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水县尧禾镇人民政府
二零二四年八月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目标年至

2025年，远期目标年为2035年。

规划范围为尧禾镇行政管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234.97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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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尧禾

尧禾镇，隶属于陕西

省渭南市白水县。位

于白水县域的西北部，

东南与雷牙镇隔沟相

望，西与林皋镇、杜

康镇毗邻，西北以雁

门山为界与铜川市宜

君县五里镇相接，东

北以北洛河为界与北

塬镇、史官镇相邻。

境内交通便利，2条铁

路、2条高速，2条省

道穿镇而过，距白水

县城10公里，处于西

安市2小时交通圈内。

尧禾地处雁门山东南

麓与北洛河交接地带，

地势东南低、西北高。

镇域西北部为雁门山

将黄土高原分割成关

中平原和陕北高原，

东西延绵；北洛河贯

穿镇域东部，为黄河

支流渭河一级支流；

中部为尧禾塬，是白

水县域五大塬之一。

尧禾镇

尧禾镇

N N

N



这里是尧禾

尧禾镇气候属暖温带

大陆性季风气候，冬

春长夏秋短，早霜冻，

四季分明，降水偏少。

境内的动植物种类繁

多，农作物品种主要

有小麦、玉米、豆类、

薯类等；果树品种有

苹果、梨、桃、杏等；

林木品种有松树、柏

树、杨树等。

尧禾镇辖1个社区、

23个行政村，常

住人口为 25424

人，是白水县的

人口大镇。尧禾

大集是区域传统

集市，逢农历三、

九过会，主要以

农产品、日用品、

食品等交易为主，

规模较大，历史

悠久，是当地居

民和周边农民进

行商品交易的重

要场所。

尧禾镇坐落于雁门山南麓，历史上

雁门山古道自此穿过，将关中地区

与陕北地区紧密相连。明清至民国

时期，尧禾成为雁门山南北商人聚

集之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奠

定了尧禾重要的军事地位，自古乃

兵家必争之地，汉寨、唐寨、放马、

门公、车庄等村庄，均是由古代驻

军发展形成的村落，在以军屯故地

和农耕文化长期交融的历史长河下，

孕育了尧禾独特的特色民俗。







落实上位规划传导，区域协同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幸福尧禾”为总体目标，坚持“底线

思维、因地制宜、节约集约”的基本原则，推进“生态+农业+

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中国有机苹果第一镇”。

立足尧禾生态与农业的优势基础，依托白水县打造“全国苹果产业

示范区”的历史机遇，以苹果产业为突破口，加快构建生态有机农

业产业体系，打造渭北生态有机农产品基地，不断夯实乡村振兴基

础，加快实现从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转变。

保护好洛河、铁牛河、方山森林公园等重要生态资源，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综

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工程措施，遏制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提升

涵养水源功能，筑牢渭河流域黄土台塬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大对二、三产业的支持力度，引导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通

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引擎。

1.1 发展愿景与战略定位战

战略定位二：渭北生态有机农业先行镇

战略定位一：黄土台塬水土保持样板镇

战略定位三：渭南城乡融合发展重点镇



1.2 规划目标与指标体系

国土空间底线管控落
实到位。农业空间安
全稳固，水土保持更
加高效，以城镇为核
心、中心村为节点的
镇村体系结构更加合
理，基本形成集约高
效、宜居适度、山清
水秀的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

建成高品质的国土
空间。生态文明建
设持续深化，有机
农业实现高效增长，
生态环境得到系统
修复，国土空间潜
力得到深入挖掘，
形成更加集约、高
效的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建成
“中国有机苹果第
一镇”。

国土空间格局更加
和谐高效。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绿色
可持续的生产生活
方式全面形成，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全面
提升，全面建成
“新时代生态文明
幸福尧禾”。

围绕开发保护目标，落实《白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目标和约束性指标。建立可考核、可评价的目标指标

体系。包括10项指标，分为7项约束性指标和3项预期性指标。



1.3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严守耕地红线，助推生态农业发展

夯实生态本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优化镇村体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彰显地域特色，加强文化传承保护

提升城镇职能，助推区域协同发展





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规划图

◼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建立完善基本
农田储备区，实施现有耕地提质改造，促进耕地规模化、集中化。

2.1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N



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

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图

◼ 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地、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落实全
域生态保护红线，镇域范围内坚持严格保护、分级管控、损害追责、
违法严惩原则。

2.1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N



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

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图

◼ 基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优化城镇空间结
构，落实城镇开发边界，作为在一定时期内允许开展城镇开发和集中
建设的空间。

2.1

严格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N



◼ 按照“底线约束、节约集约，盘活存量、严控增量”的要求，划
定全镇村庄建设边界。合理确定宅基地用地规模，严格落实“一户一
宅”，坚决遏制村庄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引导农村宅基地集中布局。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全域村庄建设边界图

2.2

合理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明确未来村庄发展的空间边界

N



2.3 构建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构建“一屏一廊两区、一核两轴三点”的总体格局

一屏 一廊 两区

一核 两轴 三点

北部雁门山脉生态屏障 北洛河生态保护廊道
北部收水塬水土保持区
南部尧禾塬水土保持区

尧禾镇区
南北向发展轴
东西向发展轴

收水村
放马村
门公村

N



2.4 明确国土空间分区管控

生态保护区指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陆地区域，
主要为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的全部区域。

生态控制区指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修复、限制开发建
设的区域。主要位于北洛河、铁牛河等区域，包括河流、湿地、水库重要生态功能区。

农田保护区是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现状地类均为集中连片高产稳产
的耕地和具备改造潜力的稳定耕地，涉及镇域全部行政村。

城镇发展区主要布局在镇域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区域和其他城镇建设用地区。

乡村发展区指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
区域。

矿产能源发展区指为适应国家能源安全与矿业发展的重要陆域采矿区、战略性矿产储备区等区
域。





3.1 优化镇村体系结构

尧禾村

满义村

收水村

放马村

门公村

阿东村、水苏村、恒寨
村、太香村、支肥村、车
庄村、汉寨村、新武村、
唐寨村、五泉村、北盖村、
阿西村、田家洼村、百草
村、安乐村、子阿村、薛
圪崂村、李家塬村

镇村体系规划图

N



3.2 分类引导村庄有序发展

该类村庄主要结合

镇区规划，按城镇开发

边界内详规要求进行管

控，加快城乡产业融合

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逐步纳入镇区管理，推

进“村改居”进程，实

现农民就地城镇化。

此类村庄应优先编

制村庄规划，主要在原

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

改造提升，建设宜居宜

业的美丽村庄。强化主

导产业支撑，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加快农业现

代化发展。

尧禾村、满义村

收水村、放马村、门公村、恒寨村、支肥村、
新武村、水苏村、车庄村、太香村、汉寨村、
阿东村



3.2 分类引导村庄有序发展

统筹保护、利用与

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

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

和延续性。切实保护村

庄的传统选址、格局、

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

观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

境，全面保护文物古迹、

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

传统建筑。

搬迁撤并类村庄主

要严格限制新建、扩建

活动，统筹考虑拟迁入

或新建村庄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五泉村、北盖村、田家洼村、唐寨村、安乐村、
子阿村、薛圪崂村、百草村、阿西村

李家塬村



3.3 构建产业发展新体系

产业发展定位：

以“生态+农业+旅游一体化发展”为抓手，以苹果为亮点，夯实一产、延伸二产、提优三产，构建

生态文旅、有机农业、特色加工三大产业板块，形成一二三产并驾齐驱的发展体系。

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





4.1 耕地资源

4.2 建设用地



4.3 水资源

4.4 林草湿地资源

4.5 矿产资源

落实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布局

强化矿产资源勘察开发管控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调控方向；勘查开采与保护布局。

严格控制国家公益林林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进行固体矿产资源开发。

合理保护利
用林地资源

加强湿地资源
的保护利用

建设完善的林草资源保护体系，严格落实镇域林草资源
集中保护区，制定林地用途管制措施，强化林地、利用
监督管理。实施林草地用途管制，推进林地资源合理利
用，适当开发草地。

落实湿地资源保护目标，严格管控湿地空间，合理利用
开发湿地资源。

加强水生态保护

提高用水效率

提高用水效率

严控水资源利用上线

提高供水保障能力

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实行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双控
制。

规划期间，优化城乡供水系统布局，实施城乡融合发展，依托
城镇现有供水系统，逐步完善城乡供水管网一体化。

降低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推广节水器具加强节水型小区、节
水型单位创建工作；完善农村集中供水和节水设施配套建设。

强化重要河流和湖泊湿地管控。严格功能分区管控要求，严格
水域岸线用途管制，严格限制建设项目侵占或损害河流生态空
间保护。

统筹治理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农业退水、城乡污水，推进生态
沟道、污水净塘、人工湿地、淤积坝等生态拦截净化工程，加强
污水处置设施建设和提标改造，逐年提升农村污水处理覆盖率。





5.1 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图

2

N



5.2 构建多元文化传承发展序列

尧禾古镇

雁门山古道文化
保护带

尧禾塬历史文化
遗产集聚区

       充分挖掘尧禾古镇历史人文资源，以
“尧禾古镇、商旅通衢”为主题，打造具有
陕北关中民俗文化交融的传统文化体验地，
进一步弘扬尧禾美食、通衢文化、传统民俗
等地域特色，强化历史文物、历史环境、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展示与活化利用。

       以尧禾塬军屯文化为保护主题，统筹整
合尧禾塬上“恒寨、汉寨、唐寨”等传统军
屯文化节点，重点保护槐沟河摩崖造像、恒
寨遗址、等历史文化遗存，推动区域内各村
社火、麦秸画、老鼓、锅盔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打造历史文化与
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区。

       以雁门山古道线路为保护展示线索，依
托现有交通体系串联沿线村落、历史遗存及
自然景观，基于自古以来关中地区与陕北地
区贸易互通、文化交融，构建雁门山古道历
史文化保护展示带。



5.3 塑造特色景观风貌分区格局

全域景观风貌规划图

形成“尧禾塬田园聚落风貌区、北洛河川水河谷风貌区、雁

门山梁峁森林风貌区”3大风貌区。

以“主题化、生态化、集约化”的发展目标为导向，形成“一核两廊”的

全域魅力空间格局。

人文—生态魅力风景廊道

一个魅力核心 城镇核心魅力空间

田园—民俗魅力景观廊道

N





6.1 农业空间综合整治与修复



6.2 生态空间综合整治与修复



6.3 城镇空间综合整治与修复

重点为尧禾镇区的低效空间，

通过低效建设用地整理，实

施城乡增减挂钩，挖掘存量，

加强存量资产优化整合、更

新改造、盘活利用，促进城

乡一体化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重点为李家塬撤并搬迁类村

庄，以及农村偏远、零散、

低效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

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原则进行复垦。





7.1 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

镇域交通规划图

N



7.2 普惠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N



7.3 绿色安全的市政设施体系



7.3 绿色安全的市政设施体系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图

基础设施规划图

N

N





8.1 加强规划实施传导

县 总体



8.2 制定近期建设计划



8.3 建立保障措施

三、健全完善公众监督机制

二、全面实施规划评估调整机制

一、严格落实规划监督管理办法

严格落实白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监督管理办法，以“三线”管

控和开发强度作为国土空间管控的底线，对全镇土地使用和各项建设

进行监督管理、控制和违法行为查处；严格落实和完善规划目标管理

责任制，强化管理监督。

按照“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评估机制，定期评估规划主

要目标、空间布局、重大工程及项目等执行情况，以及各行政村对本

规划的落实情况。因全镇发展战略和发展布局做出重大调整、国家、

省、市级重大项目落实等，确需修改规划的情况，依法依规进行申报

审批。

健全完善公众监督的长效机制，鼓励公众、村民多层次参与规划

实施监督，调动媒体舆论力量进行宣传，提高社会对国土空间规划的

认知，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广泛发动社会团体、相关机构和专家

学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土空间规划的监督管理，推动社会团体参与

国土空间规划过程实施监督的规范化、常态化和制度化。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白水县自然资源局、尧禾镇人民政府联系。
本规划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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