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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空间规划中镇村空间协调发展的探索

任云云
久一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镇空间规划在促进镇村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以山西省清徐

县西谷乡为例，通过对《西谷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深入解读，特别是第四章“全域空间布局”
的内容，探讨乡镇空间规划中镇村空间协调发展的策略与路径。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强化产业支撑、完善基础设施等

措施，旨在实现西谷乡镇村空间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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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镇作为连接城市与农村的重要纽带，其空间规划

对于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谷乡作为清徐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的实施，为探索镇村空间协调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文将以西谷乡为例，重点分析其在全域空间布局方面

的规划策略与实践路径。

1 西谷乡概况与规划背景

1.1  西谷乡概况
西谷乡位于清徐县中北部，北靠汾河，交通便利，

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全乡总面积35.08平方公里，辖9个
行政村，总人口约2万余人。近年来，西谷乡依托其交通
和自然优势，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企业扩容提质等工

程，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1.2  规划背景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推动西谷乡高质

量发展，西谷乡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西谷乡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年）》。该规划以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优化为主线，旨在实现镇村空间的协调发展，

为西谷乡的长远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2 全域空间布局规划策略

2.1  农业生产空间布局
2.1.1  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西谷乡规划严格遵循国家耕地保护政策，明确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

降低。规划期末，西谷乡耕地保有量目标设定为2159.45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85.54%。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提升耕地质量，增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保障粮食安全。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耕地灌溉保证率；加强耕

地质量监测与评估，定期开展耕地质量调查与评定工

作。规划鼓励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

术，减少水资源浪费。同时，加强对闲置和低效利用土

地的整治，通过复垦、整理等措施，增加有效耕地面

积。此外，规划还提出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对积极

履行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给予经济奖励，激发农民保护

耕地的积极性。

2.1.2  农业产业发展
依托西谷乡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规划提出发展

特色种植业。重点推广有机蔬菜、林果种植等高效益作

物，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提升农产品品质和产

量。同时，规划鼓励发展设施农业，建设温室大棚、智

能温室等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和产出效益。

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特色农产品示范基地，推广先进种植

技术和管理模式；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升市场竞争

力。规划提出推动养殖业转型升级，发展生态养殖业。

鼓励农民采用科学养殖技术，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质

量。同时，加强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推广畜禽粪

便无害化处理和有机肥生产，减少环境污染。具体措施

包括建立生态养殖示范区，推广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加

强养殖技术培训与推广，提高农民养殖技术水平。规划

提出依托西谷乡的农业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

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重点发展果蔬加工、饲料加工等产业，推动农业

产业化经营。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

提供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加强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与

创新，提升加工产品质量和效益。

2.2  生态保护空间布局
2.2.1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
规划明确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对汾河水域、湿地

等生态敏感区域实施严格保护。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区域

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确保生态系统的稳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5� 第6卷�第4期

71

定性和完整性。具体措施包括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

法和实施细则；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和执法力度，确

保红线划定成果得到有效执行。规划提出加强生态修复

和环境整治工作。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治理，恢

复生态功能。同时，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严厉打

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具体措施包括实施汾河水域生

态修复工程，恢复水域生态系统平衡；加强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2.2.2  林业与绿地系统规划
规划提出加强林业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通过实施

植树造林、森林抚育等工程，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林木质

量。同时，鼓励发展林下经济，提高林业资源的综合效

益。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林业资源保护与发展规划；加强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推广林下种植、养殖等复合经

营模式。规划提出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绿地系统。在

乡镇驻地和中心村周边建设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公共

绿地空间，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加强道路绿

化和庭院绿化工作，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网络。具

体措施包括制定绿地系统建设规划；加强绿地养护管理

工作；鼓励村民参与绿地建设和维护工作。

2.3  乡镇建设空间布局
2.3.1  镇村体系构建
规划构建了“乡集镇—中心村—一般村”三级镇村

体系。乡集镇作为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将集

中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中心村作为次中心，

将承担一定的区域服务功能；一般村则主要承担农业

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通过优化镇村体系布局，促进

人口和产业向乡镇驻地和中心村集聚。具体措施包括制

定镇村体系发展规划；加强乡集镇和中心村的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一般村的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规划根

据各村庄的发展条件和资源禀赋，将村庄分为城郊融合

类、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和保留改善

类五大类。针对不同类别的村庄提出差异化的引导策略

和发展方向，推动村庄差异化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制定

村庄分类发展规划；加强对各类村庄的指导和支持；推

动村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2.3.2  镇村建设用地整理
规划提出加强镇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复垦工作。通过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整治低效利用土地等措施，增加建

设用地指标供给。同时，对废弃的工矿用地、农村闲

置宅基地等进行复垦整理，恢复土地利用功能。具体措

施包括制定建设用地整理与复垦规划；加强建设用地审

批和监管工作；推动土地复垦项目的实施和管理。规划

明确建设用地空间管控要求，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扩

张。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管
制方式；在村庄建设边界内按照“详细规划+约束指标+
分区准入”的方式进行管理。通过科学规划建设用地布

局和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具体措施

包括制定建设用地空间管控规划；加强建设用地审批和

监管工作；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的落实和执行。

3 经验启示：镇村空间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

3.1  强化规划引领与管控
在镇村空间协调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

划的引领作用。通过科学编制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明确

镇村空间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加强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

性确保规划符合当地实际和发展需求。例如，在编制西

谷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当地自然条件、资

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

可行性。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刚性管控确保规划的

有效实施；同时注重弹性引导以适应未来发展的不确定

性。例如，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时应严格执行

国家相关政策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实行严格的规划许可制度确保建设活动符合规划要求；

在村庄建设边界内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建设用地布

局和用途以适应村庄发展需求等。为确保规划的有效实

施应加强规划监督与评估工作。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

行检查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

整完善规划内容确保规划符合当地实际和发展需求[1]。例

如，在西谷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定期对耕

地保护、生态修复、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检查评估并根

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完善规划内容等。

3.2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西谷乡应依托其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独特的自然条件

推动农业、林业、旅游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产业链

延伸、价值链提升等措施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加

强镇村产业联动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等。例如，在西

谷乡内发展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同时可进一步拓展果蔬

加工和饲料加工等业务延长农业产业链；利用当地独特的

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文化产业等推动产业

融合发展等。为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应加强产业链整合与协

同发展工作。通过构建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促进上下游企业

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协同发展；加强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提

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等。例如，在西谷乡内可构建以果蔬种

植为基础、以果蔬加工为核心的产业链体系促进果蔬种植

户与加工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协同发展；同时加强果蔬

品牌建设提升市场竞争力等。为推动镇村经济持续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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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应积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加

强农村服务业发展促进农村就业和农民增收等[2]。例如，

在西谷乡内可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如果

蔬加工、饲料加工等延长农业产业链；同时利用当地独特

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促进农村就业

和农民增收等。

3.3  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为提升镇村综合承载能力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重点加强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镇村人居环境；同时注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共

享共用提高基础设施利用效率等。例如，在西谷乡内可

加强乡村道路建设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性；加强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灌溉保证率和抗旱能力；加强电

力和通信设施建设提高供电可靠性和通信质量等。为提

升镇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应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

系。重点加强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注重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布局和

共享共用满足镇村居民的基本需求等。例如，在西谷乡

内可加强乡村学校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加强乡村医疗机

构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应推动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通过加大投入、优化布局等

措施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同时注重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的衔接和协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效能等[3]。例

如，在西谷乡内可加大乡村教育投入提高乡村学校办学

水平；加强乡村医疗队伍建设提高乡村医疗服务水平；

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等推动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深入开展等。

3.4  鼓励社会参与与多元共治
在镇村空间规划与实施过程中应积极鼓励社会各界

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通过政

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措施激发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提高社会各界对镇

村空间规划的认知度和支持度等。例如，在西谷乡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可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和建议；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支持社会各界参与

镇村空间规划与实施工作等。为提升镇村居民参与度和

满意度应加强镇村居民自治组织建设。通过完善组织架

构、健全制度机制等措施提高镇村居民自治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同时注重发挥镇村居民自治组织在镇村空

间规划与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推动形成多元共治的良好局

面等。例如，在西谷乡内可加强村民委员会建设完善村

民自治制度；鼓励成立各类社会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

社、志愿者协会等参与镇村空间规划与实施工作等。为

推动镇村空间规划与实施工作的顺利开展应推动形成多

元共治格局[4]。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

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等措施促进各方共同参与镇村

空间规划与实施工作；同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

多元共治格局等。例如，在西谷乡内可建立由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

镇村空间规划与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引入社会

资本等方式推动镇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推动形

成多元共治格局等。

结语

通过对西谷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深入解读与分

析，本文探讨了乡镇空间规划中镇村空间协调发展的策

略与路径。实践表明，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强化产业支

撑、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可以有效促进镇村空间的有

机融合与协调发展。未来，西谷乡应继续深化规划实施

与监督评估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推动镇村空间规

划向更高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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