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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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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西乡落实新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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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马西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

本规划是对文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细

化落实，是对马西乡行政辖区范围内国土空间保护、开

发、利用、修复作出的具体安排，兼具刚性管控与弹性

引导，侧重实施性，是编制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实施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



目录

01 规划定位与目标

02 总体格局

03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04 村庄镇村体系

05 历史文化保护

06 综合支撑体系

07 乡政府驻地规划

08 规划传导



»规划期限与范围

规划期限：2021-2035年

近期：2021年；远期：2035年

规划范围：规划范围为马西乡全域，包括7个行政村、县大

陵山林场和马西机场，其中村域面积为8459.92公顷，全域总

面积为8687.10公顷。

乡域范围

8687.10公顷



01规划定位与目标

发展定位

发展目标

发展战略



»发展定位

万亩林海，筑牢基底；红色记忆，弘扬精神；

白酒产业，富裕生活；子夏文化，传承历史；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大美马西。



»发展目标

➢ 2025目标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白酒产业集群发展初具规模；旅游产业发展

水平稳步提升，旅游线路逐步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基本齐全，初步培育马西特

色乡村旅游业；马西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民增收渠道进

一步拓宽；村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扎实推进。

➢ 2035目标
全面乡村振兴，农业实现现代化。白酒产业集群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特色

旅游品牌知名度有所提高，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

善；马西乡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实现宜居宜业宜游的大美马西。



»发展战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加强对子夏山、神堂水库生态环境保护，筑牢乡域绿色
发展根基.

◼ 以全域土地整治和生态修复为重要抓手。
◼ 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产业为本，融合发展

◼ 做强品牌农业、做优配套工业、做大旅游及白酒产业，
各产业生产环节串联起来，构建完整产业链条。

◼ 积极推进旅游、农业与白酒产业集群等融合，全力推进
乡域旅游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适当集聚，品质发展

◼ 以村庄分类和布局为基础，以新村组织合并为契机，积
极引导乡村人口集聚，做大做强马西村和神堂村。

◼ 完善马西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质
量，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 以“分类引导、特色整合”为导向，建设中心村、保留特
色村，整治一般村，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营造优美
的景观环境和公共活动空间。

◼ 统筹县城和乡村协调，；积极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
伸、公共服务和服务业向农村辐射，增强农村地区的发展
能力，共同形成城乡协调、互动的发展格局。



02总体格局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底线约束

规划分区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构建形成“一主一副两轴五区”的总体空间格局。

“一主”：以马西村为主要发展核心。

“一副”：即神堂村作为发展副中心。

“两轴”：G20青银高速和433县道为主的东西向交通发

展轴、013乡道为主的南北向交通发展轴。

“五区”：发展核桃种植区；特色农业种植区；白酒产业

园区；神堂、旅游观光区；生态保护区

总体格局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打造“一区两组团”的农业空间格局。

“一区” ：主要分布于乡域东南和西南部的农业生

产区。

“两组团”：以牛家垣为主的核桃种植区和赤峪、孝

子渠、特色农业发展区。

农业空间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打造“三区”的生态空间格局。

“三区” ：以子夏山为核心的风景名胜区、以神堂

水库为主的水源保护区、西部生态保护区。

生态空间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打造马西“两区两组团”的生产空间。

“两区”：以神堂为主的旅游观光区、以马西村为主的

白酒产业园区。

“两组团”：即牛家垣组团和穆家寨-孝子渠-赤峪村组

团。

建设空间



»底线约束

统筹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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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实行特殊保护，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
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经依法批准，在落实耕地
占补平衡基础上，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降的原则，优
先在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耕地中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补
划任务。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城镇开发边界内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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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政府投资的城镇基础设施
资金投入。

城
镇
开
发
边
界

严格控制人为活动尤其是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系统
的破坏。以生态保护红线围合的空间为核心，整体保
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草原、湿地、河流、荒地等自然
生态空间，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供优质生
态产品。



»规划分区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农田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一般区

生态控制区

城镇发展区 城镇集中建设区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一般农业区

其他地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03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国土综合整治

生态修复



»国土综合整治

»生态修复

农用地整治

➢ 加快高标准农田

➢ 宜耕土地资源开发

➢ 水域生态修复

➢ 土壤污染生态修复

➢ 森林生态修复

➢ 矿山环境生态修复工程



04村庄镇村体系

村庄分类

镇村体系



»村庄分类

»镇村体系

分类引导村庄建设，推动集约和特色化发展

城郊融合类村庄：马西村

特色保护类村庄：神堂村、孝子渠村

暂不分类：牛家垣村、赤峪村、河西村、穆家寨村

结合村庄规模，等级划分为：

“乡政府驻地— 中心村— 一般村”三级



05历史文化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

打造保护体系，全力推进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工作。

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体系。构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

遗产体系。严格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马西乡严格保护 

“1处市级、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序号 历史文化资源名录 级别

1 康家堡晋绥军区战地医院旧址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 隐堂洞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 神堂村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4 穆家寨遗址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5 净心寺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6 神堂观音庙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7 小南峪曹家宅院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8 中渠关帝庙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9 中渠李家宅院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10 中渠十王社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11 中渠枕头窑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12 孝子渠东关帝庙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13 孝子渠龙王庙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14 孝子渠西南关帝庙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15 大南峪张家宅院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16 神堂水磨坊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06综合支撑体系

综合交通规划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市政基础设施配置



»综合交通规划

道路交通规划

利用现有X433东西向段，经马西村，按二级路标准

建设，新增马西乡文水县百善路建设工程，文水县子夏大

道建设项目，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S355范村镇-苍儿会

线乐村至苍儿会段升级改造工程，完善马西乡干线公路系

统。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以文水县“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发展均衡”的现代教育体系构建为目标，按照
普及幼儿园教育、发展中学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向中心城区集中，义务教育坚
持就近就便服从优先，小学向乡镇以上集中、中学向中心城区集聚的原则。

遵循基层卫生服务网络以乡镇卫生院和卫生服务站为主体，以诊所、医务室等
其他机构为补充，在现有医疗设施基础上完善医疗、保健、康复、计生等相关
医疗配置，形成相对综合性服务能力。

养老设施建设要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模式多样化；充分发挥公办养老机
构的托底作用，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确保人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

乡域文化设施按“乡政府驻地-中心村-一般村”梯度设置。各行政村文化设施
可结合现状进行改建或扩建，具体方案由村庄规划明确。

按照体育设施覆盖城乡、布局合理、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原则，结合一般乡镇
及行政村的体育设施建设要求，以一村一“场地”为目标，保障村级室外综合健
身场地。



»市政基础设施配置

供水系统

村庄采用城市管网延伸和集中供水两种供水工程形式。邻近乡政
府驻地村庄，应优先考虑连接乡政府供水管网供水到户，实行集
中供水。其他村庄建设安全饮水工程，实现集中供水。

污水系统
完善污水收集处理及泥污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新建马西乡污水处
理厂，涉及污水处理规模达到300立方米/日。

雨水系统 构建蓄排结合的内涝防治体系，逐步推进雨水排放管网建设。

供电系统
完善供电网架结构，缩短区域供电半径，提高供电保障率，规划
新建马西乡110KV变电站。

供热系统
因地制宜发展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形成多种方
式、多种能源相结合的供热系统，采用煤改电清洁供热比较灵活
方便。

燃气系统
打造城乡供气一张网，适度延伸平川中压供气系统，为城乡居民
提供清洁能源保障。至2035年，马西乡天然气气化率达90%。

通信系统

推动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
积极推动“万物互联”和“智能连接”，促进跨部门、跨行业、
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强化信息资源社会化的开发
利用，推广智慧化的信息应用和新兴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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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处理，构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体系。



07乡政府驻地规划



基
础
设
施
规
划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规
划

村内主要道路硬化，提升道路质量；设置污水处理设施；电力

通信缆线入地，通信网络、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100%；大力推进集

中供热和“煤改电”工程；在村庄入口和重要的交通节点设置村庄标

识；整村更换太阳能路灯，确保路灯数量充足；沿马西村主、次道路

放置分类垃圾桶，促进农村旱厕改水厕工程。

乡镇政府驻地公共服务设施中，教育设施要设置中学、幼

儿园；医疗设施方面建设标准化卫生所；文化设施方面设置文化

大院、图书馆、广播室、健身活动广场；商业设施方面设置小型

农副产品市场、超市、食品店、食杂店；福利设施方面设置老年

活动中心、留守儿童中心。



08规划传导

规划传导体系

实施保障措施



市级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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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乡级国土空间规划

对村庄规划的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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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