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木于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公众征求意见稿）

          

                   萨木于孜镇人民政府
       2025年4月



                     前    言

     根据国家、省、市统一部署及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伊宁县萨木于

孜镇人民政府、伊宁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伊宁县萨木于孜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目前已形成《规划》

草案 。

       为进一步提高《规划》科学性、可实施性，现进行草案公示，面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听取各方建议，凝聚公众智慧、共绘美好蓝图、共

建和谐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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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

1.2 规划范围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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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完整准确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总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统筹经济发展与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公共安全，以资

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促进生产生 活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国土空间格局，推进萨木于孜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规划原则
            坚持底线约束、集约节约。

坚持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坚持城乡融合、绿色发展。

坚持聚焦问题、分类施策。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1.1



     

   规划范围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 》 ，

乡镇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为乡镇全部行政辖区。包括镇域和镇区两个层次。

镇域范围： 萨木于孜镇全域 共涉及8个行政村， 总面积165.54  平方公里 。

镇区范围：已划定城镇开发边界，规划总面积2.49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与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

期限为2021-2035年 ，其中：

近期至2025年；

远期至2035年。

规划范围与期限1.2



2.1 总体目标

2.2 发展目标

2.3 开发保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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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现代化种养植+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旅游业——生态观光+特色文化+休闲农业 

                               商贸物流业 ——商贸服务+现代物流

 发展定位

    依托资源禀赋条件，稳步发展现代农牧业、商贸物流业；

重点提升特色文旅产业，打造绿色宜居宜业生态小城镇。 

8

总体目标2.1

                                                               

         蓝绿交织 •  水城共融

      形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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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2.2

     空间底线得到有效管控和落实，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格局不断优化；集镇区和中心村集聚效应明显，公
共服务能力增强，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
明显改善；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初步构建完成。

近期2025年

     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镇特色、乡村振兴更加凸显，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实
现；富有生机与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型小城镇基
本建成。

远期2035年



开发保护战略2.3



3.1 区域协同

3.2 总体格局

3.3 三线划定

3.4 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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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同3.1

 一、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进协同发展

    在农牧业发展方面，建设萨木于孜镇特色林果基地，引进果品深加工、仓储物流等林果
企业，调优畜禽畜种结构，加大品种改良力度，转变养殖观念，实现优势互补，激活产业
动能。

二、强化区域生态格局，筑牢绿色生态基底。

   强化萨木于孜镇境内科古琴博罗科努山生物多样性保育带，提升伊犁河、喀什河流域性
生态景观廊道的水生态保育和景观游赏价值，提高综合生态服务效益。

三、共建共享高质量公服设施，提升人民幸福感。

    积极推动萨木于孜镇与伊宁县在文体设施、教育、医疗、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加快萨木
于孜镇等毗邻地区融合发展，共同推进高水平公共服务建设及社会治理工作。 

四、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加强萨木于孜镇与周边乡镇的交通联系，重视镇区伊墩高速、国道577、国道218等国、
省道路的衔接，提高综合交通的可达性，实现区域交通体系有效衔接。



   

 构建“两屏、两轴、三心、四片区”的国土空间格局

 两屏：  西部喀什河生态景观；南部伊犁河生态景观

 两轴 ： 沿G218主要经济发展轴; 沿X707次要城乡融合发展轴

 三心 ：城镇综合服务核心（镇区）；商贸物流中心（克其克布拉克村）

            文化旅游中心（撒拉村）

 四片区：现代农业功能区、现代畜牧功能区、生态旅游功能区、生态保护区。

优化镇域总体格局3.2



统筹划定三区三线3.3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6497.21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不低于5840.35公顷。 严格实施耕地用途管制 ，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

城镇开发边界

    严格落实伊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
规模，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2.49平方公里。

      依据上位规划中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成果，萨木于孜镇
境内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总面积为4384.47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



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分区3.4

   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
开发建设的自然区域。该区域生态敏感性较高，以保护为主，加强生态保
育和生态修复

农田保护区
   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切实保护耕地，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划定了农田保护区，国土用途主要以耕地为主。农田保护区按
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乡村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应以促进农业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为导向， 按照法定村庄规划实施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重点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村庄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发展村庄产业。严禁集中连片
的城镇开发建设。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
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挖田造景造湖、超
标准建设绿色通道等。

城镇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主要是满足城镇发展需求、优化城镇功能和空间布局。应以
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优先保障教育、医疗、养者、交通绿化等公共基础
设施的用地需求，加强建设用地布局引导和强度管控，鼓励开展低效建设
用地有序腾退或实施空间置换，严控城镇发展区建设规模。

           生态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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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村庄分类布局和城乡生活圈

4.2 产业空间布局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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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分类布局和城乡生活圈4.1

   

 
规划村庄分类：
集聚提升类5个：上萨木于孜村、下萨木于孜村、艾希热普村、英阿瓦提村、

                          克其克布拉克村

稳步改善类1个：下十三户村

特色保护类2个：撒拉村、上十三户村

   



产业空间布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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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综合交通体系

5.2 市政基础设施

5.3 安全韧性建设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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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体系5.1
   

 
  落实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规划，加强镇域道路系统
与各类对外交通设施的连接，形成“2+2+1+1”对外交通骨架网络。
“2条铁路“：规划伊阿铁路、规划乌伊霍高铁
“2条国道”：G577、G218从镇域中部横向穿过，是横穿整个伊宁县的交
通要道
“1条省道”：S12伊墩高速从镇域中部横向穿过
“1条县道”：规划打通县道707至巴依托海镇、维吾尔玉其温镇道路形成
完整的交通系统，加强与周边乡镇对外交通的联系

   



市政基础设施体系5.2



安全韧性建设5.3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高标
准规划建设重大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形成全天候、系统性、现代化的城乡
安全保障体系，整体上提高城乡防灾抗毁和救助能力、提升城市韧性、保
障城市安全。

  坚持安全韧性城市建设，构建全域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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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历史文化保护

6.2 城乡特色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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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保护6.1

  萨木于孜镇境内有历史文物保护单位3处，

  州级文物保护单位：艾希热普北墓群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克其克布拉克古墓群、英阿瓦提古墓群

  对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一切修缮和新的建设行为均要求严格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及管控措施

   

 

     萨木于孜镇非物质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撒拉村传统村落、上十三户村保

安族民族手工艺。在做好萨木于孜镇文化空间普查的基础上，将镇域内各类

文化空间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建立文化空间的档案和资料库。同

时，完善文化空间的标识系统，做好文化空间的挂牌工作

  非物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城乡特色塑造6.2

    依托山水资源本底，充分挖掘传统民俗特色文化与历史文化资源融合的现

代城镇内涵，塑造完美展示“历史+民俗+现代”的“三重底蕴融合发展的

现代宜居总体风貌特色。

  镇域风貌特色定位

现代城镇风貌区
   主要包括镇区中心县道707两侧的商业中心区，应注重整体协调与环境
质量，重点突出中心区的公共建筑景观、街廊轮廓、开敞空间，创作具有
标志性的建（构）筑物，集中布置若干组多层建筑群，丰富城市轮廓线，
同时通过公共绿地和建筑小品的设计、点缀，展示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
中心城区特色风貌。

自然生态风貌区
  充分尊重乡村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重点研究特色空间形态塑造，促进
与自然山水的融合的同时，传承城镇形态演变脉络，保护城镇原有的空间
肌理，延续历史文脉，提升城市空间人文品质。

传统文化风貌区
   结合地形和自然景观，优化布局，宜结合民族特色和居住习俗，灵活选
择多样式建筑形式，尊重和满足不同民族居民的居住需求。塑造“传统文
化色调为主的原乡风貌的居住风格，

  构建三大特色风貌分区



12

7.1 优化镇区空间结构

7.2 补充完善集镇区公共设施体系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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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镇区空间结构7.1   

 构建“一心、两轴、多片区”的国土空间格局

 “一心”：一心主要是指以镇政府、文化广场、学校，商业服务等为依托

的公共综合服务核心，引领未来镇区的发展。

“两轴”：主要是指东西向沿X707主要经济发展轴；南北向城乡融合发展

轴。

“多片区”：主要是指镇区形成的商旅融合发展区、传统民俗居住片区、产

业发展区等。



补充完善集镇区公共设施体系7.2

• 优先保障民生服务 ，重点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镇区适度增加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供给 ，提高生活品质 ，在县道707两侧集中布局 ，形成连续的公

共服务带。

•   优化生活空间布局。 以现状建设的居住片区格局为基础 ，梳理路网脉络 

，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水平 ，增设开敞空间 ，打造环境优美、生

活舒适的居住环境。

•   优先保障产业发展空间 。在县道707两侧布置集中商业用地。在镇区南

侧预留部分土地 ，未来发展一二三产融合产业 ， 促进乡镇产业发展 ，助

力乡村振兴。

  社会福利设施 
   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格局。

   文化设施 
  完善镇区的文化设施，增建文化
广场、村庄文化活动室等。

   集贸市场
   利用原供销社用地（闲置），同
时结合规划社会停车场，新建集
贸市场。

  商业、旅游业态设施 
   有效衔接西侧喀什河生态景观资

源并融入旅游业态规划；规划在镇

区西侧沿707县道两侧规划旅游商

业服务用地，以此提升旅游接待服

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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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规划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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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保障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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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示内容为草案公示，规划成果以最终批复文件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
问题，请与萨木于孜镇人民政府或伊宁县自然资源局联系。

【公示时间】
2025年5月1日至2025年5月30日

【公众意见反馈途径】

电子邮箱:  122548117@qq.com
                 791290143@qq.com
联系方式:  0999-4022830
                0999-4298109  
邮寄地址：伊宁县自然资源局(伊宁县富民路4号）
                 萨木于孜镇人民政府
邮编: 835100
(邮件标题或信封封面请注明:“伊宁县萨木于孜镇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