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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银新村

村庄规划（2023-2035 年）
一、项目名称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银新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二、村庄类型

银新村村庄分类为整治改善类。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银新村行政辖区内的全部国土空间，村域国土总面积 631.59

公顷，下辖 5个村民小组。

四、规划期限

本次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3-2035年，规划基期年为 2022年，规划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年。

五、规划人口

规划近期（2025年）户籍人口 1447人，常住人口 795人；

规划远期（2035年）户籍人口 1405人，常住人口 756人。

六、发展定位与目标

（一）发展定位

依托银新村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及良好的种植基础，以小麦、玉米、水稻粮

食种植为核心，立足现状养殖业带动传统种植业发展的产业模式，以优化产业结

构、美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整治国土空间为重点，以推

动乡村文化、产业融合和村庄风貌全面发展为目标，将银新村打造为以种养结合

为基础，以设施完善、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美丽宜居乡村。

（二）发展目标

以“宜居是基础、业兴是常态、民富是根本”为规划理念，通过村庄基础设

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整治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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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各方面进行整治提升，达到“宜居”、“产兴”、“民富”的最终目的。

产业：产业发展集聚高效、持续稳定。以高标准养殖产业为经济发展支柱，

对产业发展用地进行调整，达到集约高效。

环境：村庄环境整体得到改善、生活品质得以提升。针对村落私搭乱建、乱

堆乱放重点进行清理，景观小品、庭院景观、廊道景观节点应布尽布，使农村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村落环境治理达到“美丽乡村”要求。

耕地：严防乱占耕地建房，鼓励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推进农业

生产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和规范化。至 2035年，实现耕地数量不减少、质

量有提升。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设施配套有改善、日常生活有改观。硬化、亮化村域

道路、解决生活污水排放设施以健全村庄基础设施，重点对村内生活污水管网建

设。

村容村貌：对村庄内部破损道路重新硬化、村组道路进行亮化、生活环境进

行绿化、生活污水进行净化，使村容村貌整体美化。至 2035年，银新村整体实

现五化（硬化、亮化、绿化、净化、美化）”。

宅基地：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通过开发、改造闲置宅基地等多种途径

盘活利用农村宅基地，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

七、国土空间布局

（一）底线约束

衔接落实利通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银新村域内耕地保有量面积为 403.58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75.30公顷，村庄建设边界 33.88公顷，不涉及生

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历史文化保护等其他控制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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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至规划期末，银新村共划定农业空间 421.99 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71.43%；生态空间 122.55 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20.74%；建设空间 46.26

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7.83%。

（三）用地结构与规划布局

规划基期年耕地 405.19公顷，至规划期末耕地面积 404.60公顷，规划期间

耕地面积净减少 0.58公顷，主要原因为规划期内硬化建设村道用地占用 0.26公

顷，精米加工厂扩建占用 0.32公顷。

规划基期年园地 0.72公顷，至规划期末耕地面积 0.22公顷，规划期间园地

面积减少 0.50公顷，主要原因为新建商业街占用 0.50公顷。

规划基期林地 1.87公顷，至规划期末林地面积 0.63公顷，规划期间林地面

积净减少 1.24公顷，主要原因为新建出户入园养殖区占用 1.25公顷。

规划基期草地 6.33公顷，至规划期末草地面积 1.66公顷，规划期间草地面

积净减少 4.67公顷，主要原因为新建文化活动广场占用 0.58公顷，新建育种牛

养殖园区占用 1.95公顷，新建商业街区占用 1.50公顷，规划留白建设占用 0.64

公顷。

规划基期湿地 0.93公顷，至规划期末湿地面积 0.93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

积的 0.16%，规划期间湿地面积保持不变。

规划基期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12.59公顷，至规划期末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

16.69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2.83%，规划期间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净增

加 4.11公顷，主要原因为将低效园地 1.25公顷、其他草地 1.95公顷、裸土地 0.30

公顷发展农业设施建设。

规划基期居住用地 28.06公顷，至规划期末居住用地面积 27.63公顷，占村

域土地总面积的 4.68%，规划期间居住用地面积净减少 0.42公顷，主要原因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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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留白建设占用 0.36公顷，扩建精米加工厂占用 0.06公顷，现状为银新村和灵

白村村部共调出 0.13公顷。

规划基期无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至规划期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面积 0.61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0.10%，规划期间净增加 0.61公顷，主要

原因为新建文化活动广场将其他草地 0.58公顷调入，将特殊用地调入 0.03公顷。

规划基期无商业服务业用地，至规划期末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 2.00公顷，占

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0.34%，规划期间商业服务业用地增加 2公顷，主要原因为新

建商业街区调入低效园地 0.05公顷，调入其他草地 1.50公顷。

规划基期工矿用地 0.49公顷，至规划期末工矿用地面积 0.98公顷，占村域

土地总面积的 0.17%，规划期间工矿用地增加 0.49公顷，主要原因为精米加工厂

扩建，调入农村宅基地 0.06公顷，调入水田 0.32公顷，调入沟渠 0.11公顷。

规划基期交通运输用地 9.58公顷，至规划期末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9.83公顷，

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66%，规划期间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净增加 0.26公顷，主要

原因为新建停车场调入裸土地 0.26公顷。

规划基期公用设施用地 0.06公顷，至规划期末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0.06公顷，

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0.01%，规划期间公用设施用地面积保持不变。

规划基期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53公顷，至规划期末特殊用地面积 0.53公

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0.09%，规划期间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不变。

规划基期特殊用地 0.03公顷，至规划期末无特殊用地，主要原因为新建文化

活动广场占用 0.03公顷。

至规划末期，规划预留 1公顷的留白用地，占村域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0.17%，

主要原因为将 0.36公顷宅基地以及 0.64公顷其他草地作为留白用地。

规划基期陆地水域 120.94公顷，至规划期末陆地水域面积 120.49公顷，占

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20.39%，规划期间陆地水域用地面积减少 0.45公顷，主要为

规划扩建精米加工厂占用 0.11公顷、现状田间道路硬化占用 0.34公顷。



5

规划基期其他土地 1.70公顷，至规划期末其他土地面积 1.13公顷，占村域

土地总面积的 0.19%，规划期间其他土地面积净减少 0.56公顷，主要原因为新建

停车场占用 0.26公顷，新建养殖场占用 0.3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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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期内，对相对集中连片、土壤适合农作物生长、无潜

在土壤污染和地质灾害的耕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对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

的耕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至 203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为 375.30 公顷。

一般耕地提质改造：规划对村庄范围内未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一般耕地，即

2队（东至金田路、南至三支渠、西至四支渠、北至银新路）耕地进行综合整治，

面积为 29.3 公顷，2队耕地目前主要存在整体不够平整、耕种条件及设施缺乏配

套、耕地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极不利于种植业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通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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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理和提质改造，提高耕地地力，实现与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田形、地力以及机

械耕作需求相匹配。

盐碱地提质改造：规划对 3队、307 省道以北两块两块盐碱地进行提质改造，

改造面积 1.10 公顷。加大土壤盐渍化治理，实施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改造，综合

采取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通过种植豆科绿肥、增施有机肥、合理轮作、间

作、适时深耕等手段增加耕地土壤养分、有机质含量和保水保肥性能，调节土壤

酸碱性，有效提高耕地产能，消除或基本消除制约耕地生产力提高的主导限制因

素。

（二）建设用地整理

将村庄内部 3队建筑质量很差、零散建筑及闲置建筑进行拆除，对拆除的低

效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可腾退低效建设用地 0.43 公顷。利用节约出来的 0.43 顷

建设用地指标用作扩建精米加工厂和规划留白。规划留白建设用地面积为 0.36

公顷，扩建精米加工厂 0.06 公顷。

（三）生态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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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修复，修复面积为 2.61 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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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沟两岸护坡砌护并绿化：规划修复面积 25.06 公顷，对村域内五支沟、

六支沟、七支沟及北大沟进行沟底淤泥清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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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表

项目 区域位置 区域面积（亩） 主要内容

农用地

整理
全域 5629.50

规划期内，对相对集中连片、土壤适合农作物生长、无潜在土壤污染和

地质灾害的耕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对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的耕

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至 203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为 375.3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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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区域位置 区域面积（亩） 主要内容

3、4队 439.50

一般耕地提质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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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队 16.50

盐碱地提质改造，加大土壤盐渍化治理，实施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改造，

综合采取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通过种植豆科绿肥、增施有机肥、

合理轮作、间作、适时深耕等手段增加耕地土壤养分、有机质含量和保

水保肥性能，调节土壤酸碱性，有效提高耕地产能，消除或基本消除制

约耕地生产力提高的主导限制因素。

建设用

地整理
3、4队 6.45

通过对现状废弃宅基地和其他特殊用地进行拆除，保留其建设用地性

质，用作规划留白、精米加工车间扩建及文化活动广场建设。

生态修

复

苦水河及沿

岸滩涂地
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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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5

对村域内五支沟、六支沟、七支沟及北大沟进行沟底淤泥清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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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对

沟道水面垃圾进行打捞，维护沟道通畅。

图 2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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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产业发展规划

（一）产业发展定位

做精做强小麦、水稻优质农产品产业，同时积极培育牛养殖、玉米制种等种

养殖业，丰富农业类型，通过科技和现有农牧业的结合，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推动“农商互联网+”发展，建设村级电商服务中心，

打通农产品由农户到消费者的直通渠道，增加农民收益。

（二）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依据银新村现状产业发展情况以及未来发展需求，规划形成“一心、五片

区”的产业格局。一心：即综合管理服务中心：通过现有村委会管理设施及职

能，进一步提升其管理服务水平，为村庄产业发展、民生发展、村庄建设等提

供有力的政策支撑和管理服务；五片区：小麦种植区、水稻种植区、玉米种植

区、精米加工区及设施养殖区。

（三）产业发展重点项目

出户入园养殖园区： 规划新建出户入园养殖园区 3处，总用地面积为 3.51

公顷。其中，在北大沟南侧低效未利用林地改造建设养牛基地 1 处；在银昆高速

西侧，村庄现状养牛场东侧空闲改造建设养殖园区，用于育种肥牛养殖；五支沟

东侧，现状居民点南侧空闲地建设养殖场。规划将银新村村内散户养殖迁出至养

殖园区，这样可将村庄内原有的庭院养殖用地腾退出来用于村庄其他产业发展需

要，从根本上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彻底治理污染源。建成标准化、规模化、现代

化养殖园区，配套饲草料加工、有机肥加工、粪污处理等设施建设，推动肉牛养

殖业提质增效。

精米加工厂：规划对 3 队精米加工厂进行扩建，原加工用地面积 0.49 公顷，

扩建后为 0.98 公顷。通过调整设备、购置精米成品包装机、糠皮饲料外销等方

法提高银新村稻谷的附加值。不仅有助于解决周边村民稻米脱壳难的问题，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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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村民收入。将来，通过购置精米成品包装机，确保外包装美观，加工精美的

自产精米，通过外销进一步提升村民收入。

十、居民点布局规划

（一）居民点布局

规划期内，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翻建宅基地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修建、

改造。村庄现状农宅户型统一，建筑朝向坐北朝南，为满足现状村庄常住居民居

住需求，考虑到村庄居民经济收入，规划现状改造提升农宅主要以在现有基础上

翻建居住用房为主，建筑风格及风貌延续现有建筑风格、风貌，同步为满足村庄

居民需求，可适当增设厨房及储物间。

银新村现状居民点沿道路一侧或两侧建设，呈线状布局，农宅布局较为集中。

本次规划银新村居民点布局沿用现状布局模式，适当拓展村庄发展边界，并适当

预留建设用地及设施养殖用地，规整村庄布局。至规划期末，宅基地面积 27.51

公顷，较规划基期减少 0.43公顷，主要用于规划留白和精米加工厂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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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居民点用地布局图

（二）建筑设计引导

住房平面优化：

①保留现状主房功能布局，对主房进行维修加固，对部分建设位置较合理的

危旧房进行加固，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拆除重建，满足 8 度抗震设防要求。

②根据村庄布局，针对宅基地较大、功能用房较分散的农户，适度改造或拆

除，围绕主房紧凑布置。

③拆除现状普遍的禽舍、圈舍，引导村民养殖出户入园，农具杂物、农资物

品房、车库可合并设置。

功能用房改造：

①改水。规划建设污水收集及处理设施，铺设排水管线，沿村庄内部道路修

建排水沟渠，做到雨污分流。

②改厨。规划使用电、太阳能的清洁能源。

③改厕。厕所改造和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疾病防控的规定，并实现一户一厕。

近期采用三格化粪池，远期鼓励推广水冲式厕所。

院落整治：

规划突出庭院的经济适用、美观整洁，建议院落内不安排鸡、猪、羊、牛等

圈舍，绿化以布置果树、蔬菜为主，可适当栽种花草，墙边可种植爬藤植物，丰

富住户空间。院落硬化宜适用地方材料，采用透水型青砖、石材铺砌，可设置棋

盘石、藤架等，丰富院落景观。

户型设计：

户型一：本户型以 15m×18m 的地块为基础，层数为一层，建筑面积 120 平

方米，主房主要为客厅、餐厅、卧室和卫生间。主房西侧设置偏房，偏房为农具

房兼顾杂物间、车库，大门沿街布置，方便车辆停放。院内配置 10 平方米小菜

园，延续作物种植，体现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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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二：本户型以 15m×18m的地块为基础，层数为一层，建筑面积 120平

方米，主房主要为客厅、餐厅、卧室和卫生间，最西侧设置杂物储藏室，车库大

门沿街布置，方便车辆停放。平面布局方正、实用，通过门窗等细部处理，实现

每个房间自然通风。院内配置 10平方米小菜园以及休闲廊架，对院落进行美化

绿化，增加休闲娱乐的场所。

十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

（一）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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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干路（对外交通）：村庄主干路是连接对外交通道路，构成村组内部道

路体系的骨架道路，材质为混凝土硬化路面，规划保留现状村庄主要道路，近期

对银新路（307省道）向南路面拓宽至 12米。

村庄支路：村庄支路是村组内部连接村庄主路的道路，保留村组规划期内重

点以改造维修为主，维持现状断面形式，重点硬化部分村道。

村庄巷道：为居民点内部入户道路，道路红线宽度 6米，路面宽度不宜小于

4米。对于满足交通通行相关要求的村庄道路，规划主要对部分道路进行改造升

级，包括路面的硬化、亮化、绿化等技术措施。规划对现状未硬化道路进行路面

的硬化平整，打通断头路、丁字路，完善绿化、路灯等设施。

（二）给水工程规划

考虑到银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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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供水管径为 DN110，支管供

水管径为 DN95，入户管径为 DN25。

（三）排水工程规划

污水管道根据现状地形铺设，车行道下污水管最小覆土深度为 1.59米，为

防止生活污水对村内房屋建筑设施和景观环境造成污染，规划通过新建Φ75毫米

-Φ300毫米排污管道，沿主要道路敷设，截流收集这些排水管道和化粪池排出的

污废水，汇集输送至污水处理站进行集中处理。

（四）电力通信设施规划

电力：规划期内，银新村电力源保持不变，继续使用银新村 35KV变电站，

当前村民用电负荷能够得到满足。规划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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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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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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本次规划继续沿用村庄通信线路的现状，近期逐步将架空方式改造地

埋铺设的方式，沿电信管道暗敷于道路—侧，置于人行道或慢车道下。村内道路

实现光缆环网，村内各地块均采用光纤宽带接入。

（五）供热燃气工程规划

供热工程规划：考虑经济实用及实施的可行性，规划近期考虑采用分散供暖

的方式，仍已传统的火炉为主，远期大力发展农村太阳能、电力等清洁能源作为

辅助能源，改善以火炉采暖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通过政策引导，禁

止燃烧秸秆。若条件成 熟，根据利通区农村供热条件，可向集中供暖系统过渡。

燃气工程规划：根据金银滩镇燃气现状，近期可考虑选择农作物秸秆制气等

生物质气，是较好的 清洁能源，适合小规模燃气供应。远期可根据乡镇的供气

条件，稳步推进天然气“进村入户”，可考虑从金银滩铺设管道，实施天然气天

燃气入户。

（六）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规划期不再配套垃圾箱，现状垃圾箱能够满足村民需求。规划对村内已有公

共厕所进行提升改造，并新建公共厕所 2座，分别位于银昆高速新建社会停车场

以及银新路（307省道）南侧空闲地建设文化活动广场内。

（七）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村委会提升改造：规划期内，对村委会内所有建筑进行保留，村委会主体办

公场所包括党群活动服务站、会议室、卫生室、乡村超市和综合服务中心，改造

优化部分建筑立面，对其漆面脱落部位进行修复整治。

公共活动广场提升改造：规划期内，保留村委会院内活动广场，仅对其进行

设施更新和场地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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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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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行动计划主要以银新村现状存在问题及村庄居民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导向，以乡村振兴战略及移民致富提升行动的实施为主要抓手，以促进村庄

居民增收为主要目标，重点推进村庄产业发展，完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

设施，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打造宜居宜业村庄。项目投资估算约为 5730万。

近期行动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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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土综

合整治

高标准农

田建设

对银新村 3、4队（307 省道

以南）375.30 公顷永久基本

农田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业农村局 2810

农业农村高标准

农田建设专项资

金

新建

盐碱地提

质改造

对 3队（307 省道以北）两块

共 1.10 公顷盐碱化耕地进行

提质改造。

农业农村局 80
农业农村耕地治

理建设专项资金
新建

建设用地

整理

对 3队（307 省道以南）现状

精米加工车间进行规模扩大。

金银滩镇人

民政府
200 招商引资 改建

生态修复

苦水河及周边滩涂地治理

2.61 公顷。
水务局 400

水域修复治理专

项资金
新建

七支沟两岸护坡砌护并绿化 水务局 100
水域修复治理专

项资金
新建

六支沟两岸护坡砌护并绿化 水务局 80
水域修复治理专

项资金
新建

五支沟两岸护坡砌护并绿化 水务局 120
水域修复治理专

项资金
新建

银新北大沟清淤治理 水务局 300
水域修复治理专

项资金
新建

2

基础设

施建设

和公共

服务设

施

道路工程

对银新路（307 省道）向南进

行路面拓宽至 12米

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
300

道路整治专项资

金
扩建

对村庄全部巷道进行水泥硬

化

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
200

道路整治专项资

金
改建

南北走向的金田路进行水泥

硬化

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
50

道路整治专项资

金
新建

村庄主要生产道路（村道）进

行砂石铺设

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
30

道路整治专项资

金
改建

对银新路（307 省道）北侧庄

点庄后路（田间道）进行拓宽

至 4米宽设计，并进行水泥硬

化

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
100

道路整治专项资

金
改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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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新路以北，银昆高速两侧空

闲地建设社会停车场 2处

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
20

道路整治专项资

金

雨水工程

对村庄居民点道路增加雨水

边沟（庄前道路设计为明沟，

巷道设计为暗沟）

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
60

道路整治专项资

金
新建

亮化工程 银新路增设照明路灯 100 盏 银新村 10
一事一议专项补

贴资金
新建

排水工程

逐步铺设建设排污管线，接入

金川办事处日处理 0.2 万方

污水处理站

环境保护和

环境卫生综

合管理局

400
环境专项补贴资

金
新建

文化建设

工程

银新路（307 省道）南侧空闲

地建设文化活动广场 1处
民政局 30

农村基础设施补

贴资金
新建

3
产业发

展

出户入园

建设

在北大沟南侧低效未利用林

地改造建设养牛基地 1处；在

银昆高速西侧，村庄现状养牛

场东侧空闲改造建设养殖园

区，用于育种肥牛养殖；五支

沟东侧，现状居民点南侧空闲

地建设养殖场

农业农村局 300
出户入园专项补

贴资金
扩建

4
人居环

境整治
院落整治

对村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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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5730

图 4 项目近期行动计划图


	一、项目名称
	二、村庄类型
	三、规划范围
	四、规划期限
	五、规划人口
	六、发展定位与目标
	七、国土空间布局
	八、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九、产业发展规划
	十、居民点布局规划
	十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
	十二、近期建设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