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台县宣化镇贞号村村庄规划（2020-2035 年）》

规划说明

一、 项目名称

《高台县宣化镇贞号村村庄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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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贞号村经济社会发展

基础，贞号村定位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三、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贞号村村域范围，总面积 4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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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确定贞号村发展定位为：

有机农业生产基地、生态农业观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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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一体化、融合化、联动化”的产业发展战略。以农业为

基础，以现代养殖为增长点，丰富村庄产业结构。根据村庄原有

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现状，在产业定位分析的基础上，构建

三大产业发展体系：

一产：有机农业；二产：农产品加工；三产：生态观光农业。

有机农业：西瓜种植以“春季大棚瓜、夏秋露地瓜、冬季温

室瓜”，联合其他村域形成区域性种植品牌的种植模式；制种以”

玉米、葵花制种”为优选，发展多种制种类型；蔬菜种植以有机

蔬菜种植为重点，结合现有蔬菜向外输出渠道，注重蔬菜品质提

升及宣传，为区域蔬菜输送渠道树立品牌。

农产品加工：依据制种产业发展规模，对播种性种子进行优

良种子分拣、包装，发展农作物制种。对食用性种子进行产品深

加工，制作成不同风味的食品，进行产品包装，以线上、线下方

式进行销售；进行有机蔬菜分拣、包装，确保对接好市场，通过

订单式、零售式对外销售；借助农村农产品附属物、动物粪便，

进行有机肥、有机燃料生产加工。

生态观光农业：近期村域发展以一产为支柱，随着一产带动

二产的发展，一产、二产会促进三产的逐渐形成。随着一产、二

产发展的成熟，可以融合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带动本区域三产的

形成。

产业空间布局

结合贞号村资源本底及发展现状，确定贞号村产业空间布局



结构为“一心、一轴、三区、多点养殖”，其中：

一心：以农产品公共服务中心形成的产业发展中心；

一轴：以宣驼路、巷宣路为轴的产业发展轴；

三区：优质瓜果区、高效农业区、有机蔬菜区；

多点养殖：以村域各家各户形成的点状养殖。

七、 村庄发展规模

人口规模：

综合考虑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产业发展为贞号村带来的综合

影响，确定贞号村至近期规划期末 2025 年户籍人口为 1100 人，

常住人口为 960 人；远期至 2035 年，户籍人口规模为 1150 人，

常住人口为 970 人。

用地规模：

至规划期末 2035 年，贞号村建设用地规模为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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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贞号村

现状实际，落实贞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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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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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2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87.17%。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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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6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5.84%，一般



生态空间面积为 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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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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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农用地面积由现状年的 420.92 公顷，调整

为 420.59 公顷，减少了 0.33 公顷，其减少是为满足村庄长远发

展所需的建设用地需求，减少地类为园地、林地、其他草地。

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结构调整

至 2035 年，全村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由现状年的 19.11 公

顷，调整为 18.90 公顷，减少 0.21 公顷，主要减少面积为沟渠。

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至规划期末 2035 年，全村建设用地面积由 32.06 公顷调整

为 32.60 公顷，增加 0.54 公顷。本着集约节约的原则，贞号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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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

用地及为改善人居环境增加的绿地开敞空间用地。



十、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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