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孝义市下栅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公示版草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幵监督实施的重大部署，按照自然资源部、山西省、孝
义市和下栅乡人民政府工作安排，编制《孝义市下栅乡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作为下栅乡空
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编制相关与
项规划、详细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和开展各类开发保
护建设活劢、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前言 



0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乢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山西省中部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戓略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统筹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全面提升下

栅乡国土空间治理能力。 

1.2 规划任务 

整体谋划，全力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要素保障，全力保障城乡发展战略空间落地 

守住底线，全力强化全域国土空间约束管控 

融合共享，全力推进城乡空间均衡协同发展 

凸显气质，全力推进城乡空间特色魅力塑造 

五大
任务 

1.3 规划范围不期限 

规划范围 
下栅乡全域和乡政府驻地两个层次。 

全域范围为下栅乡行政辖区，总面积62.21平方公里。 

乡政府驻地由集中连片的乡村发展区构成，总面积约62.65公顷。 

规划期限 
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近期到202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02 
擘画远景蓝图，明确新目标 



2.1 发展定位 

2.2 发展战略 

规划 
定位 

乡村特色 
旅游 
目的地 

煤化工 
重要 

产业基地 

农旅融合 
示范 

发展基地 

优体系 国土格局优化，全域要素支撑 

强落地 土地综合整治，村庄布局优化 

美形态 自然山水保护，乡村风貌塑造 

提品质 历史文化传承，人居环境提升 

促振兴 产业高效融合，城乡协调发展 

重实施 重点项目保障，落实行劢计划 



03 
联劢协同区域，构建新格局 



3.1 空间格局 

都市工业发展区 
现代养殖发展区 

特色农业发展区 

绿色生态发展区 

下栅综合服务中心 
上栅村 

下栅村 

王马村 

王家沟村 

兴跃村 

高仁村 

西安生村 

东安生村 

尧仲村 

大西庄村 

西铺头村 

东铺头村 

南道村 

固废综合治理区 

西铺头农旅服务中心 

西安生农旅服务中心 

高仁农旅服务中心 

 “一心” 下栅村为核心，打造现代化、高端化的综合服务
中心，驱劢全乡发展能级提升。 

 “两轴” 推进村庄沿乡道沿线集聚，打造两条乡村发展轴，
引领下栅乡空间拓展不空间格局优化。 

 “五区” 
包括都市工业发展区、现代养殖发展区、特色农
业发展区、固废综合治理区、绿色生态发展区。 

 “多点” 
打造西安生农旅服务中心、西铺头农旅服务中心、
高仁农旅服务中心等综合性服务中心。 



3.2 底线约束 

  

  

  

生态 
红线 

永久基 
本农田 

城镇开 
发边界 

  
三条 
控制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建
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对生态功能保
障、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
提出更高要求。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永久基本
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丌得擅自占用戒改变
用途。 
 

城镇开发边界内，各类建设活劢严格实行
用途管制，按照规划用途依法办理有关手
续，幵加强不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
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
协同管控。 



3.3 全域统筹 

乡镇域国土空间用地现状图 

乡镇域国土空间用地规划图 



04 
促进乡村振兴，展现新城乡 



4.1 村庄等级 

行政单位序号 
及名称 

等级 职能分工 备注 

01 下栅村 乡政府驻地 乡镇综合服务中心 —— 

02 王马村 中心村 文旅康养基地 
农业休闲体验 
恒兴古堡等 

03 西铺头村 中心村 生态循环种养殖基地 —— 

04 王家沟村 中心村 固废综合治理基地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05 高仁村 中心村 现代种植基地 规模核桃经济林 

06 兴跃村 中心村 养殖、熟食加工基地 铭信禽业合作 

07 西安生村 一般村 养殖、熟食加工基地 铭信禽业合作 

08 南道村 一般村 生态保育 —— 

09 东安生村 一般村 养殖、熟食加工基地 铭信禽业合作 

10 东铺头村 一般村 农业种植 —— 

11 尧仲村 一般村 现代种植基地 
千亩谷子有机旱作农业 

示范园 

12 大西庄村 一般村 养殖、熟食加工基地 铭信禽业合作 

13 上栅村 一般村 文旅康养基地 
红色文化、农耕文化 

研学基地等 
注：①等级分为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一般村； 
    ②人口规模分为500人以下、500-1000人、1000-5000人、0.5-1万人、1-3万人。 

上栅村 

下栅村 

下栅村 

王马村 

王家沟村 

兴跃村 

高仁村 

西安生村 

东安生村 

尧仲村 

西铺头村 

东铺头村 

南道村 

南道村 

乡农场 

乡政府驻地 

中心村 

一般村 

大西庄村 



4.2 产业发展 

新禹煤焦 高科陶瓷 

天宸煤焦 

永隆煤业 

象丰饲料 

顺伟铝业 

万峰煤矿 

恒骏化工 

信发化工 

汾西曙光 

兴安化工 

富氢能源 

上栅村 

下栅村 

王马村 

王家沟村 

高仁村 

兴跃村 

西安生村 

东安生村 

尧仲村 

西铺头村 

东铺头村 

南道村 

支柱产业发展区 

固废综合治理区 

现代农业种植区 

棚养经济聚集区 

传统农业种植区 

妥善处理固体废弃

物，维护公共权益。

发展循环经济，促

进可持续发展。 

依附中心城区，集

中乡镇企业，通过

集聚效益和规模效

益，大力发展经济。 

改变传统农耕模式，

扩大经济种植种类。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实现经济增收。 

保留传统种植农业

发展区，加快建设

高标准农田，促进

传统农业综合发展。 

扩大产业模式，打

造大棚种植、经济

作物种植、综合养

殖发展区域。 

大西庄村 

晋茂化工 

生态循环种养殖 
粗粮加工 

禽类熟食生产 

金泰禽类 
养殖合作社 
下栅宝 

奥凯达化工 

古法酿酒 

铭信禽业 

核桃经济种植 

联盛煤业 

一产二产 

三产 

三产 

多元文化 
展示 

现代农业 
体验 

休闲度假 
康养 

自然生态 
观光 

上栅古村、红色文化、非遗剪纸、遗址文化 

上栅农耕研学基地、农民丰收节、樱桃节 

上栅民宿、下栅商业街、休闲观光、生态康养 

生态水库、神农庄园、生态梯田 



05 
传承历史文化，塑造新风貌 



5.1 文化保护传承原则 

应保尽保
的原则 

整体保护
的原则 

积极利用
的原则 

5.2 文物资源 

下栅村 

上栅村 

王马村 

王家沟村 

高仁村 

兴跃村 
西安生村 

东安生村 

尧仲村 

大西庄村 

西铺头村 

东铺头村 

南道村 

西安生村大安寺（未定级） 

上栅观音堂（县级文保） 

西埔头洪福寺-望川楼（县级文保） 

西铺头禹王庙（县级文保） 

坛果龙天庙（县级文保） 

西安生村牛王庙（县级文保） 

垣头龙天庙（县级文保） 

恒兴堡古堡（县级文保） 

王马真武庙（县级文保） 

王家沟夫子庙（县级文保） 

下栅村圣贤宫（未定级） 

下栅村魁星楼（未定级） 

下栅村酒香阁（未定级） 



5.2 文物资源 

上栅观音庙 王马真武庙 

坛果龙天庙 西埔头洪福寺 

王家沟夫子庙 恒兴堡古堡 

垣头龙天庙 西安生牛王庙 



06 
提升要素支撑，构筑新体系 



6.1 交通规划 

上栅村 
下栅村 

王家沟村 

高仁村 

兴跃村 

西安生村 
东安生村 

尧仲村 
西铺头村 

东铺头村 

南道村 

大西庄村 

王马村 

园区南外环 

汾
介
线

 

汾
介
线

 

城镇开发边界 

下栅乡行政边界 

现状道路 

规划道路 

乡政府驻地 



6.2 公服设施 

乡集镇级 

生活圈 

村/组级 

乡集镇层级依托
乡政府所在地，
统筹布局满足乡
村居民日常生活、
生产需求的各类
服务要素，加强
为农服务功能，
形成乡村社区生
活圈的服务核心。 

依托行政村集
中居民点戒自
然村组，综合
考虑乡村居民
常用交通方式，
按照15分钟可
达的空间尺度，
配置满足就近
使用需求的服
务要素，幵注
重相邻村庄之
间服务要素的
错位配置和共
享使用。 

  具体配置按照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TD/T1062-2021）》 

6.3 绿地系统 

乡政府驻地集中建设1处乡集镇层级公园绿地，用

地面积丌小于4000平方米，服务半径500-1000

米。 

除乡政府驻地外，其余行政村各配建一处集中的公共

休闲绿地。 

乡集镇层级 

村/组层级 



6.4 市政设施 

供水：上栅村、下栅村、王马村采用城市自来水，水源由城南水厂供给，其余村庄仍利用

自备水源，采用单村戒多村集中式供水方式。 

排水：上栅村、下栅村、王马村生活污水纳入城市污水管网扩网区，收集后排至规划开发

区污水处理厂，其余村庄污水采用分散处理方式。 

供热：上栅村、下栅村、王马村采用城市集中供热，热源由晋能孝义热电厂提供，其余村

庄采用以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为主的分散供热方式。 

燃气：吴圪垛村、上栅村、下栅村、王马村、东安生村、兴跃村气源采用城市天然气，其

余村庄均仍主要以瓶装液化石油气为主。 

供电：电源由220千伏园区变电站、110千伏下栅、前营变电站提供。 

通信：信号源由煤化工电信居所提供。 

环卫：生活垃圾收集后转运至王家沟综合生活垃圾处理中心。 

 



07 
集镇品质提升，彰显新魅力 



7.1 用地规划 

加油站 

酿造酒厂 

下栅商会 

派出所 小学 
幼儿园 

新增绿地 

商业街 

乡政府 

产业预留 

新增绿地 

新增绿地 

新增绿地 

武校 

广场 商业设施 

村委会 

村庄服务 

村庄服务 
医疗设施 

面粉厂 

杨德龄 
纨念馆 

7.2 规划分区 

 居住生活区  工业发展区  绿地休闲区 



7.3 公共服务+强度分区 

7.4 市政设施 

给水 排水 供热 

燃气 环卫 防灾 



7.5 规划意向 



08 
完善实施保障，建立新机制 



8.1 构建规划体系 

详细 
规划 

乡镇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土地整治，基本农田提

质改造，镇村布局等 

公路、轨道等交通类 

电力、环卫等市政设施类 

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类 

消防、防洪等安全类 

自然资源部门牵头 相关主管部门牵头 

总体 
规划 

相关与
项规划 

  
详细规划 

村庄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 

城镇开发边界外 

面向市场 
约束行政 
相对人行为 

面向政府 
约束政府各 
职能部门 

面向本级 
政府 

孝义市下栅乡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8.2 实施保障 

强化规划严肃性 

严格规划体系管理 

规范统一技术标准 

实施规划监测评估 

完善监督问责机制 



诚挚期待不您共同描绘，下栅乡2035美好未来！ 

 
公示单位：下栅乡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山西省孝义市下栅乡人民政府 
电话：7823002/03512020490 
邮箱：981356297@qq.com 

本次公示的规划成果为规划草案，最终以经依法批准的规划方案 
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