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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高台县巷道镇太安村村庄规划（2020-2035年）》

规划说明

一、项目名称

《张掖市高台县巷道镇太安村村庄规划（2020-2035年）》

二、村庄类型

综合考虑太安村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根据《甘肃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

行）》村庄分类指引，确定太安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太安村村域范围，总面积 295.0706公顷（以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确定的村级调查区为准）。

四、规划期限

太安村规划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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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确定太安村定位为：

高品质供港蔬菜基地，高台县一村一品典范，巷道镇特色农业极核，产村

融合生态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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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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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产村融合生态示范村。

六、产业发展规划

（一）产业定位

以种养殖、瓜菜制种为主导产业，深度挖潜延伸产业链条，将太安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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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为：供港农副产品生产地、城郊农业体验集中地、乡村文旅休闲示范地。

 

（二）产业发展策略

夯实基础产业。进一步优化提升耕地耕作条件，全面提高种植业农产品的

产量和质量，以高品质的农产品作为太安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点。

构建村域设施生活圈体系。规划期末全面建成“全村域”和“基本居民点”

两级设施生活圈体系，更高水平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大力积极培育以亲子活动、花田、牧业工坊、供港蔬菜采摘、乡村民宿为

主的旅游服务业，助力巷道镇全域旅游发展，吸引资本和创业人口，扩大就业、

提高村民收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发展效率。

（三）产业空间布局

结合太安村资源本底及发展现状，确定太安村产业空间布局结构为“一核、

两轴、三片区”，其中：

一核是乡村农业文旅极核，处于两条产业发展轴交汇处，发展乡村民宿、

农副产品加工包装分拣、电商微物流、综合商业等业态；

两轴是依托村庄主要东西向交通干道的产业发展主轴，串联各产业片区；

依托南北向村庄支路的田园风光发展次轴；串联农牧业生产实业设施、乡村旅

游产业实体设施和农业空间；

三片区是以富辉综合养殖场和牧业工坊为核心的农牧业产品养殖加工体验

区；以采摘园游客中心及其附属采摘用地、民宿酒店、村委会建筑群组成的乡

村农事文旅发展区；以千亩港菜基地、加工包装车间、连体温室大棚、商用冷

库、电商服务中心等构成的港菜特色发展区。

七、村庄发展规模

（一）人口规模

综合考虑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产业发展为太安村带来的综合影响，确定太

安村至近期规划期末 2025年户籍人口为 1120人，常住人口为 1008人；远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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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户籍人口规模为 1163人，常住人口为 1046人。

（二）用地规模

至规划期末 2035年，太安村建设用地规模为 26.27公顷。

八、国土空间用地布局

依据高台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结合太安村现状实际，落实太安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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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空间总面积 26.27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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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96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91.15%。其中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为 218.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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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1.14%，均为一般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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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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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用地结构调整

至 2035 年，全村农业空间面积由现状基年的 254.74 公顷，调整为 268.96

公顷，增加了 14.22公顷，其增加是为满足村庄产业和经济长远发展所需的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需求，增加地类为种植设施建设用地、村庄内部道路用地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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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公顷，调整为 3.37公顷，

减少 3.88公顷，主要减少面积为集中养殖小区建设，养殖业是太安村主导产业

之一，集中建设养殖小区促进养殖业发展，同时隔绝养殖业对人居环境的污染。

（三）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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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规划期末 2035 年，全村建设用地面积由 22.52公顷调整为 26.27公顷，

增加了 3.75公顷。本着集约节约的原则，太安村农村宅基地呈下降趋势，建设

用地增加主要为促进村庄产业发展的商业设施用地及为改善人居环境增加的公

用设施用地、绿地开敞空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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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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