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西滩村

村庄规划(2023-2035年)

一、项目名称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西滩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二、村庄类型

西滩村属于“整治改善类村庄”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西滩村村域管辖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总面积约

541.13公顷。

四、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3—2035年，其中基期年为2022年，近期为2023

至2025年，远期为2026年至2035年。

五、规划人口

规划近期(2025年)：户籍人口1848人，常住人口1610人；

规划远期(2035年)：户籍人口1923人，常住人口1628人。

六、发展定位于目标

（一）发展定位

基于对西滩村的自然资源、产业特色和区位优势等梳理，依托西

滩村现有农业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现代农业为村庄基础

产业，以富硒产业为村庄增值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此次规划

将西滩村定位为“美丽宜居村庄，特色种养基地”，打造金银滩镇的“富



硒农业示范村”。发展为一个有乡土特色、环境优美、功能配套完善、

交通便捷畅达、生产生活便利的示范村。

（二）发展目标

产业发展: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水

平，村集体经济达到27.5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超过37804元。

民生设施: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道路、电力、供排水、信

息网络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覆盖率和质量。

人居环境：村庄房屋设计实用美观，畜禽养殖区和居民生活区科

学分离，公共场所添置美观实用的分类垃圾箱，建设冲水式厕所，在

房前屋后、公共场所、道路实现绿化彩化，村容村貌整洁有序。

七、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一）底线约束

规划严格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下发的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成果及规模要求，西滩村村域内落实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57.00公

顷，占耕地总面积93.11%，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 65.97%。主要涉及

现状地类大部分为水田。

本规划落实西滩村耕地保护目标383.59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

的70.89%。

（二）村庄建设边界

至规划期末，西滩村划定村庄建设边界面积 41.60 公顷，占村

域国土总面积的7.69%，重点围绕村庄居民点1-8组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三）国土空间格局

本次规划西滩村划定农业空间484.24公顷，划定生态空间6.31公

顷，划定建设空间50.57公顷。

（四）用地结构与规划布局

至规划期末，耕地面积383.59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70.89%，

较基期年增加0.57公顷，全部为土地开发项目新增耕地；园地面积0.65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0.12%，较基期年保持不变；林地面积4.76公

顷，占村域总面积的0.88%，较基期年保持不变；草地面积0.04公顷，

占村域总面积的0.01%，较基期年减少0.18公顷，用于土地开发新增

耕地和预留留白用地；湿地面积0.30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0.06%，

较基期年保持不变；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17.23公顷，占村域国土

总面积的3.18%，较基期增加0.24公顷，全部新增为畜禽养殖设施；

居住用地面积36.84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6.81%，其中农村宅基地较

基期年减少了0.48公顷，为集约节约用地，将零散分布在耕地内以及

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共18户拆除，新建居民点按每户不大于270平方米

集中布置；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较基期年增加了0.08公顷，规划期

内扩建村委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较基期年减少了0.81公

顷，规划期内将西滩村小学拆除；工业用地面积1.00公顷，占村域总

面积的0.18%，较基期年增加了0.81公顷，规划在小学原址上新建农

产品初加工厂；物流仓储用地面积0.43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0.08%，

较基期年保持不变；广场用地面积0.30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0.05%，

较基期年保持不变；留白用地面积0.72公顷，规划预留村庄发展空间，



占村域总面积的0.13%；村庄内部道路用地面积2.31公顷，占村域总

面积0.43%，较基期年保持不变。铁路用地面积2.29公顷，占村域总

面积的0.42%，较基期年保持不变；公路用地面积2.11公顷，占村域

总面积的0.39%，较基期年保持不变；干渠面积3.69公顷，占村域总

面积的0.68%，较基期年保持不变；特殊用地面积0.88公顷，占村域

国土总面积的0.16%，较基期年减少0.24公顷，减少用地为废弃的宗

教用地进行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陆地水域面积86.30公顷，占村

域总面积的15.95%，较基期年减少0.08公顷，减少用地为村庄新增宅

基地；其他土地中的裸土地面积较基期年减少了0.54公顷，减少用地

为新增耕地、预留留白用地和新增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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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远期，对西滩村永久基本农田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357.00公顷；规划将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零星的裸土地、其他草地等

未利用地开发整治为耕地。实现耕地集中连片度提高，增加耕地有效

面积0.31公顷。

（二）建设用地整理

规划对西滩村零散、闲置废弃的18户宅基地1.32公顷和废弃的2

处宗教用地面积0.24公顷进行拆除，整治复垦为耕地。

（三）生态保护修复

规划着重对村域内汉渠及主干路两边的沟渠开展水体治理、造林

绿化等修复项目，总面积为19.17公顷，长度约13.22千米。西滩村村

庄范围内涉及苦水河流域面积1.52公顷，规划对村内苦水河流域开展

生态修复治理，重点以河道清淤和流域生态防护林建设为主。

图 2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图

九、产业发展规划

（一）产业发展定位



依据西滩村现状自然条件、区位分析、现状产业发展动向及政策

体系的整体情况，规划以“现代化生态农业、规模化生产养殖”为主，

以“农产品冷鲜加工、仓储物流电商”为辅，全面构筑“富硒农业、规

模养殖、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的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互

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

（二）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结合西滩村已经形成的布局特色，根据规划区现状产业和资源分

布情况，构建“一心一轴、两区三点”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

一心：以西滩村村委会为“农业+加工”融合发展的核心。

一轴：依托金西公路南北贯穿村域为产业融合发展轴线。

三点：农产品初加工基地：规划将位于5组的西滩村小学拆除，

在原址处新建一处农产品初加工基地，用地规模约0.81公顷。通过培

育、引进一批规模农产品初加工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分拣、粮油加

工、蔬菜烘干、饲料加工等加工项目。

标准化养殖示范区：规划将位于西滩村2组的养殖园区，打造成

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园区。集中发展奶牛、肉牛羊养殖，用地规模约

3.2公顷。

仓储物流电商基地：规划对位于4组的宁夏天芫康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在其原址上建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项目，用地规

模约0.54公顷。

两区：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区：规划在金西公路以北的耕地内

以水稻、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种植规模约180公顷。推

广绿色农业、低碳、循环发展模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

富硒农业融合发展区：规划在金西公路以南的耕地开展富硒农产

品种植，种植规模约170公顷。为大力发展富硒农业，引进优质富硒

农产品品种，通过整合资源，开发富硒产品体验、富硒文化展销、富

硒产品电商，打造特色富硒产品品牌。

十、居民点布局规划

（一）居民点布局

西滩村现状宅基地面积37.22公顷，规划期末宅基地面积达到

36.66公顷，相比基期年减少了0.56公顷。规划至2035年，西滩村常住

人口有525户共1628人，新增户数10户。规划拆除零散或闲置破损的

宅基地18户，占地1.32公顷。规划共新建宅基地28户，将每户按不大

于270平方米进行集约用地布局，占地面积0.76公顷，集中在村庄3号

路北侧路边选址建设安置。

（二）建筑设计引导

新建房屋样式：参考现有部分住房样式进行设计，屋顶样式以坡

屋顶为主，整体色调以灰白为主，院落占地面积270平方米，户型为

三室两厅一厨两卫，房屋坐北朝南，卫生间设置在房屋内。在院落左

侧布设一间偏房，右侧建停车房。院内设置小型花园或菜园，院落围

墙做浮雕装饰，中间空白处可绘制风景或宣传画，顶部加双面围墙瓦、

灰色坡檐，大门样式为门楼式。



图 3 新建宅基地参考户型图

（三）村庄建筑整治

建筑围墙：新建围墙样式保留现状仿古围墙一体瓦造型的传统设

计元素，围墙造型采用仿古式简约雅致的镂空窗或者仿古砖雕挂件装

饰。墙顶加双面围墙瓦、灰色坡檐，墙柱踢脚线采用青灰色小砖堆砌。

建筑门窗：规划新建宅基地入户大门样式设计为门楼式。大门选

用为中式复古的红褐色木门，并对木质和破损的窗户进行更换，规划

采用断桥铝合金窗户，玻璃为双层夹胶玻璃，颜色考虑选用黑灰色系。

（四）人居环境整治

主要在现状道路基础上进行改造整治，包括路面的硬化、亮化、

绿化等措施。规划构筑围栏增添庭院景观，如设置木质围栏、砖石质

围栏等，实施院落硬化、庭院绿化。道路铺装、花坛、垃圾筒、照明

灯具及各种标志牌等。做到环境优美，整洁卫生。

十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

（一）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对未沥青硬化的主干道进行路面养护并硬化，需硬化的长度

约5千米。保留现状行道树，补齐未种植区域，在两侧种植花卉，布



置花坛等绿化设施。规划对5组破损道路修缮及土路重新进行混凝土

硬化，解决宅间巷道出现泥泞积水的问题。

规划建设2处客运招呼站，其中一处位于西滩村3号路上5组的映

溪商店门前，另外一处位于金西公路边的养殖场丁字路口处。规划主

要在村庄5组部分居民庄点巷道内无亮化区域安装太阳能路灯，路边

单侧均匀布置间距约为30米。

（二）给水工程规划

西滩村已基本全部敷设自来水管线，生活用水水源引自金积自来

水厂，由宁夏水投吴忠水务有限公司管理运营，水压稳定，水质良好。

至规模期末，村庄常住人口约1628人，预测最高日用水量为143m³/d，

村庄总用水量预计在288m³/d。由金积水厂途径马莲渠乡廖桥村沿汉

渠接入引入给水管线，给水管径采用主管DN200，支管DN150，沿村

庄主要道路通入各组居民点。

（三）排水工程规划

规划西滩村污水处理模式为城镇带村的模式，污水管网沿金西公

路并入金银滩镇污水管网，管线采用地埋式敷设，污水管径采用主管

DN600，支管DN300，规划设置1座污水提升泵站，位于4组和五组居

民点之间的金西公路东侧。规划污水量按照预测的全村日供水量的

70%计算，预测全村日污水量为202立方米/日。

规划雨水排放根据现状地形划分集雨范围，雨水通过雨水管渠收

集后，采用重力流方式就近排入就近河流、沟渠和农田中。

（四）电力通信工程规划

西滩村电力引自金银滩镇供电所，供电线路为汉渠变511园艺线



金银滩镇分支输电线路，电力线路采用架空敷设，村庄内有9处变压

器，现可以满足西滩村村民用电量需求。铁西村用电负荷估算为

1626.7KW。

村庄通信线路采用架空方式敷设，西滩村现有3座通信信号塔，

位于西滩村五组和七组。规划对现有基站进行升级，部署村庄5G网

络信号覆盖设备。规划近期年全村宽带入网率达到100%，有线电视、

网路电视接入率达到100%。

（五）供热燃气工程规划

供热规划：规划近期村民陆续安装电热风机取暖，并推进煤炭清

洁利用。规划远期大力推动取暖“煤改气”“煤改电”。

燃气规划：为降低村庄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规划近期采用灌装

煤气；至规划末年，全村实现天然气管网入户。衔接金银滩镇天然气

管网，沿金西公路接入村庄，村庄内沿主干道路敷设至各组居民点，

选线避开横穿农户院落、地势低洼处，管径尺寸主管径为DN250mm、

支管径DN160mm。

（六）环境卫生工程规划

村庄生活垃圾收集应实行垃圾袋装化，按照“户分类、村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收集处置模式，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规划近期，在村庄主路上及村庄主要节点如村委会、广场、清真

寺等位置布设美观的投放式分类垃圾箱，本次规划在村内增加分类垃

圾箱50个，同时在4组活动广场的公共厕所旁边规划设置1座垃圾分类

定时定点收集房，建筑面积30㎡，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垃圾的收集处

理。规划加强环卫网格化管理，各组配置保洁人员5人，安排人员对

村庄道路、广场等地进行清扫，做到垃圾每日一清，环卫车每日一运，



将垃圾转运至金银滩镇垃圾中转站。规划在西滩村5组村委会内和4

组活动广场位置建设2座水冲式公共卫生间。每座建筑面积不低于30

㎡，设计风貌跟村庄整体风貌一致，充分考虑无障碍通道和无障碍设

施的配置，以及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的需要。

（七）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扩建村委会，总占地面积1777平方米。其中新建一处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建筑面积160平方米。规划扩建农村幸福院，建筑面积200

平方米。保留现状图书室、卫生室，同时院内设置娱乐活动场地，增

加健身娱乐设施等，并配置一处停车场及充电桩。改造提升4组的文

化活动广场，规划在广场上新建一处乡村大舞台和停车场。拆除现状

废弃小学，在原址上改建为农产品初加工厂。

十二、规划设施

结合西滩村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人力、财力和村民需求，重点围

绕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国土综合整治

和生态修复等方面，形成近期建设项目库，为建设计划提供用地和空

间保障。

规划至近期，为实现将西滩村建设成为建设配套设施完善、产业

发展兴旺、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美丽乡村。规划建设项目27个，其中

新建项目14个、改建项目10个，国土整治项目3个.投资估算3210万元，

近期建设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其中：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以文化活动广场、村庄道路景观提

升、农村幸福院、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为重点；

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村庄主入口标识、村庄干

道道路硬化、污水、燃气管网建设为重点；



产业发展项目：以改造养殖园区、新建养殖饲草存储区、新建农

产品初加工车间为重点。

国土综合整治项目：以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修复为

重点。

村庄安全与防灾减灾项目：以智慧乡村安全建设为重点。

图 4 近期建设项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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