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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本规划是察哈尔右翼后旗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

图 ，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将原主体功能区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

实现“多规合一”，是编制察哈尔右翼后旗下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实施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是引领察哈尔右翼后旗城市创新转型、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的战略蓝图和政策平台。

按照国家、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要求，我旗自2021年3月组织

开展了《察哈尔右翼后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编

制工作，通过近两年的规划研究、意见征询、修改完善，形成了本

次阶段成果，特此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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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右翼后旗位于乌兰察布市正北端，与锡林郭勒接壤，是乌兰察布

市北门户，境内草场丰茂，矿石资源、风能储量丰富。位于乌拉哈达苏木的火

车草原地貌独特，景色优美，闻名全国。

“十四五”时期，我国明确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主要

目标，是察哈尔右翼后旗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高质量发展，发挥

区位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大机遇期。

按照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总体要求 ，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深刻把握

察哈尔右翼后旗新使命新担当，全面对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 ，深入贯彻上级工作部署 ，依据察哈尔右翼后旗自然禀赋特征和城

镇发展趋势，着力在破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突出矛盾和问题过程中推动高质

量发展， 提出未来十五年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总体格局和安排。

1.1 规划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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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为察哈尔右翼后旗行政辖区范围， 旗域国土面积3782.94平方

公里。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 ，近期到202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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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思想

 目标定位



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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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北疆生态屏障重要节点

全国闻名“火山草原”文化旅游目的地

2.2 目标定位

察哈尔右翼后旗建设成为乌兰察布北门户，草原旅游节

点城镇，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自治区生态园林城

镇典范。

国家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和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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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土空间发展目标

未来察哈尔右翼后旗形成生态引领、宜居宜游、开放共享的国土

空间格局。

◼ 生态空间目标

发挥草原底色特征，推进火山草原生态旅游功能区构建。

依托生态修复手段，保障山水林田湖草多要素生态格局的完

整性和稳定性，筑牢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 农业空间目标

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优先保障优质连片草原、耕地，打造国

家重要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转化后旗自然生态特色为发展优势，积极探索新能源产业布局。

◼ 城乡空间目标

降碳减排，能耗双控，推动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工业向园

区集聚。

塑造草原文化旅游IP，促进旅游向乡镇分散，发挥枢纽作用，

强化区域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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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以阴山山脉中的乌兰哈达火山群为主体，构建全旗生态绿心。

“一带”:延续西部地区草场资源分布密集区，形成草原生态连绵带。

“林水相间”:广域分布的湿地，林地等。

包括天鹅湖湿地保护区、石门口水库、察汗淖尔湖，白音淖海子、

乌兰忽少海子、土牧尔台林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

构建“一山一带，林水相间”的生态空间保护格局

3.1 山青水秀的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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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划定农牧业空间，促进农业基地发展

优势发展区：该区水源丰富，是察哈尔右翼后旗农业优势发展区域。

农牧交错区：农牧交错发展均有一定潜力。

3.2 科学高效的农业空间

商品薯基地

商品薯基地

商品薯基地
商品薯基地

种薯基地

种薯基地

种薯基地

种薯基地 肉牛肉羊产业基地

肉牛肉羊产业基地

肉牛肉羊产业基地

生猪养殖基地

生猪养殖基地
冷凉蔬菜生产基地

奶牛基地

乌兰哈达苏木

土牧尔台镇

当郎忽洞苏木

红格尔图镇

白音察干镇

锡勒乡 贲红镇

大六号镇

旱作雨养区：生态较脆弱，在旱作雨养区实施土壤修复和培肥地力
工程，畜牧业以肉牛养殖为主，加大舍饲养殖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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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即其他镇苏木乡。

“一核“：即中心城区及建材化工园区组团，作为旗域城镇体系的核心。

“一轴”：即区域综合发展轴，作为察哈尔右翼后旗区域城镇发展的大动脉。

3.3 集约紧凑的城镇空间

高效管控城镇空间，构建“一核一轴三副多点”的城镇空间格局。

“三副”：即在城镇发展大动脉上的三个次一级城镇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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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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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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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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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

集约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

优先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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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规划建设用地总量

锁定为前提 ，根据全

市城乡空间格局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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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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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协调，促进全域开放发展

 生态引领，构筑绿色生态格局

 特色主导、加快产业转型发展

 要素统筹，推进城乡品质发展



生态协调：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发挥生态节点作
用，共筑北疆生态屏障

阴山支脉

构建以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功能的山体生态屏障，重点建

设“地质公园+生态湿地”自然保护地体系。

草原生态保护带

重点加强旗域北部草原保护带和西部草原连绵区的生态保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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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协调：提升区域综合交通设施建设水平，加
强与区域重点交通枢纽的衔接。

加快公路、铁路建设，加快G5511集阿高速、S22呼白高速建设开通，完善集二铁

路、集通线扩能改造建设，新建集通长高铁及集宁-二连浩特高铁后旗段，推进国家物

流园区建设，强化与蒙俄和腹地连接，加快融入国家高铁网络，积极发展通用航空，

推动民用空间开放，加快推进通用机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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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引进来

品质走出去

产业协调：对接内外，促进优势产业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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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协调：推进城乡融合，落实乡村振兴

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寻求发展机遇，统筹城市乡村发展，积极引导产业下乡，促进

“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

优化乡村布局，推动村庄与周边差异化发展，依托资源禀赋，发掘自身特色，注重

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形成一批有内涵、高品质服务型村落，促进服务型产业落地。

01
聚类提升类村庄

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
振人气，增添活力、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建设
宜居宜业的美丽村庄。

02
城郊融合类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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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上保留乡村风貌,治理上
体现城市水平。

03
特色保护类村庄

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发展乡
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
展良性互促机制。

04
搬迁搬并类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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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其他一般村庄

保持环境整洁卫生,做好长效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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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态引领，构筑绿色生态格局

“保本底+提品质”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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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引导发展

明确两大自然保护地

分类指引自然保护地发展

逐步形成以为内蒙古乌兰察布国家地质公园为主体、内蒙古察哈
尔右翼后旗天鹅湖自治区湿地公园等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

内蒙古乌兰察布国家地质公园以保护地质环境为基础，适度发展
草原观光、火山旅游等项目。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天鹅湖自治区湿地公园以水源涵养、生物
多样性修复等功能为主。

旅游观光

生物多样性

4.2 生态引领，构筑绿色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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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

综合考虑显性生态问题区域及隐性冲突胁迫区域，将“治顽疾”和“治

未病”双管齐下。通过修山、理水、护林、保田、融绿、整地、通廊等措施，

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4.2 生态引领，构筑绿色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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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业土地整治修复

提高农业节水灌溉水平，推进“旱改水”

将符合土地整治条件的耕地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

农用地整治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新区建设与

存量改造结合、存量指标挂钩、空间再利用

政府统一收购、统一出租

打造艺术村、田园村、文创村

引入外来资本，激发村民活力

打造民宿、康养社区

建设美丽乡村，推动美丽升级

保留农业空间，兼顾生态游憩发展

退二优二、退二进三 集体用地盘活 优化人居空间推动乡村振兴

全域：推动城镇、采矿、农村宅基地等用地的更新

3.5生态引领，构筑绿色生态格局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综合整治

低效闲置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农用地整治

整治潜力评价

优利用

4.2 生态引领，构筑绿色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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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北疆特色的察哈尔火山草原文化旅游目的地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物流枢纽中心

面向全国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

国家重要的现代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

4.3 特色主导、加快产业转型发展

谋划高质量发展蓝图，构建产业体系和
全域产业布局结构

“222” 主导产业体系

1、提升发展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2大特色主导产业。

2、着力发展现代化工、新材料2个优势产业。

3、积极培育和发展商贸物流、新能源2个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

主
导
产
业
选
择

产
业
发
展
定
位

构建“一心、一核、三园、三区、

多点”的产业布局结构。

一心：白音察干镇产业综合服务核心。

一核：乌兰哈达火山旅游核。

三园：化工深加工产业园、建材新材料

产业园、原材料产业园。

三区：划分三大农牧业功能区，分别为

旱作雨养区、优势发展区和农牧交错区。

多点：根据产业类型，分为三类点状开

发区，分别为工业发展项目区、物流项目

区和特色小镇旅游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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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完善农牧业产业体系，科学划定农牧业空间

第二产业：加快优势特色产业升级，积极培育战略新兴产业

1、依托“品牌薯业（马铃薯）、

优质肉业（牛羊猪肉）、特色蔬菜

（冷凉菜）、杂粮杂豆”优势，延伸

产业链，构建现代农业、初级加工、

深度加工、农业旅游的大农业产业体

系。

2、综合考虑苏木乡镇农牧业资源

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

基础等因素，划定农牧业功能区：旱

作雨养区、优势发展区和农牧交错区。

4.3 特色主导、加快产业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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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打造乌兰哈达火山草原生态旅游，发展特色小镇

特色小镇主
题

特色小镇（自然村）

火山地质文
化主题

阳高房、马家村、牛明村、哈力忽洞、前榆树营、足
力格图、哈力恩格尔、二榆树沟、莫盖图、旱海、黄
小村、哈力忽洞、乌兰哈达（前进村）、阿力乌素、

庙沟、陈家村、兰家村、白音诺尔
历史文创主

题
常格尔营、察汗不浪、黄羊城、阿贵庙

后旗红美食
主题

七倾地、穆家地

农耕康养主
题

丰裕村（前街村）、大井村、绿洲村

草原水域风
光主题

红旗庙、丁木齐沟、石门口、杨上山、哈拉沟、东大
湾

红色文化主
题

红格尔图村

冰雪运动主
题

大德堂、大六号

构建“一核心、八基地、多特色小镇”

的旗域旅游服务等级结构。

构建“一核、一心、一带、五组团”

的旅游产业空间布局结构。

一核：乌兰哈达火山草原度假核。

一心：白音察干旅游集散中心。

一带：依托乌兰哈达火山草原度假核吸引

力和白音察干镇旅游集散能力，沿主要交

通干道线性辐射，链接五大旅游组团，打

造火山草原旅游辐射带。

五组团：草原丝路观光游憩组团、历史访

古文化创意组团、山水康养文化体验组团、

辉腾锡勒草原休闲组团、镇村民俗冰雪运

动组团。

4.3 特色主导、加快产业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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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要素统筹，推进城乡品质发展

公路建设

加快国省干道升级改造，提

质优化公路交通网。

大力提升公路交通服务能力，加快高速公路网
境内待贯通路段建设，有序推进高速公路路网
建设，增强全旗高速路网覆盖广度和通达深度。

加快完善客运枢纽建设，促

进综合运输体系发展。

实施交通枢纽水平提升工程，以建设乌兰察布
北向枢纽为支撑，统筹铁路、公路、航空等多
层级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提升以白音
察干镇为核心、辐射内外、联通周边的区域性
综合枢纽功能，完善枢纽综合服务功能，

加快构建农村牧区骨干路网，

完善农牧区道路网体系，促

进全域旅游发展，推动乡村

振兴建设。

构建农村牧区骨干路网，推进乡镇通三级及以
上公路、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实施建制村通
双车道、乡村窄路面拓宽改造工程。

加快构建铁路运输网络，加快建设快速铁路，完善集二铁路、集通线维
护及客运站建设，对内加强与京藏铁路和京张高铁的衔接，同时大力发展与
二连浩特及蒙古国的对外联系。

铁路建设

航空建设

积极发展通用航空，推动民用空间开放，加快通用机场规划建设.加快察
哈尔右翼后旗通用机场规划建设，为应急救援、旅游观光、工农业生产、环境
保护监测和公务通勤提供保障和服务。

加快推进区域交通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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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要素统筹，推进城乡品质发展

将历史文化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的保护更新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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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需求

建设15分钟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生活圈 ，充分保障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需求。

基本养老
每个社区生活圈至少布置1处养老院或托老所， 新建住宅小
区养老服务设施面积每百户不低于30平方米

提供“均衡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

医疗卫生

每个社区生活圈至少布置1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社区医院

文化体育
每个社区生活圈至少布置1处文化活动中心及体育场所

基础教育
完善城镇教育设施建设，原则上各乡镇至少建设1所小
学、1所初中，重点镇配备高中。

4.4 要素统筹，推进城乡品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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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旗域绿色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 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和生态修复

• 以各乡镇政府所在地为中心，形成旗域范

围内排水设施的合理布局，以点带面，确

保各乡镇污水的高效处理

• 重点对五德沟、耗赖沟、哈卜泉河、庙湾

河、西土城河和长胜湾河进行河道治理，

增强防洪减灾能力，促进水生态恢复。

• 合理选择备用水源，提高用水安全及供水

保障

• 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

• 划定水源地保护区

• 落实旗域范围内重大水利设施建设

• 完善高压配电网结构，提升乡镇供电能力

• 形成以土牧尔台变-乌兰变-平地脑包变-白

音察干变-高茂变-玉岭变为主要线路的电

力设施廊道

• 完善区域电力设施工程

4.4 要素统筹，推进城乡品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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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旗域绿色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完成锡勒乡、大六

号镇、土牧尔台镇、红

格尔图镇及全旗8个乡苏

木镇的生活垃圾集中处

理站建设

加快乡镇生活垃

圾收集站建设

通过“云平台+移动互联

网+智能终端”“三合一”

技术手段，对环卫人员、

车辆进行自动监管、实时

追踪，实现环卫管理可视

化、精细化、智能化

推进环卫设施智

能化建设

建设察右后旗建材化工

园区垃圾综合处理场

提升综合垃

圾处理能力

• 树立绿色、文明的丧葬理念，有效解决占用草原、林地、耕地等破坏生态

环境修坟建墓的突出问题。

• 结合察哈尔右翼后旗实际情况，开展旗域范围内县级、乡镇级、村级公益

性公墓建设。

4.4 要素统筹，推进城乡品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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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区布局优化

 道路交通规划

 绿化开敞空间

 存量用地挖潜

 城市设计引导



5.1 城区布局优化

文旅发展区

活力生活区

北山生态园

商贸物流区

杭宁达莱生态园

品质生活区

高品质康养区

新型活力区

两核一心：

综合核心

行政核心

生态绿心

两轴：

东西发展主轴

南北综合发展轴

八片区多点：

旧区活力生活区新

区品质生活区北山

生态园

杭宁达莱生态园城

市新型活力区商贸

物流区

高品质康养社区文

旅发展区

中心城区发展定位：北部:  火山旅游

中部:  城市更新为主

西部:  商贸物流

南部:  高品质康养社区

东部:  城市形象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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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道路网结构，改善通行能力，加强东西城区联系。

5.2 道路交通规划

城区路网结构采用方格网为主，局部采用环形道路。整个城区的

主干道系统将三大片区和一个生态园紧密联系，同时通过主干道与城

区周边的高速公路和国道相连，形成“五横四纵”的道路网框架结构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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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绿化开敞空间

加大绿化开敞空间建设，推进园林县城建设

“两心”：由白音乌拉生态园和杭宁达莱生态园组成。

“多片渗透”：城区的居住区、小区、组团、公共设施等的组团绿

地以及道路两侧防护绿地等片状和带状绿地。

白音乌拉
生态园

杭宁达莱
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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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改造更新

存量用地挖潜：
推动平房区改造更新、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居住用地

商业服务体系完善 推动物流产业园区发展

城市公园体系完善

5.4 存量用地挖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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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点更新、新建片区

“给局部城市设计留白，刻画城市总体空间骨架和形象特色”。

城市沿街风貌界面 天际线高度点

城市绿廊

5.5 城市设计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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