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罕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2022年8月

公示稿



框架
CONIENTS

⚫ 第一部分 背景机遇

⚫ 第二部分 发展目标与战略

⚫ 第三部分 国土空间格局

⚫ 第四部分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 第五部分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 第六部分 城乡融合发展

⚫ 第七部分 中心城区国土空间优化

⚫ 第八部分 规划传导



01
背景
机遇 规划背景

发展机遇

01

02



规划背景

坚持底线思维，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把城镇、 农

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

逾越的红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特点，体现本地优势和特色。

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内蒙古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

展的先行示范城市

打造 “美丽青城、草原都

市”亮丽风景线

四大经

济圈

四个区

域中心

五宜城

市

六大产

业集群

三个城

市



新平台
板块加快联动

发展

新基建

区域加快互联互通、

现代化货运物流新

发展

新经济

带来城市发展新变

革

✓ “一带一路”倡议

✓ 黄河“几”字湾城市群协同发展

✓ 京津冀协调发展

✓ 大数据产业引领,东数西算工程的

提出

发展机遇

区域一体化发展

✓ 深度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经济圈

✓ 积极引领呼包鄂乌一小时经济圈

国际航空枢纽和交通走廊

✓ 铁路，公路和航空等交通模式并驾齐驱，助力区域

发展

✓ 立足呼包鄂 面向京津冀 辐射全中国 连通蒙俄欧

国家战略重构

科技创新、活力业态

✓ 科技创新加强与驻区高校院所的

战略合作，打造一流双创基地。

✓ 形成“光伏+”“半导体+”两大

产业组团。

✓ 打造首府核心行政商务区。

✓ 加快发展专业物流，打造首府重

要物流节点。

✓ 以工业思维谋划农业新模式。

✓ 打造航天小镇、马鬃山滑雪产业

链等一批新型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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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

区域创新发展

协同区

区域性文化会

展中心

新型产业及现代

服务业发展区

城乡协调的和

谐宜居示范区

面向中蒙俄经

济走廊的核心

物流枢纽



发展战略与目标

◼ 区域创新发展协同区
呼和浩特市金山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园三区

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园两区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一联动产业

◼ 区域性文化会展中心
推动丰州古城遗址、白塔火车站旧址、万部华严经塔的保护与利用

打造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国家向北开放的国际展览中心

航天展示基地

军事主题公园

冰雪文化展示

◼ 新型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发展区
科技创新，实施系列“强链”“延链”“建链”行动

培育“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载体平台

打造核心行政商务区

增强总部经济效应

创新发展现代物流

都市商业能级提升

家庭服务扩容提质



发展战略与目标

◼ 城乡协调的和谐宜居示范区
构建从田间、牧场到餐桌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构建全域生态网络，推进绿道和口袋公园建设

构建城乡社区生活服务圈

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完善区、镇、村三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 面向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核心物流枢纽
推动沙梁物流园全面发展，

促进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

白塔物流园打造内蒙古智慧物流大数据中心，

 实现集约化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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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两带、四区、多廊”的生态空间格局

生态格局

大黑河生态带与什拉乌素河生态带两带

以中间贯穿的大小河流为基础，构建生态廊道多廊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区；水土保持功能区；人居

环境生态提升功能区；农田生态环境功能区。四区



构建”四带、五区、多点“的农业空间格局

优 质 粮 食 主 产 区 、 城 郊

设 施 农 业 区 、 绿 色 果 蔬

生 产 区 、 山 地 林 果 种 植

区 、 特 色 农 林 产 品 综 合

区

特 色 农 业 发 展 带 、 生

态 农 业 旅 游 带 、 休 闲

农 业 观 光 带 、 畜 牧 养

殖 产 业 带

以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为

代 表 的 一 批 种 养 殖

基 地

农业格局

四带 多点五区



严格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

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实施永
久特殊保护的耕
地。

合理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

在一定时期内因
城镇发展需要，
可以集中进行城
镇开发建设，防
止城镇无序蔓延。

优先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

在生态空间范围
内具有特殊重要
生态功能、必须
强制性严格保护
的区域。

禁止农业开发占用生
态保护红线；新增建
设采用正面清单管理：
除必要的生态保护类、
特殊建设用地外，原
有建设用地不得改扩
建，应逐步退出。

在符合生态保护和农
业条件的基础上，积
极实施现有耕地提质
改造，农用地整理等
工程，促使基本农田
朝着规模化和集中化
方向发展。

以规划建设用地总量
为基础，根据全域城
乡空间格局划定城镇
开发边界。

三区三线划定



生态保
护区

农田
保护区

城镇
发展区

生态
控制区

乡村
发展区

以国土空间的保护与保留、开发与利用两大管控属性为基础合
理配置空间资源，市域形成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
护区、城镇发展区及乡村发展区5大类基本分区。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国土空间用途结构优化

严格保护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

强化耕地质量和数量占补平

衡，坚持“占一补一，占优

补优”，确保补充耕地数量

质量双到位。

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建

设，合理优化永久基本农田

布局，确保永久基本农田总

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稳定生态用地

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基本稳定实有林地

资源，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严禁在生态脆弱和环境

敏感地区进行土地开发。加快湿地保护、修复与建设，

形成湿地资源保护网络体系。

控制建设用地
总量与强度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内部结构，

加快村庄用地布局统一规划，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乡

村振兴发展需求；加大城市

更新力度，整合优化用地布

局，推进城市由增量扩张向

存量优化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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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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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全域
综合整治

矿山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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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
实现格局优化、系统稳定、功能提升，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 具体任务

01 02 03

全面治理水土
流失

完善森林保护
机制

维护河湖水系
正常生态功能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



◼ 整治重点区域

➢ 确定全域综合整治面积共计41131.77公顷。

➢ 根据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综合整治的主导方向，安排整治重点项目工程。

农用地整治重
点区

分区 面积（公顷） 重大工程

农用地整治重点区 36131.36 高标准农田建设重大工程

建设用地整治重点
区

5000.41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
目、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

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

促进区域自理能力，提高公共空间利用效率



主要内容：

矿山生态修复

分类管控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图

矿山修复后主要建议：
矿山生态修复中的建设用地指标
交易激励 （ “矿山修复+产业融合”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建设用地指标省域内
交易模式）



山水林田湖草沙
整体保护与利用

水资源保护与利
用

耕地资源保护与
利用

林地资源保护与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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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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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矿产资源保护与
利用

自然保护地体系



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利用

强化“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意
识，按照生态系统
的整体性、系统性，
进行自然资源整体
保护，形成全域全
要素整体保护格局。



调整和优化
用水结构,提
高用水效率

提高生物多样
性，深入挖掘
水域修复能力

加强现有湿地资
源保护，完善湿
地管理体系

保护自然河网
水系，提高水
生态能力

3 421

水资源利用和湿地保护



解决
措施

优化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资源布局，提升资源质量

严格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资源管理，完善资
源保障机制

避免耕地闲置，提高资源利用率

耕地资源保护利用



严格落实林地用途管制，构

建森林资源一体化监测体系，

加强林地资源保护，稳定林

地资源总量；加强沿河林带

和其他水系林网、道路林网、

农田林网建设。

鼓励农户主动退耕还林，降低因

林地被大量占用不断缩小的森林

面积。将闲置荒山纳入林地范围，

人工栽植成为有利用价值的林地；

同时实施奖励机制，鼓励经营人

员对产量低、效率低的林地实施

合理有效的改造，提高整个林地

的利用率。

合理调整公益林地结构和用

材林、经济林等商品生产林

地结构，优化林地资源配置；

优先保障重点公益林地的发

展空间，加强对公益林的经

营管理，提升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检疫和防治能力，加

强综合治理能力。

林地资源保护利用



健全相关制度

推动各类自然保护地科学

设置，建立自然生态系统

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

式。

健全信息联动制度，加大部

门之间的交流，强化监管制

度。

加强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

能力，运用数字化、信息

化技术，形成统一的监测

体系。

明确保护目标 加强监测能力

自然保护地体系



严控矿产资源开发总量，

优化矿产资源利用

推进绿色矿业发展，构建

矿产资源长效发展机制

加强生态保护，深化

资源开发监测

矿产资源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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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重点镇:包括金河镇、黄合少镇。

◼ 1个一般镇:榆林镇。

城镇体系

构建1个中心城区、2个中心镇、1个一般

镇城镇体系



综合交通体系

依托呼市整体交通网络布局，增强区域交通服务能力。强化东

西、南北及西南高速通道，加快推进高速铁路建设，完善铁路客运枢

纽体系，提升呼市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及地区的互联互通。

市级：形成“一环六横四纵”高速公路网络。新增机场高速、

呼鄂高速、呼凉高速、呼二高速，原机场高速升级改造为城市主干道。

赛罕：构建“一横二纵”高速公路布局体系，形成“一主两辅”

铁路客运枢纽体系。构建“三枢纽五园区八支点”物流设施布局。

沙良陆港物流枢纽、新机场空港物流枢纽、中心城区西部物流枢纽

规划新建S29高速公路

承接市级交通功能，构建高质量交通网络

京包
高速
铁路



公共服务设施
“以人为本，公平普惠”

构建“城乡两类，城市四级、乡村三级”服务体系

单 击 此 处 添 加 标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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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
◼ 形成“一核、两轴、三廊、八片、六中心”空间结构

➢ 一核：以自治区党政办公区、呼和浩特企业总部基地为中心形成强有力的商务政务核。

➢ 两轴:落实呼和浩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东部新区发展轴，将东部政务中心、东部商务

核心区、东部文化绿廊、军事主体公园等空间串联；沿东部商务核心区向东延伸至白塔

组团，串联东部片区商业、商务中心，形成白塔延伸发展轴。

➢ 三廊:南部以大黑河为生态走廊划分城区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并作为城市发展的南边

界；东部哈拉更沟与城区小黑河汇总至商务政务核心区。

➢ 八片:西把栅片区、小黑河片区、保全庄片区、商务政务核心区、白塔片区、东和片区、

金沙片区。

➢ 六中心:4个片区综合服务中心、2个产业发展中心。



构建“一地标、六重点”商圈

一地标：结合东站高铁片区与商务中心，打造商务出行首选地与

精品承载地（落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六重点商圈:摩尔城重点商圈、永泰城重点商圈、凯德广场重点商

圈、内大周边重点商圈（落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4个商

圈）、结合保全庄片区和白塔片区分别打造2处重点商圈。

中心体系



绿地系统

一廊：以大黑河及两侧绿带为主，形成大黑河主要绿地廊道；

两楔：以大黑河为起点，通过城市绿带及开敞空间形成绿楔，

将外部生态绿地向城市渗透；

三带：以小黑河景观带、丝绸之路景观带、科尔沁景观带为主，

形成三条景观带；

一环：以新华东街-兴安南路-阿拉坦大街-巴彦塔拉路-规划绿

带-如意河景观带形成休闲景观绿环；

多点串联：以沿街绿带公园为主，串联城市公园。

构建”一廊两楔、三带一环、多点串联”绿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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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传导

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统领，以专

项规划为支撑，统筹各级各类空间规划，形成全域覆盖、分

层管理、分类指导、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总

体规划对各级各类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确保各项规划在总

体要求上方向一致，在空间配置上相互协调，在时序安排上

科学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