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利通区古城镇党家河湾村村庄规划（2023-2035 年）

（公示版成果）

第一节 规划总论

一、规划范围

党家河湾村域总面积 477.84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224.73 公顷，本次规划重点编制范围为扣除城镇开发边界

（丽湾半岛、1队、2队、7队、9队、10队）后党家河湾村

域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 253.11 公顷，包括党家河湾村 3

队、4队、5队、6队、8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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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发展定位及目标

一、村庄分类

党家河湾村行政村类型为城郊融合类。

二、发展定位

以设施农业为主、乡村旅游为辅的吴忠城北近郊新型农

村样板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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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万元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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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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 100%。

（三）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目标。至 2035 年，党家河湾

村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91.49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18.41公顷，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43.26公顷以内，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95.32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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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家河湾村规划范围内国土面积 253.11

公顷，其中：耕地 91.49公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36.15%；

园地 2.83公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1.12%；林地 12.21公

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4.82%；湿地 21.22公顷，占规划

总用地面积的 8.38%；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7.24公顷，占规划

总用地面积的 2.86%；居住用地 22.52公顷，占规划总用地

面积的 8.90%；仓储用地 2.01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0.79%；交通运输用地 25.41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10.04%；公用设施用地 4.25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1.68%；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1.06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面

积的 4.37%；特殊用地 0.60公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0.24%；

留白用地 1.56公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0.62%；陆地水域

48.60公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19.20%；其他土地 1.96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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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占规划总用地面积 0.77%。

图 1 国土空间规划布局图

二、底线约束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1.耕地

至规划期末，规划党家河湾村耕地保有量为 91.49公顷。

2.永久基本农田

至规划期末，党家河湾村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18.41公

顷。

（二）生态保护红线

党家河湾村域范围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95.32公

顷。

（三）城镇开发边界

党家河湾村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 224.73公顷，城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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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内落实中心城区用地布局，不纳入村庄规划范围。

（四）村庄建设边界

本次规划划定村庄建设控制线范围总面积 43.26公顷，

主要位于党家河湾村 3队、4队，因落实上位规划中心城区

布局而打散的村组集中安置于 3队，按自治区要求川区新建

宅基地面积不超过四分地（270平方米）布置院落。

图 2 国土空间底线管控布局图

第四节 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一、产业发展定位

主导产业——以小麦、玉米、设施农业农产品的种植等

特色现代农业为主导。

辅助产业——乡村旅游、劳务输出及电子商务。

二、产业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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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规划期末，村庄范围内形成“四大板块”的产业发展

格局。

“四大板块”：

高效农业种植区：总用地面积 45.29公顷，以基本农田

以为主，重点发展优质玉米、小麦等农产品种植，形成农田

设施完善、耕地质量良好、生产技术先进、服务体系健全、

粮食稳产高产的集中连片的农业种植区。

农旅融合设施农业发展区：总用地面积 27.56公顷，以

设施农业为载体，以休闲采摘和田园观光为目的，以农耕文

化主线，打造集科普、观光、采摘、休闲、等为一体的多功

能复合区。

美丽宜居乡村示范区：总用地面积 22.52公顷，结合村

民意愿及村庄发展需求，由现状 4队及新建安置点形成的美

丽宜居乡村示范区，依托近郊优势及田园风光适时探索发展

乡村民宿、共享院落等业态。

冷链仓储物流区：总用地面积 2.01公顷，依托设施农业，

拓展产业链，就近建立存储、加工、运输为一体的附加值提

升区，建设仓储物流，加快经济运转，保障农产品和制种产

品的保存，促进对外运输，并将该区发展为村集体经济项目

集中建设的区域，成为村内主要经济收入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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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产业发展规划图

第五节 居民点布局规划

一、总体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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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区每户不超过四分地（270平方米）

进行布局。

本次规划划定村庄建设用地范围总面积 43.26公顷，规

划宅基地面积 22.07公顷，本次规划通过建设用地整理，采

用集中布局的形式在规划7号路和利宁街交叉口西南侧新建

275户以满足 3队、5队、6队、8队的安置需求；同时考虑

到远期人口增长需求，新建院落 24户，规划共计新建院落

299户，其余农宅基本保持现状以整治提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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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居民点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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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筑材料及色彩。规划村庄农宅建筑材料选用多

孔砖、轻型钢结构等工艺墙体材料；减低环境成本，建筑外

墙加保温板，结合现有改造农户以灰色为主色调。建筑墙体

保留瓦片、毛石、木头等地方传统材料。

建筑基础色彩以暖黄、浅咖、浅灰、浅黄作为底色，强

化色彩以朱红、深灰、红色、褐色作为点缀色为主。

（三）大门改造。规划结合未来发展方向，大门可采用

仿木铁艺大门或彩绘铁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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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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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结合村庄发展需求建议灰色瓦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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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改造围墙主体采用砖砌围墙，局

部可采用瓦片、毛石、木头等地方传统材料进行装饰。

三、新建院落布局

规划宅基地面积控制在 263.5平方米以内，新建村民建

筑采用当地建筑风格元素，灰瓦白墙，坡屋顶。本次规划五

种户型可供村民选择，三种一层和两种二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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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粉刷等方式进行立面修整，形成统一协调的村容村

貌，传统地方文化与民居风格。

图 5 新建农宅效果图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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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新建农宅效果图方案二

图 7 新建农宅效果图方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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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新建农宅效果图方案四

图 9 新建农宅效果图方案四

三、空间景观布局

（一）文化广场及游园

根据服务半径的需求，在规划集中安置点新建小广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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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占地面积 1208㎡；新建小游园 1处，占地面积 1179㎡；

配套健身器材、景观小品等设施。

图 10 新建文化广场效果图

（二）村庄绿化

绿化应选取当地乡土树种，在种植层次搭配上做到乔、

灌搭配种植，在各层次上均取得良好的观景效果，至规划期

末村落绿化率不低于 25%。

图 11 新建居民点巷道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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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近期行动计划

党家河湾村近期内重点建设项目 8个，规划总投资估算

2348.97万元，涉及基础设施、居民点建设、产业发展、国

土综合整治四个方面。

一、基础设施

新建乡村道路 1920㎡，配套太阳能路灯 10盏，配置分

类垃圾箱 200个。

二、居民点建设

庭院改造 30户，大门及围墙整治 30户。

三、产业发展

新建温室 40座，配套给排水、电气、道路等工程。

四、国土综合整治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个，占地 18.41公顷，重点

实施土壤改良、增施有机肥和钾肥，促进农田高效生产。整

治干渠 4500米，支渠 10360米，排水沟 51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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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近期建设项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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