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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范围
3

• 本次村庄规划范围为阔斯托别村、喀拉萨依村、托普铁热克村、肯阿

根村、捷勒阿尕什村、加尔肯加尕村*的国土用地，面积共27.71平方

公里。

肯阿根村
面积：863.02公顷

捷勒阿尕什村
面积：527.04公顷

阔斯托别村
面积：460.73公顷

喀拉萨依村
面积：107.69公顷

托普铁热克村
面积：460.197公顷

加尔肯加尕村*
规划面积：351.83公顷

*加尔肯加尕村无行政村范围，本次规划以图示范围为规划范围，实际用地已与
沙湾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博尔通古乡人民政府进行协调统筹



02 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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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近景（鹿角湾景区、大南沟景区）、近路（S101、X819）的区位优势

立足规划片区本底优势资源（山河林草风光、特色民俗村落）

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为基本思路

串联沙湾市“天山圣境度假”和“热情新疆民族文化体验”之路

打造集粮食产出、牧业发展、特色民俗旅游、综合服务配套一体的乡村发展模板

沙湾市乡村振兴发展典范

文化旅游发展示范

特色保护类村庄发展样板

田园逸景 野趣自然
草原天路 牧场人家



03 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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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面积共2770.52公顷，规划耕地面积为767.11公顷，占27.69%。

• 规划农村宅基地面积为93.55公顷，占比3.38%。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为118.42公顷，占4.27%。



04 村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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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2024年4月》，

结合规划片区内各村的现状发展概况、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

展以及相关规划定位综合确定村庄类型：

行政村分类 参考标准

特色保护类

1、有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的村庄；2、尚未列入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但历史
建筑遗产、文物古迹、乡土建筑和传统文化比较集中的村庄；3、有AAA 级以上旅游景
点的村庄；4、区域重点打造旅游景区或周边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5、其他具备丰富特
色保护资源的村庄。

城郊融合类

1、城市（镇）近郊区（不含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受城市（镇）地区较大辐射带动，
承接城市（镇）外溢功能的村庄；2、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最新年度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确定城乡分类代码为112（城乡结合区）、122 
（镇乡结合区）、123（特殊区域）的行政村。

集聚提升类
1、区位条件相对较好、人口相对集中、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配套相对齐全的村庄；2、
农业、工贸、休闲服务等产业突出，资源条件相对优越、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村庄；3、
对周边一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起辐射作用，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村庄。

搬迁撤并类

1、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采煤塌陷区、行蓄洪区、大型水库库
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的村庄；2、人口流失特别严重，户籍人口流失率达50%以上，
不具备保留价值空心化的村庄；3、因重大建设项目建设，需要实施整体移民搬迁的村
庄。

稳步改善类 人口规模较少且产业发展薄弱，但相对稳定、仍将保存较长时间的村庄。

其他特殊类
除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搬迁撤并类、稳步改善类以外的其他特殊地
域地点的村庄。例如，位于边境线上的守土固边类村庄、以牧业发展为主导的牧业定居
类型村庄等。



05 产业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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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现状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规划形成“一心一轴三区”的产业空

间总体格局。

• “一轴”：以南北向的X819为片区主要发展轴，南北连接沙湾市和鹿角湾景区。

• “一心”：依托阔斯托别村丰富的服务设施和配套设施，加强区域内公共服务能力，

打造酒店民宿、餐饮服务等项目。

• “三区”：生态农业发展区：整村推进现代农业、牧业，打造现代农业示范村。种

植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整合资源建设集中养殖区，强化养殖业发展。乡村旅

游发展区：结合村庄哈萨克民俗底蕴，发挥近鹿角湾景区区位优势，提升乡村旅游

服务的供给能力，提振乡村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区：以区域内良好的生态资源为基

础，衔接沙湾市旅游路线，整合用地资源、农业优势，将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



05 产业空间布局
8

产业总体思路：构建“一三融合”的产业格局。以资源底线构建生态格局，以

现有旅游业为基础，优化提升三产，建立以旅游业为导向的产业互动关系，助

推旅游产业全域体系构建，延伸新的旅游产业形态，达到推动牧业、休闲、旅

游融合发展。



06 公服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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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村域配套设施从资源节约的角度出发，做到配套设施补缺与提升

并重，确保村域范围设施资源共建共享。补充健身活动场地、村卫生

室，道路全部硬化，补充停车场地，完善供水管网，完善污水处理设

施布局，完善村庄市政基础设施。



07 全域风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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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将村庄划分为三个风貌区域。

• 各个风貌区的建设指引分别以建筑、景观、色彩为导向进行统一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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