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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霍州市李曹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National Land 

为贯彻中央深化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要求，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重大决策，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

重大区域战略相衔接，整体谋划新时代霍州市李曹镇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提升国土空间品质，优化镇村空间布局，促进李曹镇高质量，

特编制《霍州市李曹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本规划是响应山西省高质量发展思路，立足临汾“三个努力成

为”发展定位，深化霍州市 “1135”发展思路和“三基地一中心”

建设定位，在李曹镇国土空间保护发展中的工作部署，是李曹镇镇

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和指导各类建设的行动纲领，

是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实

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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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

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在高

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的指示要求，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和利用效率，提高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坚持

高标准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绘就霍州市李曹镇高

质量发展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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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节约用地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和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牢牢守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筑牢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安全、能源安全等国土空间

安全底线，增强国土空间韧性，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国土空间承载力。

ⱳ ӈ ᴦṜ

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建立绿色低碳的国土空间

保护开发格局，促进城乡绿色低碳发展。

ᶞᴂᵂש ᶜѽ ᴿ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高国土空间开放度和通达性，促进要素自

由流动。坚定落实霍州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高国土空间开放度和通达

性，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加强全域统筹，引导镇村紧凑布局，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ҧҙѬ῞ε 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高品质生活。整体保护文化、自然

和景观资源，创新保护和开发方式，营造富有地域特色的魅力空间。

ᶹ ᴿ

坚持“多规合一”的规划理念和方法，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强化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加强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将共谋、共建、共享、共治贯穿

规划工作全过程，推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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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范围包括镇域和镇区两个规划层次。

• ᶞ：总面积214.42平方千米，重点统筹全域全要素规划管理，整体

谋划新镇域国土空间格局，包括27个行政村和七里峪林场、小涧林场。

• 总面积50.24公顷，重点突出对镇区空间的细化安排，侧重底线：ש

管控和功能布局细化，包括李曹镇人民政府驻地的城镇开发边界。

֭ ᵿᵘῙ

Å ֭Ῑ

• 本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目标年为2025年，

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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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发展定位

Å目标愿景

Å发展战略

Å区域协同

GOALS 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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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发展定位

Å目标愿景

Å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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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镇霍山为名片，以农业文旅为特色，

依托高铁发展旅游配套服务的旅游型城镇，

新型农业与文旅产业相融合的现代化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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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2025

• 李曹镇国土空间格局得到优化，粮食安全更加稳固，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构建，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得到合

理开发和保护。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农文旅融合产业体系

基本形成，乡村建设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乡

村文明程度得到新提升，农村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农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高。

ÅṜῗ2035

• 李曹镇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活空间宜居

适度的国土空间格局。国土空间保障能力和利用效率明显提升。乡村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更加

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系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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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休闲文旅，产业四向衔接， ԃᶜѽᾞ╙ᴦṜ―Ṕ

ⱳ ҷӽεᵜ Ὕ׳

保护生态本底，优化生态格局， Ԅᶞⱳ ḨṖ―Ṕ

ҷצεⱴᶉӟ

整合建设用地，保障项目实施，ҷצ ӟἑֶⱴ―Ṕ

Ὕ׳ εᵘג ѽῦ

实施千万工程，优化设施配置，ῶẤԄ ѽῦ ԋ―Ṕ



DEVELOPMENT&PROTECTION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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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划定三条控制线

Å统筹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Å振兴农业空间

Å筑牢生态空间

Å提升镇村空间

Å彰显魅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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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ԃṞ Ѧ ᶜṳ ᴂᵂṭẦצᴦṜꜝ统筹划定落实₰ѯᶡ῞֓Ⱶ ⱳ ӟἑ ᶜ ấᴦ ꜛ三条控制

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ѯᶡ῞֓Ⱶσ3.70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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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久基本农田要保证适度合理的规模和稳定性，确保数量不减质量不降低。

ⱳ ӟἑ σ148.68ẇᾛײ
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

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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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ᶜ ấᴦ ꜛσ0.89ẇᾛײ
是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以城

镇功能为主的区域边界，涉及李曹镇镇区以及杨枣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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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

体要求，构建“一屏两廊，一核两轴，三区融合”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

体格局。

–Ѣ

ṛѢẠ

єש ᴿ

李曹镇+杨枣组成镇域发展核心

农文旅康融合发展主轴\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次轴

太岳山、霍山（七里峪+悬泉山）生态屏障

南涧河、李曹河流域生态廊道

现代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区

干果林特色农业发展区、特色制造业城镇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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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灌排设施等措施，整

理耕地形成规模，使土地更加平整、路网水网更加便利。提高农村土地利

用率，依托机械化种植，发展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ҷ Ὼ ⅜ṞẆῺ◕ ֓ѝᶡᶉ

霍州市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交易基地

苹果、核桃、向日葵等干果林农产品种产销

七里峪“农文旅康”融合发展产业廊带

悬泉山沿线4村乡村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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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姥姥家”品牌为依托，大力发展集庭院经济、菜园经济、游乐经

济、田野经济为一体的培育旅游产业。打造集种植体验、观光采摘、科普

教育、农业研学等为一体的高端有机蔬菜园，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感。增

加相关教育资源，满足科普教育需求;引进研学团队资源、课程资源、教师

资源等，打造专业研学基地。

利用现有闲置院落，升级改造民宿。利用自有房屋、农家乐升级改造

为精品民宿。引进社会资本与村民合作，租赁村民闲置农房，开办精品民

宿、修建精品客栈等。传播乡土文化，展现文化自信。注重传统历史文化

保护利用，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化消费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消费

产品。

ᴦṜ֓ῦ◕ €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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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周边及镇区所在地的村庄，

重点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以具有一定产业基础、规模

较大的村庄为主。 “一村一

品激活在地产业，加强内在

发展动力。

ᶜ

ᴿ

ὶ
ẉ
ὧ

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为主导，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

保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

生态环境脆弱、自然地质灾

害频发地区的村庄，因重大

项目建设占用的村庄或者不

具有保留价值的空心村。

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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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屏”——即镇域西部山区生态屏障。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

态产品为首要任务，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强化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功能。

• “两廊”——南涧河、李曹河两条流域生态廊道。加强两廊河流的生态基

流保障和污染治理，提升水域生态功能。

Ṟ₯ᵘ ⱳײַ

ῶẤɎ ṛѢẠɏѬ῞Ẕַײⱳ ―Ṕ

• 构建以太岳山国家级级森林公园和霍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区域生态廊道网络，恢复重要生态空间的连通性。

ῶẤ ▒ӟἑᶉ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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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恢复治理，强化闲置土地的处置和盘活，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推进耕地恢复。逐步

实现细碎化耕地集中归并、连片耕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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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南涧河、李曹河作为水环境和生态修复重点区，恢复水环境自然生态、

丰富河道景观。落实造林绿化重点工程，开展退化林和残次林修复，修

复和保育受损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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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集中、产业集聚

要素集约、功能集成

完善职能

控制引导

Ѧị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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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ᾶҭө◕ εӟἑҼἅε∟צᴖᴶ Ḕ

围绕李曹镇独有的价值和特色，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

有效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按照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时间全历程实施整体系统的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利用，中镇霍山魅力充分彰显。

02
ӟἑᴾ ᾑ◓ӟἑᴄӇ

推进活化利用。坚持以用促保，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有效利用中成

为乡村的特色标识和公众的时代记忆，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

为一体，实现永续传承。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要求，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的真实性原则，对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和管理。

03
ҷצ Ṟђ Ṟ₯―Ṕ

加强保护华夏十大名山霍山，塑造霍州市最重要的自然人文景观

保护区。以自然修复为主恢复受损生态系统，提升生物多样性价

值；采取预防保护措施，实施天然林保护、促进植被天然更新，

实施山体开发建设管控；开展“还绿于民”、“造管并重”，提

升森林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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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TOWN AREA

Ὕ׳ ᵜ Ấ ש

Å营建以人为本的宜居小镇

Å优化宜居宜业的小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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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结构进行科学调整，将宅基地周边零碎且不适宜用于住房建设地块进

行调出，集镇区内非永农的耕地在保证耕地保有量、落实占补平衡情况下

进行调出，集镇区内林地在保证林地保有量的情况下进行调出，腾出指标

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的补足建设，新增道路交通设施和绿地开敞空间，提升

集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ꜜᴦṜ εӟ ҒѝᴦṜ

规划居住用地占比较现状比例有所下降；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占比较

现状比例有所上升；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占比较现状比例有所上升；道路

交通设施用地占比较现状比例有所上升。“一降三升”的用地结构调整，

更符合李曹镇的未来发展，有利于现有用地的集约高效利用。

霍州市李曹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National Land 

规划统筹集镇区交通组织，抓住现状交通痛点问题，联通内部环线，增加

横向支路等措施，解决过境交通对集镇区的干扰，增强内部联系的便捷性，

理顺道路体系的结构脉络，增强交通服务设施，融入区域高效交通体系，

构建公路、集镇主次路一体发展的综合交通网络，提高集镇区通行效率。

规划预留留白用地，占建设用地的10%。

作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产业用地，为集镇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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ᶜṳᴦṜᾛᵆɎ – ịε ṽѢ εєשᶹ ɏַײ ῶ

• 基于镇政府驻地李曹镇区发展现状和城镇空间形态布局的分析，统筹镇

区功能布局，结合现状场地条件，以交通为依托，布局镇区门户节点，

综合考虑绿化开敞空间，以绿地及开敞空间为脉络串联各个功能片区。

规划镇区为“ – ịε ṽѢ εєשᶹ ”的空间结构。

以高铁站为核心的高铁商贸产业带
东西向城镇生活空间主轴和南北向次轴

ҧ ᾅẖѬѭַײԆԉΐז–ị
ҧ џḱ Ѭ◕ ײַ ᵫש Ѧị

– ị

ṽѢ

єשᶹ 两片居住生活片区和高铁片区。

Ѣש

霍州市李曹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National Land 



SAFETY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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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构建内外畅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Å建设镇村融合的市政及防灾设施



ῶẤԒᶸꜚ ײַ ᴿҏ Ӌ

ᶹӇ Ḫ♪ᶜ ῦє ᴿ

• 接轨霍州市域交通脉络，通过内外道路网辐射镇域综合交通体系，优化

交通网络空间布局，梳理城区和高铁站交通联系，构建由高速公路和公

路形成的“伞状”公路网格局。

• 镇域内干路以乡道和通村路为主，结合各个行政村、产业空间、旅游节

点等进行布置，形成公路网的有效补充。

霍州市李曹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Nation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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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水定城”的原则，提高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推进

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打造农村饮水安全“升级版”。

霍州市李曹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Nation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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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的污水系统。推进

污泥资源化利用以及污水再利用。

Ὕ׳ ῦ╒∆ ╟Ӗẓ

规划清洁能源供热为主的供热体系。打造坚强高效电力网，

提升本地电网供给能力，满足各类用户负荷增长的需要。

Ὕ׳ ῦ╒∆ ╟Ӗẓ

推动“互联网+”和“新基建”建设， 实施5G基站建设

项目，提高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率。

Ὕ֓׳ῦᶘᶋᶳⱣ₯ẇ

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体系，提升垃圾资源化利

用水平，加大城市垃圾处理设施网络向农村延伸。

ḡᵰḟԄ Ӌ

治理崩場、滑坡、地裂缝、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合理划定

防洪控制线。完善镇村应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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