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法定规划，是

对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的细化落实，是开展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活动、 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进行各项建设、编制详细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

划等的法定依据。

    为实现国家和省、市、县的重大发展目标

制定空间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确保西槽头乡

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效能空间治理，促进

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合理配置全域全要

素国土空间资源，特编制《文水县西槽头乡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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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提升城镇发展质量
和人居环境品质。深度对接省、市、县重
大战略，按照《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0-2035年）》、《吕梁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年）》和《文水县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上位规
划要求，筑牢以“两山七河一流域”为骨
架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贯彻文水县
“五力”齐发理念，围绕西槽头乡社会经
济发展总体部署，面向粮食安全、乡村社
会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要求，统筹各类
资源与要素配置，提升国土空间资源利用
效率，谱写绿色崛起、跨越发展、全方位
振兴的乡村新篇章。



本次规划范围为文水县西槽头乡行政辖区，包括
所辖7村，包括西槽头村、百金堡村、王家社村、闫家
社村、尹家社村、狄家社村、裴会村，乡域国土总面
积30.9415平方公里。

    分为乡域和乡政府驻地两个层次。





规划定位
规划目标
发展战略



>> 规划定位

◇依托大面积农田和农贸市场发展现代化农业；

◇依托工业园区发展新型化工业；

◇以文峪河和磁窑河生态廊道提升生活环境质量。

西槽头乡打造为产业、生态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乡。

规划至2035年

    到2035年，实现农业现代化，运用现代农业技术打造好特色农业

品牌；加强百金堡工业园区对居民就业增长带动作用，打造优美文峪

河、磁窑河生态廊道建设带动农村环境建设，建成生态宜居的西槽头

乡。

>> 规划目标

>> 发展战略

1 生态优先战略

2 城乡统筹战略

3 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

4 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
统筹农业、生态与城镇空间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西槽头乡形成“两核两廊多组团”的国土空间

总体格局。

“两核”：指百金堡经济文化中心和西槽头村

农贸中心两个核心。

“两廊”：指以文峪河、磁窑河生态廊道。

“五组团”：指狄家社、闫家社、裴会、王家

社和尹家社组团的生活区。



>>农业、生态与城镇空间 

□ 农业格局

  打造西槽头乡“一区两组团”的农业空间格局。

“一区”：指由西槽头乡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构成的农业

区；

“两组团”：玉米种植组团、大豆套种玉米种植组团。

□生态格局：

  打造西槽头乡“两带两区”的生态空间格局。

“两带”：指文峪河、磁窑河生态廊带；

“两区”：指文峪河、磁窑河所形成的河岸保护区。

□ 建设空间格局

  打造西槽头乡“一核一片六组团”的建设空间格局。

“一核”：西槽头乡政府驻地西槽头村，打造农贸发展核

心区；

“一片”：城镇开发边界内，文水县经济开发区百金堡产

业园片区；

“六组团”：全乡分为百金堡村、王家社村、闫家社村、

狄家社村、裴会村、尹家社村6个村庄建设组团。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从
严管控非农 建设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科学 引导基本
农田结构调整；严格 永久
基本农田储备区管理。

生态保护红线

          西槽头乡不涉及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 内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 各类开发活动，确
保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
不降低、面积不 减少、性
质不改变。

城镇开发边界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城
镇开发边界内建 设，实行
“详细规划+规划许 可”的
管制方式；城镇开发边 界
外不得进行城镇集中建设， 
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耕地资
源保护

• 落实上级下达任务防止耕
地非农化、非粮化。

建设用
地节约
集约利

用

• 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 
• 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 
•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加强林
草资源
管控

• 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严格林地用途
管制 

• 科学划分林地保护等级，实施林地
保护分级管理

• 加大林地草地和灾毁林地修复力度



>>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农用地整治

• 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用地集中
连片规模化生产，规划至2035年，划定的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 遵循“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草则草”
的原则， 因地制宜、大力推进闲置、低效
农村宅基地、废弃地的复垦利用，盘活农
村居民点低效利用土地。

生态修复

• 强化河湖长制，开展污染源整治行动，开
展文峪河、磁窑河水环境综合工程，持续
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



村庄分类与镇村体系规划
产业发展策略和布局



>>村庄分类与镇村体系规划

□ 村庄分类
将西槽头乡7个行政村划分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特

色保护类3类。

u 城郊融合类——西槽头村、百金堡村

u 集聚提升类——王家社村、尹家社村、闫家社村、裴会村

u 特色保护类——狄家社村

□ 优化镇村体系结构
构建“乡政府驻地——中心村——一般村”三级镇村体系

u 乡政府驻地——西槽头村

u 中心村——裴会村

u 一般村——百金堡村、王家社村、尹家社村、狄家社村、闫

家社村



>>产业发展策略和布局

持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规划西槽头乡产业形成“一心一带两区”的发展

格局。

“一心”：指以西槽头村为中心打造的农贸中心。

“一带”：滨河路交通带。

“两区”：农业种植区、工业园区。



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塑造特色风貌



>>历史文化与保护体系

    西槽头乡历史悠久，拥有众多物质文

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为西槽头乡发

展文化产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历史文化资源类别 名录 所在村 级别 备注

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胜锣鼓 闫家社村 省级 -

田七刀具 西槽头村 市级
-

狄青花儿鼓 狄家社村 市级
-

西槽头民间鼓乐 西槽头村 县级
-

裴会锣鼓 裴会村 县级
-

文物保护单位

狄武襄公祠 狄家社村 市级 古建筑

裴会关帝庙 裴会村 县级 古建筑

王家社赵家祠堂 王家社村 县级 古建筑

不可移动文物

宁国寺 狄家社村 -
-

狄家社供销社旧址 狄家社村 -
-

西槽头关帝庙山门 西槽头村 -
-

西槽头关帝庙乐楼 西槽头村 -
-

西槽头乡历史资源名录



>>特色风貌塑造

结合西槽头乡现状风貌特征，将本乡划分

为三大风貌区：河流生态风貌区、乡村农

田风貌区、现代工业风貌区。



综合交通体系
综合防灾减灾体系
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综合交通体系

    国道G307新建段经过王家社村、西槽头村、

尹家社村、狄家社村、闫家社村、裴会村，按

一级路标准建设。

    乡道Y005进行道路改造升级为省道S237。

>>综合防灾减灾体系

抗震
规划

    西槽头乡按地震基本烈度为8度进行设防。
规划西槽头乡的主、次干道是抗震疏散的主要道
路，通向疏散场地和郊外旷地。

地质
灾害
防治

    西槽头乡位于文水县东部冲洪积平原，属于
自然灾害低风险区。应以保护自然环境，预防地
质灾害发生为主。

防洪
规划

    乡域范围内百金堡产业园区防洪标准按50
年一遇设防，西槽头乡村庄防洪标准按20年一遇
设防。文峪河、磁窑河在西槽头乡境内河段按照
1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

消防
规划

    规划西槽头乡各主要道路为消防通道，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准挖掘或占用消防车通道。

综合
避灾
疏散
体系
规划

    规划利用公园、绿地、广场、学校等公共设施，
合理布局避难场所，形成就地避难、就近避难的分级
分类疏散系统；在乡域范围内的卫生院与卫生所设置
救护站；在西槽头乡设置救灾物资储备发放站，保障
救灾物资、生活必需品、医药物资和能源物资储备。 



>>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供水
系统

    西槽头乡采用集中供形式，规划至2035年，
接通市政管网，西槽头乡自来水供给率达到100%。

污水
系统

    污水处理设施布局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
西槽头乡有条件的村要实现污水连片治理。至
2035年，西槽头乡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
。

供电
系统

    规划保留现状百金堡110千伏变电站，未来
不再增设35千伏公用变电站；沿乡域主要道路架
设10千伏线路至各居民点，各居民点低压线路的
供电半径不宜大于500米。

供热
系统

    至2035年，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100%。 西
槽头乡现有换热站13座，基本满足本乡供热需求。

通信
系统

    西槽头乡现有通信基站10座，基本满足本乡
通信需求。至2035年，西槽头乡5G网络用户普及
率达到100%。

环卫
系统

    源头减量，推进建立垃圾分类收集系统；零
污转运，完善垃圾转运系统；完善末端处置设施，
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由第三方负责处置。



>>公共服务规划

教育
机构
规划

    结合西槽头乡现状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整合
西槽头小学、初级中学校至西槽头乡九年一贯制
学校。

医疗
保健
设施
规划

    结合西槽头乡医疗设施布局现状，规划保留
现状西槽头乡卫生院及7处村级卫生服务站，规
划设计医疗床位20张，新增医疗卫生设备。

养老
设施
发展
规划

    规划保留西槽头乡现有7所日间照料中心；
新建西槽头乡老年活动室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平方米。

文化
设施
规划

    规划保留西槽头乡各行政村图书室10处、
文化活动中心10处；扩建西槽头乡文化活动室，
建筑面积不小于280平方米。

体育
设施
规划

    规划新增西槽头乡多功能运动场地1处，占地
不低于1公顷；以一村一“场地”为目标，保障村
级室外综合健身场地10处，每处占地不低于0.1公
顷，在未来发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于乡政府驻地
新建体育活动中心。



乡政府驻地
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区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 基础设施建设

Ø 硬化西槽头村内主要道路，提升道路质量；

Ø 远期接通市政管网，自来水供应覆盖率达到100%；

Ø 不断提升村庄污水处理率；

Ø 电力通信缆线入地，通信网络、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

100%；

Ø 大力推进集中供热和“煤改气”工程；

Ø 在村庄入口和重要的交通节点设置村庄标识；

Ø 整村更换太阳能路灯，确保路灯数量充足；

Ø 沿西槽头村主、次道路放置分类垃圾桶，促进农村旱厕

改水厕工程。

□ 公共服务设施

Ø 保留现状幼儿园，将小学和初中改建合并为九年一贯制

学校，校舍翻修；

Ø 建立村级标准化卫生所，分担乡卫生院的简单职能；

Ø 保留现状图书室、文化活动室、老年活动中心，适当扩

大规模、提升其服务品质，新建养老院，确保人人享有

基本养老服务；

Ø 打造西槽头农贸交易市场，设置超市、食品店等便民服

务业。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 公共安全与综合防灾

Ø 构建“疏散主通道-疏散次通道”二级疏散体系，规划

西槽头乡政府驻地沿主、次干道设置应急疏散主通道

和次通道，并连接避难场所与医疗救助场所。

Ø 构建“固定避难场所-紧急避难场所”两级避难体系，

结合绿地与开场空间，规划西槽头乡政府驻地固定避

难场所1处，位于西槽头乡九年一贯制学校；规划紧急

避难场所2处，分别位于西槽头村村委会和西槽头乡乡

政府。

Ø 构建“急救医院-救护站”两级应急医疗救助体系，规

划西槽头乡政府驻地设置1处应急医疗医院和1处应急

医疗服务站，分别位于西槽头乡卫生院和西槽头村卫

生所。



规划传导体系
实施保障措施



>>规划传导体系

   对县级国空传导内容的落实和深化与细化，对村庄规

划和专项详细规划的传导。

市级国土空间规划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对村庄规划的传导

乡级国土空间规划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村庄分
类布局，职能定位、约束性
指标要求、底线管控、重大
基础设施等布局。

>>实施保障措施
• 严格规划实施监督

• 强化乡村工作领导

建立规划监督
制度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

完善规划政策
保障

加强组织协调 加强能力建设 严格工作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