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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战略部署，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东湾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了《东湾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对东湾镇域范围内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做出的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是实施空

间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政策，是东湾

镇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行动

纲领，是编制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

据。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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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1.1指导思想

1.2规划原则

1.3规划范围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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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视察新疆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

边四件大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定结，体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1.2  规划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落实战略，科学发展

以人为本，品质发展

兴边富民，协调发展

因地制宜，差异发展

文化传承，特色发展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 划

范 围

镇域全部国土空间范围，东湾镇总面积

58159.65公顷

规 划

期 限

规划期限为2021年—2035年。其中近期

规划为2021年—2025年，远期规划至

2035年。展望至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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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位

2.1规划定位

2.2战略目标



现代农牧业及矿产加工集贸镇

农旅结合特色旅游服务节点

生态文明适宜小镇

2.1  规划定位

以现状资源为依托，通过与周边乡镇设施

共享，打造现代化高效农牧业生产、农牧产品销

售矿产资源销售大镇；依托交通及区位优势，以

文化为特色，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区域旅游

服务型重要节点；以生态为核心，把握民族特色

，建设生态文明和谐宜居小镇。



2.2  战略目标

 策略一：生态优先，以蓝绿空间为
本底

➢ 山林田网本底

➢ 水系生态本底

➢ 重大基础设施生态廊道

 策略二：创新全域国土综合整治，推动
要素布局统筹

➢ 农村综合整治

➢ 城镇综合整治
➢ 综合考虑各类资源，推动要素统筹布局

 策略三：镇域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
业城镇打造。

➢ 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镇空间，以优化
居民的生活休闲体验；同时，深入挖掘
并强化镇域特色，致力于塑造一个充满
生态魅力的文明乡镇。

◼ 以廊道连接与系统治理为重点， 构筑生态本底

◼ 以文化彰显与宜居品质为核心， 提升乡镇魅力

◼ 以开放和创新为引领，夯实发展动能

◼ 以推进区域旅游为目标， 促进整体格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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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
3.1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2 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3.3 重要控制线
3.4 国土空间用途优化



 总体格局

构建“两轴一心，

两翼六区”国土空间总体

格局。基于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的原

则，以资源环境承载 能

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为基础，以化解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突出问题和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出发

点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格局。

• 两轴：以S223省道沙湾段为城乡发展主轴，以S101公路为特色发展轴；

• 一心：东湾镇镇区；

• 两翼：轴线左右两侧为两翼

• 六区：北部工矿产品加工区；中部特色农业发展区；东部阿魏草种殖区

；西部现代牧业示范区；文物旅游开发区；城镇农产品加工区；

3.1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两轴一心，两翼六区”



按照主导功能明确、统筹协调的分区原则 ，合理划分国土空

间规划基本分区 ，确定全域国土空间功能导向和主要用途方向 ，

制定用途准入原则和相关控制要求。结合实际 ，在国土空间规划

基本分区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共划分五类

一级分区 ，十三类二级分区。

 规划分区

3.2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备注

生态保护区 其他红线区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控制区 其他生态控制区 一般水系和一般湿地

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发展区

城镇
集中
建设

区

工业发展区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范围

交通枢纽区

居住生活区

绿地休闲区

商业服务区

物流仓储区

战略预留区

综合服务区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村庄用地区域

一般农业区 农业生产发展区域



3.3统筹三条控制线划定

遵照三线控制的政策和相关技术规程，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

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统筹优化镇域农业、生态、

城镇三类空间，保障沙湾市级战略落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特点，

体现沙湾市分区差异化引导。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护

的耕地。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不得擅自占用

或改变用途。永久基本农田主要分布上东地、下东地村、东湾村、

南湾村、卡子湾村、张家庄村、田家庄村、双桥村、东山沟村、

串庄子村、胡家庄村、沙沟村、宁家河村，在镇域内分布为北多

南少，镇区较少， 占现状耕地九成以上。

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严格保

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东湾镇生态

红线集中在南部山区。 沙湾镇生态保护红线1688.6公顷， 占镇

域面积4.51%。

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完

善城镇功能、提升空间品质的区域边界，是允许城镇建设用地

拓展

保质保量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优先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绿色集约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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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
4.1产业发展策略

4.2产业空间格局

4.3产业分区



➢ 推动传统农业规模化、设施化种植

➢ 加快现代农业设施建设，打造特色种植名片

➢ 推动农业+模式的发展，打造农旅新业态

4.1  产业发展策略

 策略三：构建以农牧产品加工、商贸物流为支撑的
生产配套体系。

 策略一：推动农业节水灌溉工程，打造生态农业+
特色种植+乡村游为核心的农业体系。

 策略二：推动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变革、
打造牧旅合一的产业体系。

➢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之以恒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 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智能化转变

➢ 推动牧旅融合发展，打造产业发展新业态

➢ 加强农牧产品初加工产业

➢ 提升农牧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 培育农牧产品销售的物流仓储平台



4.2  产业发展格局

一轴：S223省道湾段为城乡发展主轴

一心：东湾镇政府驻地，是东湾镇的镇域中心

两翼：东特色发展主轴两侧为东西两翼

六区：北部工矿产品加工区；中部特色农业发展区；东部阿魏草
种殖区；西部现代牧业示范区；文物旅游开发区；城镇农产品加
工区



4.3  产业分区

工矿产品加工区: 镇域北部，依托现有永宏焦化、恒巍兰炭等企业，
发展相关下游产品，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

阿魏草种植区:阿魏草生长于海拔850米左右的荒漠中和带砾石的
粘质土坡上，其养殖区位于镇域东部，依托特色农业发展区进行阿
魏草规模化种植。

文旅开发区:位于镇域南部，改善休闲度假环境，促进自然资源保
护，减少污染，同时保护和传承历史文物，有效推广旅游文化，创
造良好的休闲度假环境。

特色农业发展区:深挖农业种植增收潜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如制
种玉米、设施农业、其它特色种植业等。

现代牧业示范区:整合全村现有的养殖小区，形成品牌宣传为一体

的现代牧业示范区。

城镇农产品加工区:位于镇区周围，以牛羊肉、粮食加工和阿魏草
特色农产品加工为契机，打造东湾农副产品加工基地.



05 资源保护与利用



矿
产
资
源

水
资
源

耕
地
资
源

林
地
资
源

5.1  资源总体保护

➢ 供水安全保障

➢ 水生态保护与修

复

➢ 水利信息化

➢ 执行耕地保护目标

责任制

➢ 耕地提升保护

➢ 改进耕地占补平衡

➢ 加大执法力度

➢ 国家公益林保护

➢ 严禁对原生型低效

林进行改造

➢ 禁止将公益林改造

为商品林

➢ 拟设立矿业权区域

➢ 强化开采规模

➢ 禁止在城市建设用

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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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综合整治与修复
6.1途径与方法

6.2综合整治项目

6.3综合生态修复



6.1  途径与方法

通过一系列土地利用和整治措施，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多

重效益。具体包括：通过生态修复将环境改善转化为经济价值，通

过农用地整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通过盘活低效城镇用

地推动乡镇更新与升级，以及通过差异化利用低效集体土地来激发

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推动乡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乡村振兴。



6.2  综合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整治

工程措施：

➢ 土地平整工程、土壤改良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

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农田输配电工程及其

他工程。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在村庄范围内，重点整治闲置用地及不合理利用区域，结合

农用地整治实施复垦，优先恢复耕地，并优化用地指标，支持农

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产业项目发展，同时促进城乡土地资源

的合理流动。



6.3  综合生态修复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生态修复

➢ 按照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原则，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

快推进 重点区域和重要自然生态系统修复。

➢ 重点开展对河流水系、草原牧场、废弃矿山、森林沼泽等区域

的生态 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稳定生态系统。

➢ 通过优化调整生态用地布局，保护和恢复生态功能，维护生物

多样性，提高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保持自然生态景观，筑牢

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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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体系

7.1综合交通体系

7.2公共服务体系



7.1  综合交通体系

➢ 公路规划
对外交通主要为公路，其结构为
“一横一纵”

一横：S101省道，是东湾镇
与山区片各乡镇联系及发展旅游业
的重要通道。

一纵：S223省道，是东湾镇
与县城及周边城市的重要交通线，
也是进入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干线。

加强干线公路建设，强化东湾
镇与沙湾市周边其他乡镇的贯通。
➢ 乡村公路规划 

充分利用现有道路实现道路路
面工程改造，公路硬化。结合中心
村建设，加快其居民点内部道路路
面的硬化。

➢ 镇内交通规划

现状已有车辆检测中心1处位

于镇政府驻地内，规划期内于乡

政府驻地内设置停车场1处，乡

域内7个中心村各设置公交站1处，

规划公交环线方便乡政府驻地与

居民点之间日常联系满足村民出

行需要。



7.2  公共服务体系

➢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完善市政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 中心镇区配置要求

行政管理、教育机构、文件科技、医疗保健、商业金融、集贸市场

六类公共服务设施。

政府驻地现状公共设施较为齐全：乡政府、小学、幼儿园、清真寺、

卫生院、邮政营业场所、公交站等。

规划补充：活动场地、公共绿地、停车场、集贸市场。



08
中心城区

8.1镇区发展策略

8.2镇区布局优化



02

03

强化美
丽村庄
的发展

强化高
效活力
经济区

发展

01
强化
中心
城区
发展

加强中心镇区资源配置，提升中心镇区首位度，提

升镇区级能；

提升中心镇区品质，改善生活环境品质，完善公共

设施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中心镇区能级跨越，充分融入区域发展格局，

快速成长成为城镇网络功能体系中重要节点。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把握互联网、文创、旅

游、体验经济发展，做美乡村，留住新经济；

基于地域特色挖掘，“量身定做”特色产业，避免

“千城一面”的乡村建设问题。

落实国家、省级战略，落实区域发展重大平台、

重大基础设施要求；

合理完善平台发展相关配套，保障平台可持续发

展；

构筑“生态、业态、形态、文态”有机融合，高

效活力的新经济区。

立足区位、生态、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将东湾打造为文化特色、村
镇发展、生态休闲等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小城镇

8.1  镇区发展策略



8.2  镇区布局优化
本次规划结构为“一轴、两廊、三点、四区”的布局模式。

“一轴”：以石南公路为纵轴；沿石南公路一线东侧发展旅游相

关产业，如商贸、餐饮、住宿等产业。

“两廊”：双桥街及商贸街；为镇区内部发展的主要发展廊道。

“三点”：是分布在镇区的三个公共绿地节点。

“四区”：北部的行政综合服务片区，沿商贸街布局的商业片区

和中部的居住组团片区，东部老城教育、居住。



8.2  镇区布局优化

居住用地规划

东湾镇区现有居住用地主要集

中在镇区南部及镇区东部，规划将

主要以内部环境改造为主。同时注

重完善市政设施，增加公共绿地，

改善居住环境。

公共建筑用地规划

1、行政管理用地

2、教育机构用地

3、公共服务用地和公共绿地

4、文体科技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规划

物流仓储用地规划



8.2  镇区布局优化

 公共空间优化

按照风貌要素分为:

建筑风貌指引；街巷风貌指引；公共空间指引。

镇区整体呈现田园小镇风貌特征，按其主要
职能确定为综合生活服务风貌区



8.2  镇区布局优化

镇区整体呈现田园小镇风貌特征，按其主要
职能确定为综合生活服务风貌区

绿地空间改造意向

滨水景观改造意向

城镇道路改造意向

建筑风貌改造意向

➢ 保留引导:在体量、高度和形式上与风貌区的历史风貌基本协调的建筑，
可通过立面整治等方式与风貌区历史风貌相协调的建筑;

➢ 整治引导:可以通过改变建筑色彩、屋顶形式、立面整治等整治措施与
风貌区历史风貌相协调的建筑，可结合地块改造予以拆除重建，新建建
筑应当注重与周边历史风貌相协调;

➢ 改造引导:可以通过减层、局部拆除等整治措施与风貌区历史风貌相协
调的建筑;对历史风貌负面影响较大，规划建议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结
合地块改造予以拆除重建，新建建筑应当注重与周边历史风貌相协调。



09
规划实施

9.1规划实施保障

9.2健全保障机制



9.1  规划实施保障

（1）基础先行，配套建设，生产生活同步发展；

（2）统筹合理安排建设项目，为总体规划创造实施的条

件；

（3）依托现有基础，集中紧凑，合理发展；

（4）结合城镇建设现状解决当前城镇发展面临的突出问

题；

（5）拓展城镇发展空间，完善镇区功能，提高城镇品位。

制定地方法规制定
技术标准与规范完

善公共参与机制

完善
法规
政策

加强
用途
管制

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从
严管控三条控制线分
区分类制定用途制制
度

省级统建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系

统

建设
信息
平台

实时
监测
评估

建立指标实时监测机
制建立定期评估机制
建立动态维护机制



9.1  规划实施保障

承上

衔接上位规
划

沙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定性：战略引导

发展目标＆空间格局

定量：数据管控

感性管控＆系统引导
总体控制指标表

启下

引导下位
规划

管控：城镇
＆村庄

城镇单元规
划图则
村庄规
划

管控平台
：数据库

总规土规
：大机
库控规
：控规
库

近期实
施

近期重点
实施项目

协调

各类建设用
地

东湾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5-2035年）

➢ 承接上位规划方面，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控制性管控内容
，结合东湾镇实际情况落实引导性管控内容。

➢ 引导下位规划方面，结合近期建设实施计划，做好总体规划与
详细规划之间的衔接指引。



发布部门:东湾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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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市东湾镇期待您的参与!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幻灯片 19
	幻灯片 20
	幻灯片 21
	幻灯片 22
	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幻灯片 25
	幻灯片 26
	幻灯片 27
	幻灯片 28
	幻灯片 29
	幻灯片 30
	幻灯片 31
	幻灯片 32
	幻灯片 33
	幻灯片 34
	幻灯片 35
	幻灯片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