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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是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柳林县薛村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是对《吕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和《柳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

落实和深化，是薛村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制定的空间发展蓝图和战

略部署。

《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生态文明新

时代，抢抓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

略机遇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利好，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

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为加快实现薛

村镇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空间保障。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规划目

标年为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

包括薛村镇全部行政辖区范围，包括薛村、薛王山村、小成村、南坡村、前大

成村、八盘山新村、高红村、邢家庄村、墕哉村、薛家垣村、李家垣村、军渡

村、郝家津村、墕头村、大凤山村、港村等16个村庄，总面积88.75平方公里。

规划范围和期限

镇域国土面积

88.75平方公里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薛村镇在柳林县的区位

柳林县薛村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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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战略使命担当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目标

1.4 发展战略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的指示

要求，聚焦吕梁“六位一体”打造幸福美丽吕梁的工作要求，落实柳林战略

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和利

用效率，提高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促进镇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薛村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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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原则

加强传导，侧重实施

落实上位规划管控要求，强化规划实施引导，加强部门

协调，对国土开发、保护、修复、整治项目及用地做出统筹

安排，确保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可实施和城乡发展的可持续。

保护优先，全域统筹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保护优先、节约优先，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

制度，统筹全域全要素资源保护和利用。

以人为本，注重品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供给，提

升交通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居民住房条件，

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挖掘区位条件、自然禀赋、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优势，

统筹城乡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空间要求，延续历

史文脉，加强风貌管控，突出地域特色。

公众参与，开放共享

坚持开门编规划，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加强部门协调

沟通，建立上下联动机制，提升规划操作性，确保规划能

用、管用、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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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规划目标

山西西部交通门户及物流基地

黄河流域生态康养目的地

县域绿色工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落实上位规划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指标控制，至2035年，薛村镇规划常住人

口控制在1.8万人左右，城镇人口约1.2万人，城镇化率66%。

城镇性质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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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展战略

严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洪涝

风险控制线等各类管控底线，构筑安全永续国土空间

发展格局。

严守底线，构建安全永续国土空间

发挥薛村镇区位交通和文旅优势，落实黄河大保护国

家发展战略，加快与周边城镇产业、交通和生态等协同

发展。

区域协同，融入区域发展大格局

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条，形成绿色

煤炭产业发展模式，积极拓展培育种植蔬菜、中草药

等农业发展。

绿色转型，推动产业链条化发展

传承发扬渡口文化、黄土文化和红色文化，挖掘沿

黄生态旅游资源，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镇区

综合服务和旅游服务水平，提升城乡生活品质。

品质提升，完善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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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2.1 统筹三线划定与管控

2.2 构建镇域国土空间格局

2.3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2.4推进全域全要素保护利用

2.5开展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



2.1 统筹三线划定与管控
严控底线，将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

不可逾越的红线。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保障粮食安全。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保护任务，加强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护，严格禁止

生产性、开发性建设活动。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结果，推进城镇集约发展，防止城镇无序蔓延，科

学引导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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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建镇域国土空间格局

一核三点、一轴两带、四大片区

镇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按照生态优先、全域统筹、集约高效、因地制宜、安全韧性等原则，优化

国土空间分布，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一核三点：
镇域综合服务中心；

军渡村、港村、小

成村三个配套服务

中心

一轴两带：
G307城镇发展轴；

黄河生态发展带，

三川河生态发展带

四大片区：
综合服务集聚区、

三川农业发展区、

黄河农旅涵养区、

现代农业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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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探索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考核
机制、构建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监
管机制。

开展耕地集中连片提升工程，做
好“两区”划定。

遏制耕地“非农化”坚决防止耕
地“非粮化”，切实稳定粮食生
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
命线。

编制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方案，
严格实施耕地进出平衡。

“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稳定”

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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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资源保护与利用。严格控制占用湿地，深入推进湿地保护和修

复，增强湿地生态功能，切实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全面提升湿地

保护与修复水平。

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着力加强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严格执行以补定占、先补后

占、占优补优。

林地资源保护与利用。坚持生态优先，加强森林资源建设，通过植

树造林和抚育改造积极补充林地、提升森林质量。

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

遗迹、自然景观及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极小种群保护，提升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复原力。

2.4 推进全域全要素保护利用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执行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加强饮用水水源地建设，构建应急备用水

源地体系。

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促进科技投入，推动矿产资源勘探、开采、

加工和利用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柳林县薛村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开展生态修复

实施国土综合整治

矿山生态修复

林地生态修复

水系湿地生态修复

开展其他农用地整理，
实施耕作层快速培肥
改良，推动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宜耕后备土
地开发。

农用地 农村建设用地 城镇存量建设用地

通过整治腾退宅基地、
村内废弃地和闲置地，
促进中心村和镇区建
设，引导农民集中居
住，生产集聚发展。

通过城镇低效用地再
开发促进城市有机更
新，优化建设用地结
构布局，推进人居环
境综合治理、高水平
建设品质城镇。

修复地裂缝、地面塌陷、煤矸石堆放等
压占破坏土地、地形地貌问题。推进矿
区水环境、地表植被修复。

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荒山复绿、退化林
修复等工程，加强重点地区水土流失防
治。

开展河道疏浚、扩挖，加固堤防，推进
水源地植被修复、受损湿地公园修复与
重建。加快主要水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镇域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图

2.5 开展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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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3.1 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3.2 建构城镇村等级体系

3.3 实施乡村振兴

3.4 优化镇区空间结构



3.1 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打造
特色
农产
品优
势区

围绕朝天椒、木耳等特色农产品，打造全产业链，发展农产品

种植、深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和品牌。

肥料辣椒废料

农产品培植 农产品采摘 农产品加工
粗加工 深加工

农产品销售
传统 旅游产品网销

蔬
菜
种
植

废料利用

加快煤炭产业绿色转型和智能化转型，加快煤炭产业链延伸，提

升工业产品附加值。引导工业向高红工业园、小微企业园进行集

中，保障园区用地需求。

设
备
升
级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焦化产业：传统煤化工>>>现代煤化工

延
伸
产
业
链
条

煤炭产业绿色、智能化转型

全面
推进
工业
转型
升级

依托丰富文旅资源，重点

培育健康养身、观光休闲、

教育研学等新兴业态。
培育
文旅
新兴
产业

景区旅游：依托黄河、三川河及
文旅资源

康养旅游：临近景区，发展
旅游康养

综合服务：完善镇区综合服务
功能，形成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旅游服务体系：景区（赏、游、
玩）—康养（养）—综合服务
（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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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构城镇村等级体系

镇域城镇村体系规划图

薛王山村、南坡村、前大成村、
邢家庄村、墕哉村、薛家垣村、
李家垣村、郝家津村、墕头村、
大凤山村

包括薛村、高红村、
八盘山新村

1 镇政府驻地 3 中心村 12 一般村

军渡村、港村、小成村

形成“镇政府驻地—中心村—一般村”的镇村体系结构

柳林县薛村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薛王山村

军渡村

郝家津村

大凤山村

港村

墕头村

李家垣村

前大成村

小成村

南坡村

镇政府驻地

邢家庄村

墕哉村

薛家垣村

县（市、区）界

乡（镇、街道）界

村界

陆地水域

农村宅基地

城镇开发边界

镇政府驻地

中心村

一般村

镇政府驻地

中心村

一般村

县（市、区）界

乡（镇、街道）界

村界



3.3 实施乡村振兴
集聚提升类村庄
科学确定村庄发展方向，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激活产业、
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
村庄。

特色保护类村庄
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
在既有村庄特色基础上，着力做好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建筑风貌等方面的
特色挖掘和展示。

城郊融合类村庄
综合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和村庄自身发展需要，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搬迁撤并类村庄
严格限制新建、扩建活动，统筹考虑拟迁入或新建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坚持村庄搬迁撤并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依托适
宜区域进行安置。

其他一般类村庄
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保持村庄环境整洁卫生，做好长效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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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综合服务核心

一轴：依托307国道，打造城镇综合发展轴。

两点：高红工业园、八盘山工业园

三片区：综合服务片区、高红工矿发展区、八盘山工矿发展区

3.4 优化镇区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心一轴,两点三区”的镇区空间结构。

镇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工矿产业节点

工矿产业节点

综合服务中心

综合服务核心

工矿产业节点

城镇综合发展轴

综合服务片区

高红工矿发展区

八盘山工矿发展区

高红工矿发展区

八盘山工矿发展区

综合服务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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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市基础支撑
4.1 优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4.2 构建开放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

4.3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4.4 建设安全韧性城镇



优化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打造城乡共享中心。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

服务设施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构建城乡一体、优质开放的教育体系

构建服务均等、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体系

构建多层次、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构建覆盖全域、趣味多元的全民健身体系

构建医养结合、便捷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

学有优教

病有良医

文有传承

体有健魄

老有颐养

弱有善助

构建保障亲民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包括“15分钟”“5-10分钟”两个层级

15分钟生活圈：中学、大型多功能运动

场地、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医院、养老院、

老年养护院、街道办事处、商业配套等。

5-10分钟生活圈：小学、中型多功能运

动场地、菜市场或生鲜超市、公交车站、

居住区配套等。

服务设施：村卫生室、

老年活动室、文化活

动室、农家书屋、便

民农家店、村务室等

服务要素。

城镇
社区生活圈

乡村
社区生活圈

完善城乡公共服务配置

4.1 优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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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构建开放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

镇域综合交通规划图

陆水一体
的对外交通

便捷高效
的道路系统

规划新增薛村货运站，建设军渡码头，贯通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
G307向南部外绕，舒缓城区交通压力。

优化主次干路，加密支路网，构建布局均衡、等级合理的道路
网络。完善公交场站建设，优化公交线网，

宜行宜游
的慢行系统

打造成环好用的滨水休闲绿道。持续强化行人和非机动车路权
保障，不断改善非机动车停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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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智能、城乡一体的市政基础设施

给供水体系

供热体系

能源体系

通信体系

环卫体系

建设水利基础设施，保障城乡供水，提升污

水处理与再生水利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明确热负荷，优化供热布局，推进清洁供暖

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煤改电采暖试点项目。

统筹能源设施布局，打造坚强可靠电网，

完善天然气管网及配套设施，因地制宜利

用清洁能源。

建设安全通畅的信息网络，按照“共建共

享”的原则，促进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打造高效的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按照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的总体要求，推进垃圾分类

收运处理，编制垃圾应急处理预案，为应对

突发事件提供保障。

4.3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柳林县薛村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建设综合防灾韧性城市

设施安全可靠

灾害应对从容 经济稳定提升

社会井然有序

生态和谐共生

防洪排涝

消防工程

抗震避灾

镇区设防标准为50年一遇，周边地区支沟防山

洪按照20年一遇设防。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打造现代化、智慧

化、信息化消防体系。

设防烈度均为 VI（0.05g）；对生命线工程及

医院、学校、幼儿园、商场、影剧院等大型人

员集中场所，提高一烈度设防。

4.4 建设安全韧性城镇

人防工程

贯彻“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

针，坚持“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着眼发展，

注重实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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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健全实施保障机制
5.1 明确近期建设重点任务

5.2 建立规划实施监督机制 



5.1 明确近期建设重点任务

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镇区环境品质提升

落实高速公路、国、省、县、乡公路建
设，包括青银高速柳林西出口拓宽改造
工程、国道307改线工程、青银高速离
军段增设服务区项目。

保障洪涝风险安全及污水治理。包括三
川河河道治理工程等。

提升城镇生活品质。包括高红村安置、
高红村农贸市场建设项目、柳林县快成
物流汽贸服务站项目等。

保障煤矿项目建设

包括柳玄硅基新材料一期项目、李家垣
LNG储气调峰液化工厂项目、山西国
际能源集团宏光发电有限公司工业园区
建设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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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立规划实施监督机制

加强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

土空间规划实施与管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鼓励公共参与

建立规划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规划的实施和监督，

促进规划好用、管用和实用。

促进监督实施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利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实现

对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刚性管控执行情况实时监测、预警和定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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