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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分为全域和镇区两个层次。全域规划范围为保安镇

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107.81平方千米。镇区规划

范围为镇政府驻地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

规划期限：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规划基期为2020年，

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远期目标年为2035年。

规划范围及区位图



02 目标定位

传承“仓颉造字”文化，发挥“省级特色旅游名镇”优势，推

动旅游设施建设，创建文旅品牌，将保安镇打造成“汉字故里”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基于农业生产和生猪、肉兔等畜禽养殖优势，

建设畜禽屠宰加工厂、冷链、物流及相关配套设施，培育龙头企业，

建成“县级畜禽产业发展引领区”；以新材料生产为引领，加大硅

石等非金属材料开发，加大科技投入，构建新型建材精深加工全产

业链，使保安镇成为“县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汉字故里”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深度挖掘仓颉造字和河洛文化，推动仓颉康养度假区项目落地，完善

仓颉小镇、“亲农·溪乐谷”等景区设施配套，形成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产

业功能叠加的空间格局，使保安镇成为“汉字故里”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县级畜禽产业发展引领区

依托欧标肉兔等龙头企业，发挥“秦岭野丫头”品牌效应，做强畜禽

产业，构建多元化、全链条产业体系，打造畜禽产业生态圈，打造集宰加工

厂、冷链、物流等为一体的“县级畜禽产业发展引领区”。

以华新新型材料产业园、洛南县硅石产业发展园区为重要载体和引擎，

加快培育新材料制造、清洁能源等新兴制造业，推动延链、补链、强链，构

建现代工业产业集群，打造“县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县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0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两区：北部秦岭主梁水源涵养及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南部特色农业发

展区

三廊：伊洛河生态廊道、文峪河生态廊道、保安河生态廊道

一轴：省道101城乡综合发展轴

一核：城镇综合服务核心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两区三廊，一轴一核



04 重要控制线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耕地保护目标1198.83公顷（1.80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面积922.90公顷（1.38万亩）。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3279.34公顷（4.92万亩）。

城镇开发边界：城镇开发边界面积107.09公顷（0.16万亩），其中城

镇集中建设区105.66公顷，城镇弹性发展区1.43公顷。

其他重要控制线：落实上位规划划定的洪涝风险控制线和历史文化保

护线，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05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统筹布局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加强全域全要素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细化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规划分区与管控

要求，对镇域国土空间保护与利用做出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

规划划定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

展区、乡村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区等6类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06 重点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镇村体系：引导镇村体系优化布局，综合考虑发展潜力与规划定位，形

成“城镇-中心村-一般村”三级镇村体系。

村庄分类：明确村庄分类，分类引导村庄布局，保安镇集聚提升类村庄

6个，城郊融合类村庄3个，特色保护类村庄1个，搬迁撤并类村庄2个。

分类引导村庄布局

村庄布点规划图



06 重点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做大做强特色农产品加工

以仓圣湖现代产业园区为载体，大力推动核桃、板栗、中

药材、食用菌、蔬菜等特色农产品为主的种植业体系转型升级。

突出发展农产品加工，重点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推进产业集

中集聚发展。

推动现代化旅游产业发展

依托仓颉传说、溪乐谷等旅游资源，做好旅游项目建设保

障工作，支持仓颉小镇、“亲农·溪乐谷”、仓圣湖等景区开发

建设，利用“仓颉传说”文化典故深入挖掘汉字文化，开发相关

旅游产品，打造“汉字故里”“中华字都”的金字招牌，促进旅

游产业发展。



06 重点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分级分类配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构建“镇级-中心

村级-一般村级”三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按照3个层级配

置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设施，推进

城镇要素共享、互通互融。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与风貌塑造

加强全镇4处文物保护单位、1处历史建筑保护，以苍

圣社区“侧柏”、北斗村“侧柏”等为重点，系统保护全

镇古树名木。

加强仓颉小镇和滨河建设管控，突出公共空间系统化

塑造和品质化打造。

 统筹资源开发利用保护

加快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切

实推进造林绿化，加强湿地用途管控；严控用水总量，加

强水源地保护，提高供水保障能力；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布局，有序推进矿产资源开发。



06 重点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实施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围绕提升湿地水源涵养功能，实施伊洛河国家湿地公园项目，

保护和恢复湿地生态环境。

湿地生态修复

在镇域浅山丘陵和中山区深入实施天保工程，重点加强天然林

保护，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

森林生态修复

对镇域伊洛河、保安河、文峪河实施综合治理，加强伊洛河上

游水源地、保安镇窄口地下水水源地保护。

水环境和水生态修复

在镇域范围内实施尾矿库综合治理和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全面

提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水平。

矿山生态修复

以伊洛河、保安河、文峪河为重点，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

土保持治理工程，加强秦岭区域水土流失防治。

水土流失治理

坚持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统筹推进黄河流域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及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农用地整治

在全镇范围内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工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积极盘活闲置、废弃宅基地，引导村庄建设用地减量化。

建设用地整治



06 重点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构建城乡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由省道、县道、乡道构成的综合交通体

系，到2035年，基本实现30分钟通达洛南县中心城区和各重点乡镇，1

小时通达商洛市区和西安市区，2小时到达渭南市区。

构建“一横四纵”的公路网络。“一横”是指省道101，“四纵”是

指乡道213、县道212、乡道303、乡道212。到2035年，实现全域通三

级及以上公路。

交通体系建设

综合交通规划图



06 重点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基础设施布局

供水
加强水源地管控；推动

城乡一体化供水，城乡供水

工程实现全覆盖，城镇供水

普及率达到100%。

污水

电力 通信

燃气 供热

环卫 邮政

优化排水体制；完善污

水设施布局；预留雨水蓄滞

空间和行泄通道。

推动电源结构清洁化；

完善输变电设施建设；明确

电力走廊控制要求。

扩大通信设施覆盖范围，

推进光纤入户、优化无线网

络覆盖，实现全域5G网络

连续覆盖。

燃气气源以压缩天然气

为主，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

为辅，完善燃气输配系统。

建立“村收集-镇转运-

县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

各行政村至少设置1座公厕。

提高供热普及率，镇区

以集中供热为主，农村地区

以分户供热为主。

加强邮政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农村物流业，各村结合

实际设置邮政服务点。



06 重点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构建标准适度的防洪排涝体系，镇区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农村

地区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推动伊洛河、保安河、文峪河堤防建设。

完善防洪排涝治理体系

全面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明确灾害防治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全域按地震烈度VII度设防，完善地震应急救援和应急避难设施

系统，紧急避震疏散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1平方米。

提升抗震防灾能力

构建“镇级-村级”两级人防体系，镇区结合人民政府所在地设

置人防指挥中心一处，各村建立指挥点。

完善人防工程体系

完善消防灭火检测及救援指挥体系，在镇区规划新建一处消防所，

行政村设置消防器材室及义务消防队。

明确消防设施布局

建立层级明确的“镇级-村级”两级卫生防疫体系，在镇区储备

一定规模与数量的集中隔离点。

提升公共卫生防疫标准



07 镇区空间布局

洛南县重要的旅游服务中心

休闲康养基地

生态宜居魅力小镇

人口规模

引导镇域人口逐步向镇

区集聚，到2035年，镇

区人口规模控制在1万

人。

建设规模

到2035年，镇区城镇开

发边界面积为105.66公

顷，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105.66平方米。

充分发挥自然、人文、历史等丰富的资源优势，强化旅游服

务保障，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建设现代化旅游服务中心。依托生

态环境以及中药材资源等优势，完善苍圣社区康养设施，推动康

养基地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镇区综合承载能力，全面打

造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生态宜居魅力小镇。

城镇性质



07 镇区空间布局

依托河流资源形成滨水景观带，强化城镇发展轴，明确三大功能片区，

规划形成“一心两带，两轴三片区”的空间结构。

一心：镇区综合服务核心

两带：沿伊洛河和保安河形成的滨水景观带

两轴：依托北部保安街路和南部仓颉路形成的两条城镇发展主轴

三片区：中部综合服务片区、仓颉小镇文旅康养片区、西部生态居住

片区

一心两带，两轴三片区

镇区功能结构规划图



08 规划实施保障

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规划传导

完善评估监测预警机制

明确规划指标

绩效考核机制

健全完善公众

监督长效机制

实行实时监测

实施动态维护

建立定期评估机制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

加强党的领导

强化规划严肃性，规划一经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

改、违规变更。

落实党委和政府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主体责任

按照全域覆盖、边界闭合、上下贯穿、编管协同的原则，划定

全域详细规划编制单元，确定单元类型、主导功能及指引内容，

指导单元层面和实施层面详细规划编制。

对详细规划编制指引和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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