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台县罗城镇红山村村庄规划（2020-2035 年）》

规划说明

一、 项目名称

《高台县罗城镇红山村村庄规划（2020-2035 年）》

二、 村庄类型

依据在编的《高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专题乡

村振兴发展模式与实施路径研究》、《甘肃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

行）村庄类型分类指导意见，结合站南村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红山

村定位为特色保护类村庄。

三、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红山村村域范围，总面积 1247.17 公顷。（以第

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确定的村级调查区为主）。

四、 规划期限

本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0 年至 2035 年。

其中，近期为 2020-2025 年，

远期为 2026-2035 年。

五、 村庄功能定位

规划确定红山村发展定位为：

高台县北部沙漠风景旅游区、县域观光循环农业示范区、文化

保护+特色旅游示范村。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要求，依据《高台县城乡统筹总体规划（2015-2030）》确定的发

展定位及产业引导，结合本村发展实际，以全域规划为理念，突出

地方特色，发挥当地优势，着力打造乡村振兴下的农业示范村。



六、 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发展策略

加强特色制种、农业种植投入力度，改善生产发展条件；

加大沙漠风景旅游项目打造力度，打造农旅融合产业发展模式；

做好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同时加强引进科技人员；

依靠科技创新，扩大蔬菜种植面积，提高产业经济效益；

开拓创新机制，抓好市场流通体系、农业信息体系建设。

产业空间布局

结合红山村资源本底及发展现状，确定红山村产业空间布局结

构为“一心、一轴、一廊道、三片区”其中：

“一心”：综合服务中心

以红山村村委会为中心形成协调全域发展的综合服务中心。

“一轴”：214 县道为产业发展轴线

以 214 县道连接村庄与镇区，发挥依靠镇区的优势，带动村域

经济发展形成产业发展轴线。

“一廊道”：东部沙漠景观休闲廊道

发挥东部倚靠沙漠风景的优势，打造集旅游、户外体验、沙漠

徒步为一体的沙漠景观休闲廊道。

“三片区”：特色农宅风情体验区、特色蔬果种植区、黑河生态

农业观光区

特色农宅风情体验区：结合当地历史文化遗留特色，发展带有

獠牙文化形式色彩的农宅居住体验。

特色蔬果种植区：受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以种植玉米、辣椒、制种西瓜、番茄等农产品为主的现代化

农业。



黑河生态农业观光区：依托村域西部大量湿地以及紧靠村域边

缘的黑河打造农旅融合的生态农业观光区。

七、 村庄发展规模

人口规模：

综合考虑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产业发展为红山村带来的综合影

响，确定红山村至近期规划期末 2025 年户籍人口为 1330 人，常住

人口为 1000 人；远期至 2035 年，户籍人口规模为 1323 人，常住人

口为 1100 人。

用地规模：

至规划期末 2035 年，红山村建设用地规模为 83.59 公顷。

八、 国土空间用地布局

依据高台县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红线划定成果，结合红山村现

状实际，落实红山村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建设用地开发边界，

并进一步划定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

建设空间总面积 54.30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4.37%，主要为村

庄建设区和村庄产业发展所需的集中区域，用于各类项目建设。

农业空间总面积为 553.52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44.56%。其中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394.43 公顷。主要为农业用途区，是保障永久

基本农田储备区以及宜耕后备资源开发潜力区等对农业生产具有促

进作用的区域。

生态空间总面积 634.36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51.07%，其中生

态保护红线内面积为 261.83 公顷，一般生态空间面积为 372.53 公

顷。是保障生态安全，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区域。

九、 国土空间结构调整

红山村国土空间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国土空间格局及管控分区



以生态优先、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布局合理、整体稳定的原则，

以基期现状地类为基础，进行全域土地利用规划。

农用地结构调整

至 2035 年，全村农业空间面积由现状基年的 521.09 公顷，调

整为 553.52 公顷，增加 32.43 公顷，其增加是其他草地复垦为耕地

和林地。

生态用地结构调整

至 2035 年，全村生态空间用地由现状基年的 670.15 公顷，调

整为 634.36 公顷，减少 35.79 公顷，生态保护红线维持 261.83 公

顷，主要减少面积为其他自然保留用地用以植树造林，提升村庄人

居环境。

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至规划期末 2035 年，全村建设用地面积由 50.95 公顷，调整为

54.30 公顷，增加 2.84 公顷。本着集约节约的原则，红山村居住用

地呈下降趋势，其增加用地主要为促进村庄产业发展的留白用地及

人居环境整治新农村建设新增宅基地。



十、 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