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对县（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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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署，是对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

细化和落实，是落实县级发展规划的空间保障，是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

项规划、详细规划，实施国土空间分区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

为推动曲沃县实施高效能空间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合理配置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资源，为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详细

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基本依据，特编制《曲沃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目前已形成草案，为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现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询意

见，征询意见公示期为30日。

前 言
PREFACE







n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

中全会精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为落实省、市重要部署提供空间保障，促进曲沃县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n 规划原则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筑牢底线

安全发展

区域协调

融合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

高质量发展

因地制宜

特色发展







n 战略定位

“创新创造、百业百兴”的活力之城

“共治共享、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

“自信自强、群策群力”的奋斗之城

n 发展目标

至2025年，资源型经济转型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曲沃县建设成为黄河金三角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以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中心、现代化产业集聚中心、新型要

素产业引力中心为重点，把曲沃建设成黄河金三角的重要节点城市，曲沃县转型发展“出雏型”。

2025年

至2035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任务全面完成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旅产业长足发展；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曲沃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实

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全国、全省、全市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35年



城市性质

山西省绿色钢铁产业智造中心

晋南城镇群果蔬生产贸易中心

晋文化特色旅游名城。

城市职能

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区域性蔬菜博览中心、蔬菜科技孵化中心、蔬菜流通集散中心；

山西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以优特钢、优质型材为主的循环型钢铁产业基地、小型医药

企业聚集地与孵化平台；

以晋文化为特色的文化研学旅游目的地。



n 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战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造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强化底线约束，落实三条控制线，推进国土空间

节约集约利用；坚持“有限容量”的基本原则，将水资源承载

力作为曲沃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合理确定城乡发展规模。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强化“智慧菜谷”建设，引入创新产业模式，融入一带一

路，打造国家级智慧菜谷示范区、现代农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高

地。推进“千万吨精品钢基地、经开区建设”，全力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深挖“晋文化”内涵，融

入全域旅游理念，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区域协同、城乡统筹

顺应区域一体化趋势，探索毗邻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实

现生态共治、交通共网、文化共融、产业共兴，共创市域副核

心，强化城市新地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镇基础设施

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镇现代文明向农村

辐射，形成科学合理、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

 文化保护、魅力彰显

延续历史文脉，构建以“晋文化”保护为主体的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体系，融入临汾市“三带三板块多点”文化保护大格

局，强化“三晋之源·晋都曲沃”城市名片；立足资源禀赋，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创新开发和保护方式，

充分展现曲沃晋都风貌和人文魅力。





n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构建“两片、三带；一核、两轴、四区”
的总体空间发展格局。

重点保护
格局

两片：北部塔尔山、南部紫金山生态保护修复片区；
三带：汾河、浍河、滏河三大生态保护绿带。

重点开发
格局

一核：即中心城区；
两轴：沿108国道和331省道打造的城镇发展轴；
四区：“东部-古晋文化与生态农业旅游区”、“南部-观光农业示范区”、“西部-高端智能产业集聚区”
及“北部-有机农业示范区”。



n 保障农业空间

规划打造“一环两带多点”的农业格局

“一环”——中心城区周边耕地集中区   “两带”——果林种植带、有机农业示范带

                                “多点”——块状分布的农业空间



n 保护生态空间

规划打造“四带两片两廊”的生态格局

 “四带”——汾河、浍河、滏河、排碱沟生态轴带

                                   “两廊”——平原生态廊道和生态间隔带

“两片”——紫金山、塔儿山



n 建设城镇空间

规划打造“一带一轴、一城四区”的城镇格局

“一带”——区域城镇发展带

“一城”——曲沃县中心城区

“一轴”——县域空间发展轴

“四区”——四大发展区



构建“县域中心-重点乡镇-一般乡镇-中心村-一般村”
五级镇村体系结构

n 建设城镇空间

p 镇村体系构建

人口大于10万

人口0.5-1.0万

1个
县域中心

3个
重点乡镇

3个
一般乡镇

15个
中心村

97个
一般村

人口小于0.5万



n 落实三条控制线

基
本
原
则

底线思维 保护优先

多规合一 协调落实

统筹推进 分类管控

不交叉
不重叠
不冲突



n 落实三条控制线





n 打造绿色集约的产业格局

p 产业空间总体格局

总体形成：“一主两副、三区八园”的产业空间格局。

一主两副 一主为中心城区；两副为工业发展中心、旅游业发展中心。

三区八园

三区：综合产业发展

区、文化旅游发展区、

特色农业发展区

八园：“晋之源”八大

现代农业园区。



n 构建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

p 城乡一体化交通网络格局

“三横、一纵、三环”城乡一体化交通网络格局。

结合临汾市综合交通网络格局，融合多规成果，满足客货运输、旅游线路组织

等要求，以区域交通网络的完善为突破，打造县域“三横、一纵、三环”城乡一体

化交通网络格局。

国道

对国道108其进行改线。
从高显镇西许村，顺延至234省

道和331省道交汇处，通过常家

村西侧，继续向南跨越浍河后，

在天河水库北侧向西与侯马市

侯风公路对接。

县、乡道

对现状县、乡道拓宽改

造，提升路面等级，

旅游专线

规划3条旅游专用线



n 提供全民共享的公服保障

构建5-10-15分钟生活圈设置配套服务设施。以人群需求为导向，充分摸清不同居民群体的活动

规律，指导设施布局的空间差异性，实现设施空间布局与居民步行使用特征以及设施使用频率的高

效契合。构建一个步行可达、活力便捷的生活圈。

老年人日常设施

儿童日常设施

青壮年日常设施

以菜场为核心，绿地、小

型商业、学校等设施临近布局。

以各类学校为核心，儿童

游乐场、培训机构临近布局。

围绕文体、超市等设施形

成社区文化、娱乐.购物中心，

回归社区生活。

构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生活圈

县级 街道级 社区级



n 完善安全韧性的市政系统

县域再生水利用率 城区污水处理率 县域供电可靠率

县域宽带网络覆盖率 城区天然气气化率 城区集中供暖率 城区垃圾回收利用率

30% 100% 99%

95% 95% 100% 40%



n 彰显广博厚重的人文底蕴

5 3 8个文物保护单位

4个传统村落

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对其建筑高度、风貌等进行限定，使其与文

物保护单位整体协调，相辅相成。

1个历史文化名镇

延续曲村镇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保持与自然景观；改善基础设施；重

点保护内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

8 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注重整体格局及脉络、遗产资源文化、古村落产权人的权益保护，提升当地对古村落

保护意识。

规划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培养乡土文

艺人才；加强民俗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



n 塑造山水交融的城乡风貌

林村相嵌

田园野趣

乡村田园
风貌区

现代科技

生态绿色

现代产业
风貌区

三晋之源

文脉悠长
古晋文化
风貌区

生态田园

绿色乡村

特色农业
风貌区

多元融合 精彩不同

宜居生活
风貌区

五区共建

古晋文化，晋彩不同
融合晋文化、诗经文化、黄帝文化、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特色，塑造“古晋文化，晋彩不同”

的整体风貌形象定位，凸显城市人文底蕴，打造魅力之城。





n 规划落实与传导约束

构建“县-乡镇”协同发展的纵向传导机制，建立有效约束的横向部门

衔接机制，明确规划落实和传导。

省市级 县级 乡镇级

总体规划
专项规划、详

细规划

传导

目标
指标

传导

定位+指标
 主导功能

控制线加用途管制

编制年限+目标+重点管控内容

约束性指标+刚性管控要求

主要传导内容

p 落实山西省、临汾市国土空间规划对主体功能定位、目标指标以及管控要求。

p 在控制指标、功能布局、要素配置、空间形态等方面提出对详细规划的指导

和约束要求。

p 在目标、指标、空间布局等方面发挥对专项规划指导约束作用。

p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应以曲沃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

“一张底图”为依据，在总体目标和重点管控内容上与国土空间规划保持衔接一

致，不得突破约束性要求。

p 滚动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制定实施清单，明确区县、各部门

责任分工。



n 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Ø 完善规划管理机制

p 构建“县-乡镇”协调的纵向传导机制

p 建立有效约束的横向部门衔接机制

p 建完善规划落地的实施管理机制

p 建立科学有效的规划监测评估预警机制

p 逐步建立完善的地方法规政策体系

Ø 建立规划“一张图”

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形成曲沃县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实施监督管理系统，结合曲沃县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指标体

系，建立差异化的监督措施。

Ø 保障近期项目实施

p按照项目类别及实施
时间，对重点项目进
行分类分级。

p优先保障民生以及基
础设施类项目。

梳理项目清单 项目分级分类 制定实施计划

p根据项目选址范围或拟选
址范围，衔接国土空间规
划，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诉
求。

p梳理曲沃县“十四五”
重点项目清单，形成十
四五项目清单表。

p摸底各部门规划期间重
点建设诉求，合理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公众意见反馈途径电子邮箱：qwxkjgh@126.com

邮寄地址：曲沃县自然资源局

所有反馈意见请注明“曲沃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意见建议”字样

注：本次成果为征求意见稿，最终以审批文件为准。

《曲沃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众征求意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