处理站。

（四）电力通信工程规划

电线整治应做到新建与改造相结合，近期与远期相结合。供电工程

设施改造必须符合环保要求，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其他公害。规划期内

，四支渠村电力源保持不变，继续使用银滩镇变电站10KV变电站。规划

近期：当前村民用电负荷能够得到满足，一方面规划电力线路保持架空

敷设为主，逐步地埋敷设为辅，地埋线宜采用耐寒护套或聚乙烯护套型

，同时扩大线路管径以满足村庄未来用电负荷需求。另一方面组织全面

排查破损及老旧线路存在的隐患，对老旧线路进行优化更新，消除因用

电故障和电线老化引发事故的隐患。远期：380/220v低压配电网全面完

成地埋敷设，线路采用树状式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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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热燃气工程规划

规划近期以空气热源泵、暖风机等清洁能源进村入户，保障村庄居

民供暖需求，减少煤炭、柴火使用，降低环境污染。

规划远期条件成熟时，由利通区统筹引入天然气，采取集中供气，

保障村庄村民生活用气需求，规划天然气管道沿村庄道路单侧布置，燃

气干管采用De110、燃气支管采用De60。

（六）环境卫生工程规划

（1）垃圾箱

根据村庄现有垃圾箱的配置数量，规划新增设垃圾箱80个；3个垃圾

分类集中收集点，分别位于村委会、粮农经销合作社及15队新建广场处

（2）道路清扫及卫生设施

清扫机械化率：近期机械化率要达到30%以上，远期达到50%。卫生

设施：垃圾箱应分可回收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其他垃圾收集。燃料废

渣、建筑垃圾的收集，堆放、清运要与生活垃圾分开，对埋填垃圾的清

除和处理，按卫生部门规定办理。

（3）公共卫生间

规划对村内已有公共厕所进行提升改造，改造建设公共厕所2座，规

模大小为30-60平方米，分别位于现状村部与废弃跃进小学，改造应当做

好粪便收集处理措施，应做到密闭，有盖、不渗漏，防治污染地下水，

使其达到规定的规模和卫生标准。同时为每处公共厕所需各自配备一个

日常保洁员，对公厕的卫生进行每日清理。

（4）农户改厕

以室内水冲式“卫生厕所”和集中处理的模式，引导农户利用原有

的洗澡间或闲置房屋实施室内水冲式厕所改造。规划远期改厕标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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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实行卫生厕所的全覆盖。

（七）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期内，对四支渠村村委会进行搬迁，搬至六队原跃进小学，占

地面积1.07公顷，新建党群活动服务站、会议室、卫生室、乡村超市和

综合服务中心；并对原跃进小学改造优化部分建筑立面，对其漆面脱落

部位进行修复整治；优化整治村部内部活动广场，对其已经破损混凝土

硬化广场进行翻新硬化，划定停车区域，已经破损无法使用和存在安全

隐患的健身器材进行拆旧换新。规划文化活动广场和文化大舞台进行提

升改造，完善配套健身器材和篮球架，丰富村民及管理人员作为休闲娱

乐散步的场所。并规划在十五队新建一处文化活动广场，占地面积

1199.59平方米，增配健身器材等配套设施。

十二、规划实施

根据相关规定要求，结合利通区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现状及宁夏市

场价格水平，参考利通区近期类似项目投资水平进行估算。村庄近期重

点建设项目主要包含3类16项，项目投资估算约为0.68亿元。

表2 建设项目表

序

号

项

目

类

型

项目

（工

程）名

称

建设内容
建设主

体

资金估

算（万

元）

资金来源

建设

方式

（新

建/改

建/扩

建）

建设时序

1

全

域

综

合

整

治

农用地

整理

对现状耕作田进行“两田并

一田”或“多田并一田”条

田化整理，有效增加耕地面

积，便于大型机械化作业

农业农

村局
160

农业农村高

标准农田建

设专项资金

新建 2026—2035年

建设用

地整理

对牛区现状废弃清真寺进行

改造，规划建设蘑菇种植基

地，增加产业收益

金银滩

镇人民

政府

300 招商引资 改建 2023—2025年

对6队现状停用的跃进小学

进行收回集体所有，规划将

村委会迁建至此，配套建设

老年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

金银滩

镇人民

政府

800
专项补助资

金
改建 2026—2035年

生态修

复

八支沟两岸护坡砌护并绿化 水务局 200
水域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跃四路边沟砌护 水务局 150
水域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六支沟两岸护坡砌护并绿化 水务局 200
水域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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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类

型

项目

（工

程）名

称

建设内容
建设主

体

资金估

算（万

元）

资金来源

建设

方式

（新

建/改

建/扩

建）

建设时序

七支沟两岸护坡砌护并绿化 水务局 200
水域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四支渠北大沟清淤治理 水务局 500
水域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211国道旁沟渠护坡砌护 水务局 100
水域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五队至七队庄后渠退水设计 水务局 50
水域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九队沟渠治理 水务局 30
水域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苦水河水域生态治理 水务局 600
水域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2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道路工

程

村庄2队至15队巷道硬化

住房城

乡建设

和交通

局

150
道路整治专

项资金
改建 2023—2025年

四支渠村6队、7队断头路接

通

住房城

乡建设

和交通

局

500
道路整治专

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四支渠村2队、3队、4队、6

队硬化路翻新

住房城

乡建设

和交通

局

100
道路整治专

项资金
改建 2023—2025年

雨水工

程

5队至10队雨水排泄（庄前

道路建设明沟，巷道建设暗

沟）

住房城

乡建设

和交通

局

100
道路整治专

项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亮化工

程

养殖园区及村庄主干道安装

太阳能路灯50盏

四支渠

村
10

一事一议专

项补贴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燃气工

程

1队至15队沿路铺设天然气

入户管网，安装天然气供热

设施

住房城

乡建设

和交通

局

600
燃气补贴专

项资金
新建 2026—2035年

排水工

程

逐步铺设建设排污管线，接

入金银滩镇镇区污水管网

环境保

护和环

境卫生

综合管

理局

800
环境专项补

贴资金
新建 2026—2035年

环卫工

程
增设环卫垃圾箱80个

环境保

护和环

境卫生

综合管

理局

0.4
环境专项补

贴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文化建

设工程
15队新建文化活动广场1处 民政局 20

农村基础设

施补贴资金
新建 2023—2025年

3

产

业

发

展

出户入

园建设

牛区硬化路两侧养殖基地进

行扩建，养殖良种牛规模

200头以上

农业农

村局
500

出户入园专

项补贴资金
扩建 2023—2025年

物流仓

储建设

金银滩镇区对面大约70亩地

申请多村联建设物流仓储

金银滩

镇人民

政府

300 招商引资 新建 2026—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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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类

型

项目

（工

程）名

称

建设内容
建设主

体

资金估

算（万

元）

资金来源

建设

方式

（新

建/改

建/扩

建）

建设时序

粮食经

销合作

社

对现状村委会进行迁建后，

原址改造建设粮食经销合作

社，壮大村集体收入

金银滩

镇人民

政府

300 招商引资 改建 2023—2025年

4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广场绿

化

对6队现状广场进行杂草清

除行动，周边补充绿化栽植

金银滩

人民政

府

10
人居环境整

治专项资金
改建 2023—2025年

围墙建

设

对15队庄点拟进行院落围墙

建设

金银滩

人民政

府

50
人居环境整

治专项资金
新建 2026—2035年

院落整

治

对1队至15队现状居民点院

落进行立面整治（包含院

墙、大门及房屋立面）

金银滩

人民政

府

140
人居环境整

治专项资金
改建 2026—2035年

合计 6870.4

图6 近期行动计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