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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区上桥镇涝河桥村村庄规划（2023—2035 年）

（公示版成果）

第一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

一、规划范围

涝河桥村国土总面积 161.09公顷，按照《宁夏回族自治

区村庄规划编制指南（2023年修订版）》要求，涝河桥村已

划入吴忠市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是 82.87公顷，本次规划范围

为村庄行政管辖范围以内、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国土空间，

面积约为 78.22公顷。

二、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基期年为 2022年，规划期限为 2023-2035年，

其中：近期：2023-2025年；远期：2026-2035年。

第二节 发展定位与目标

一、村庄分类

根据《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村

庄分类结果，确定涝河桥村村庄类型为城郊融合类。

二、村庄发展定位

在上位规划指导下，按照自然生态不破坏的原则，优化

调整村域空间布局。严控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确保改善自然

生态环境品质，基于涝河桥村村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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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产业基础以及产业发展趋势等综合因素的考量，统筹考

虑城镇化进程，立足区域整体，高度站位、统筹布局，规划

以设施农业种植为主导，以红色文化资源为纽带，以乡村休

闲旅游为延伸，深度推动产村、城乡和产业融合发展，将涝

河桥村建设成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自治区乡村振兴示范

村、吴忠市红色研学教育基地。

三、村庄发展目标

（一）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至 2035 年，村集体经济规

模力争达到 88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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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河桥村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8.63公顷，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7.55公顷以内。

第三节 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一、底线约束

涝河桥村村域内落实耕地保护目标 18.63公顷。落实城

镇开发边界线面积 82.87公顷，村庄建设活动不得越过城镇

开发边界。落实村庄河湖管理范围 12.25公顷。

二、村庄建设边界

规划围绕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庄建设用地进行管控，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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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村庄建设边界面积为 5.17公顷。

三、国土空间格局

本次规划划定农业空间面积 34.11公顷。划定建设空间

面积 8.42公顷。划定生态空间面积 35.69公顷。

四、用地结构与规划布局

严格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内布局和管

控要求，城镇开发边界外国土总面积 78.22公顷，本次规划

对村庄用地进行整合，综合考虑村庄产业的发展，各类用地

具体调整如下：

至规划期末，耕地面积调整为 25.63公顷，较规划基期

年增加 4.08公顷，主要来自于农用地整理。园地面积调整为

0.74公顷，较规划基期年减少 1.79公顷，主要来自于农用地

整理。林地面积调整为 11.08公顷，较基期年减少 3.87公顷，

主要为商品林复垦为耕地。居住用地调整为 4.10公顷，较基

期年减少 0.89公顷，主要是宅基地腾退。腾退建设用地指标

用于保障村庄产业发展和壮大村集体经济。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调整为 0.57 公顷，较基期年增加 0.57 公顷，主要

为规划红色研学讲堂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为 0.17 公

顷，较基期年增加 0.02公顷，主要是在 1、2队民宿预留商

业服务业用地，用于村庄发展集体经营性建设项目。绿地与

开敞空间用地调整为 12.71公顷，较基期年减少 0.16公顷，

主要是公园绿地由于被城镇道路用地占用及规划在 4、9 队

村庄入口处新建广场。采用空间留白方式预留 0.91公顷留白

用地，用于村庄产业发展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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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布局图

五、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规划期内结合利通区有关安排，规划对涝河桥村 25.63

公顷一般耕地进行提质改造，农用地整理开发 0.84公顷，农

用地复垦 14.94公顷。村庄建设用地复垦共 0.70公顷，低效

用地再开发 0.10公顷。

第四节 产业发展规划

一、产业发展定位

规划依托涝河桥烈士陵园、村庄基底以及牛家坊民俗文

化村现代服务集聚区的定位，推动涝河桥现代农业、休闲采

摘、住宿文娱、民俗旅游、红色旅游、研学教育、仓储物流

等产业融合发展，共同缔造城乡互动、产城融合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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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根据村庄现状布局及资源分布情况，规划将涝河桥村产

业划分为“一廊三组团”，“一廊”即罗山大道景观长廊；

“三组团”即乡村休闲旅游组团、爱国主义教育组团、现代

商贸物流组团。

罗山大道景观长廊：以罗山大道为主轴，道路两侧种植

桃树，同时结合桃花林设置慢行步道，打造桃花观赏休闲长

廊。

乡村休闲旅游组团：以设施农业、民俗民宿为载体，以

乡村休闲旅游为目的，以农耕文化、红色文化为主线，打造

集红色研学、科普、观光、采摘、休闲、住宿等为一体的多

功能复合区，重点打造高端设施农业观光采摘、乡村民俗民

宿接待以及农耕文化体验及科普。

爱国主义教育组团：依托涝河桥烈士陵园开展红色文化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国防教育、社会主义

核心区价值观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同时结合依托消

防基地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现代商贸物流组团：结合现状及上位规划，涝河桥村北

部已划入城镇开发边界，重点打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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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产业布局规划图

三、产业重点项目

（一）上桥镇涝河桥村红色研学讲堂建设项目：新建涝

河桥村红色研学讲堂一处，用地面积 3204.95平方米、建筑

面积 600.03平方米，框架结构，主要功能包括门厅、接待服

务区、互动式讲堂、讲堂大厅、文化活动区、卫生间等。建

设内容包含建筑工程、给水工程、暖通工程、电气工程等附

属工程。

（二）上桥镇涝河桥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项目：新建饮

水思源广场，占地面积 850平方米，配套休闲娱乐设施；四、

九队建设项目，包含休闲厅、便民休憩广场、围墙翻新改造

等；红色小道项目（涝河桥-陵园），主要包含木栈道、红色

文化设施等；露营地产业项目，主要包含开敞式露营空间、

革命烈士雕塑等；新建公共厕所一座，建筑面积 100.23平方

米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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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涝河桥村劳务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模块化日光温棚

建设项目：新建模块化日光温室 8座，总建筑面积 10861㎡，

配套耳房、水、电、道路硬化等附属设施。

（四）涝河桥村民宿体验区建设项目：翻建改造涝河桥

村 1、2队农宅院落，总计 42户；包含农宅建筑翻建、改造

及给水、供热、排水等附属设施。

（五）涝河桥村特色农产品集散中心建设项目：新建农

产品集散中心一处，用地面积 2000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

新建冷链仓储用房一座，分拣车间一座，硬化室外地坪，配

套水电等附属设施等。

第五节 居民点布局规划

一、居民点布局

村庄 3、5-8队居民已上楼居住，1、2队已划入城镇开发

边界，规划仅保留涝河桥村 4、9 队村庄居民点，在延续村

庄居民点建设肌理的前提下，将利红公路以东人居环境不佳

且常住率不高农户逐步腾退，置换建设用地指标，将 4队村

庄入口处园地调整为文化用地，规划新建红色研学讲堂，助

力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推动村庄红色文化旅游发展。拟在 4

队入口处增加广场用地，提升村庄风貌，提高村庄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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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规划总平面图

二、农房改造

规划涝河桥新建农宅主要以单层建筑为主，结合村民经

济实力和意愿，可适度建设二层农宅建筑，建筑屋顶结合村

庄现状建筑，依据现有翻建建筑样式确定，新建农宅建筑及

翻新农宅院落建筑须按照规划要求建设。规划提出两种农房

住宅方案，指导规划期内村民农房翻新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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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农房新建效果图

农宅院落整治主要包含农宅建筑整治、院落空间整治和

建筑立面整治。规划期内随着部分村民的返乡置业，对于村

庄内保留院落进行美化提升，包括附属建筑美化，院落景观

丰富，院落铺装改善等，按照原有建筑肌理和院落格局进行

景观提升。加大村庄抗震宜居农房改造和农宅建筑节能改

造，采用保温门、双玻塑钢平开窗；在建筑四周做散水处理，

对院落进行硬化；统一村庄农宅建筑风貌，塑造利通区传统

农宅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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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农房改造效果图

三、人居环境整治

规划期内，按照《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

（2021-2025）》要求，分布实施涝河桥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重点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同时推动村容村貌整体提

升，大力推进村庄整治和庭院整治，加强村庄风貌引导，突

出乡土特色和地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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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人居环境整治效果图

第六节 近期行动计划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主要包含 5类 25项，项目投资估算

约为 13100.97万元。其中：产业项目 13个，总投资约 9089.25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8个，总投资约 1133.55万元；人

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 2个，总投资约 798.17万元；历史文化

保护项目 1个，总投资约 2000万元；国土空间综合整治项

目 1个，总投资约为 80万元。另外，乡村振兴、人居环境

整治等打捆类项目也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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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近期建设项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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