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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凤翔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宝鸡市东北，自古就是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凤翔古称雍，是周、秦发祥之地、

嬴秦创霸之区、华夏九州之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因独特地理区位和自然

文化基因的孕育，凤翔区已发展成为关中平原城市群中的重要节点城市、宝鸡

市城市副中心、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切实落实宝鸡市“一四五十”发展战略，结合宝鸡市凤翔区实际，区政府

组织编制了《宝鸡市凤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

《规划》全面分析凤翔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的现状特点、成效问题，顺

应凤翔区自然地理格局特征和发展趋势，坚守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土安全

底线，打造宝鸡主城区的空间扩展区、先秦文化遗产主要承载区、关中西部综

合交通新枢纽与物流新基地和中国西凤酒城。

《规划》是对上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细化落实，是对凤翔区全域范围内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作出的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是凤翔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指南和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

展望2035，凤翔区将以《规划》为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围绕生态文明建

设和高质量发展两大主线，开拓进取、传承创新，奋力谱写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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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N E R A L  P L A N N I N G  P R I N C I P L E S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及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立足凤翔撤县设区的发展新阶段，

统筹发展与安全、保护与开发，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整体谋划新时代凤翔区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新格局，为凤翔开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征程提供

有利的资源支撑和空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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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思维、保护优先

1.2 规划原则

集约节约、高效发展

传承历史、特色发展

以人为本、幸福宜居



规划范围

1.3 规划期限和范围

规划范围为凤翔区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约为

1231.43平方公里。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

年—2035年。

✓ 近期至2025年

✓ 远期至2035年

✓ 愿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期限

3



G O A L  V I S I O N

2.1 总体目标

2.2 战略定位



2035年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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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体目标

凤翔区全域国土空间格局得到全面优化，国土开发利用效率和

水平显著提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全面形成。

农业现代化全面形成，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城镇空间布局更加

优化，建成“一区四城”城镇空间发展格局。自然人文特色突出，

建成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到2035年，凤翔区区国土空间格局全面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

构进一步优化，空间管控和空间治理成效显著，形成安全和谐、有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魅力凤翔”

2050年愿景目标

凤翔全面建成集约发展、绿色低碳的生态之城；

秦雍文化远扬的历史名城；

享誉中外的西凤酒城；

高新产业集聚的科创新城；

生态环境良好、文旅融合、产城一体、宜居宜业、和谐安定、

充满活力的居游共享山水生态城市。



宝鸡主城区的空间扩展区

先秦文化遗产主要承载区

关中西部地区综合交通新枢纽与物流新基地

具有全国品牌影响力的中国西凤酒城

居游共享山水生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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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战略定位



G E N E R A L  A R R A N G E M A N T

3.1 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3.2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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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核引领，一轴串联，两区支撑”的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总体格局。

一核引领

一轴串联

两区支撑

中心城区，凤翔发展的主核心。

城镇发展轴，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东西向串联重点镇。

北山森林生态功能区、南部塬区粮食生产功能区。

3.1 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9三条控制线规划图

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凤翔区落实耕

地保护目标不低于49828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低于44801公顷。

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将凤翔区具有特殊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实行分级管控。凤翔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5024公顷。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空间开发格局，防止城镇无序建设与蔓延发展，引

导城镇空间紧凑集约。凤翔区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不突破3756公顷。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3.2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S P A C E

4.1 农业空间格局

4.2 强化耕地保护

4.3 美丽田园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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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构建“两区、多点”的农业空间格局。

北部特色农业发展区

多点

全域规划现代化养殖基地、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苹果千亩示范基地国家级现代化

高标准中药材示范园基地、西凤原粮种植示范基地等多个农业产业基地。

以范家寨、姚家沟、田家庄、糜杆桥、

柳林等北部镇为重点，引领苹果产业

提质增效，形成特色农业发展区。

南部粮食生产功能区

依托凤翔南部平原良好的农业基础，

重点发展城关、横水、南指挥、彪角

优质粮食种植，保障渭北粮食安全。

4.1 农业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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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粮食安全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
1

优先将稳定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

推进耕地布局优化
2

3

4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推进耕地质量提升

确立以进出平衡、占补平衡为核心的耕地用途管制制度

防止耕地非粮化、非农化

4.2 强化耕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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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美丽田园乡村

集聚提升类村庄94个

城郊融合类村庄33个

特色保护类村庄14个

搬迁撤并类村庄4个

其他类村庄15个

优化乡村居民点布局01

分类引导村庄有序发展02

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03

完善提升乡村基础设施04

保障乡村振兴发展空间05



E C O L O G I C A L  S P A C E

5.1 构建生态安全保护格局

5.2 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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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构建“一屏筑固、三核引领，三廊贯通”的生态安全格局。

一屏

三廊

三核

北山生态屏障，以保障和维护生态为主要功能。

以雍城湖国家湿地公园、冯家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白荻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核心构建生态保护核。

依托千河、横水河、雍水河及其支流打造，是连通

凤翔南北区域的河流生态廊道。

5.1 构建生态安全保护格局

生态空间格局图



5.2 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林地资源保护利用

水资源保护利用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

矿产资源保护利用

◆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优化用水结构，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 重点治理柳林镇及中心城区的地下水超

采。

◆ 优化水资源配置，建设一批应急备用水

源工程。

◆ 重点保护凤翔北部山区的林地资源不被

破坏。推进冯家山水库、白荻沟水库等

水源涵养林建设，增强森林碳汇能力。

◆ 科学利用林地资源在北部低山丘陵沟壑

区适度扩大花椒、苹果等经济作物种植

规模，推进多种森林资源利用方式。

◆ 严格建设用地总量管控，重点保障产业

项目用地需求，合理增加基础设施用地

规模，适度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进一步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 严格落实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盘活

存量建设用地，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

地的处置力度，逐步提高土地供应效率。

◆ 对凤翔区主要矿产年开采矿石实行总量

控制。

◆ 优化矿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布局。

◆ 优化矿产资源开采结构

◆ 落实绿色矿山发展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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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R B A N  S P A C E

6.1 城镇发展格局

6.2 产业发展格局



构建“凤翔城区—重点镇（4个）—一般镇（6个）”三级城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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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镇

➢ 一般镇

城关镇（老城片区）

柳林镇（酒城片区）

陈村镇、长青镇

田家庄镇、横水镇

彪角镇

虢王镇

南指挥镇

范家寨镇

姚家沟镇

糜杆桥镇

➢ 凤翔城区

构建“一城两带驱动、多点联动协同”的城镇发展格局

6.1 城镇发展格局

一城

积极推动老

城片区、酒城片

区一体化发展。

两带

沿G344形成横向

城乡发展带；依托凤

翔大道形成纵向联动

发展带。

培育长青、陈村、横

水、田家庄等4个重点镇，

辐射带动区域。

多点

城镇体系规划图



6.2 产业发展格局

构建“133”现代化产业体系

1个优势产业、3大主导产业、3大基础产业

一核：以城关镇为中心的县域产业综合发展核心；

一轴：依托G244与宝鸡市区形成产业联动发展轴；

两带：产业集聚发展带、旅游服务发展带；

三片区：北部林果经济发展区、西部产业集中发展区、南部特色农业发展区；

四大板块：长青工业园，中国西凤酒城、科创生态新城和空港新城；

五基地：关天经济区能源化工基地、白酒工业生产及酒文化体验基地、中小微企

业孵化基地、西部空港物流服务基地、先秦文化体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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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空间布局：

“一核一轴总引领，两带三区四板块，五大基地齐发展”

1个优势产业

做大做强白酒产业

3大主导产业 3大基础产业

优化升级绿色能源化工、

商贸物流、先进有色金

属材料产业

改造提升现代农业、

新型建材、纺织服装



C u l t u r a l  S p a c e

7.1 历史文化保护

7.2 历史文化活化利用

7.3 城乡特色风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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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历史文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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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目标

酒文化

民俗文化

秦文化

历史文化
资源

凤 翔 古 城

柳 林 凤 酒 文 化 博 览 六营西府民俗文化博览

秦 雍 城 遗 址

活化利用重点

7.2 历史文化活化利用



城镇建设景观风貌区

构建全域自然与人文特色鲜明的四大风貌区

北部山麓景观风貌区

南部田园景观风貌区

河湖湿地景观风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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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城乡特色风貌塑造



R E N O V A T I O N  a n d  R E S T O R A T I O N

8.1 国土综合整治

8.2 生态修复



8.1 国土综合整治

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提质改造，因地制宜开展工矿废弃

地复垦，稳妥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统筹推进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完成

国土综合整治重点项目。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 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

• 提高农村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

程度

高标准农田建设
• 耕地提质增效

•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农用地整理
•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 重点整治田坎、沟渠、零星园地等

废弃工矿用地复垦

• 合理安排废弃工矿复垦利用方向、规模

• 主要位于陈村镇、糜杆桥镇等地区

存量建设用地盘活

• 加大存量用地处置力度

• 推进闲置土地二次开发

• 有序开展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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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生态修复

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

森林功能生态修复

水环境修复治理

加强川口河-三井村一带矿山修复治理，大力实施矿山复绿工程、开展工矿废

弃地复垦、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持续推进北部低山丘陵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以小流域为单元，加强塬边沟

谷的治理和建设水土保持林防护体系。

对凤翔区森林植被资源进行全面的保护与管控，逐步优化林地林龄、林种结

构，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

积极推进横水河、雍水河、千河等重要水系的修复治理，提高水力保障能力、

防洪除涝减灾能力、水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26



H a p p i n e s s  F e n g  X i a n g

9.1 城市性质与空间结构

9.2 公共空间与蓝绿网络

9.3 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

9.4 城市更新与住房保障



空间结构

城市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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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城市性质与空间结构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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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公共空间与蓝绿网络

打造“一轴联通、两湖辉映、三廊渗透、绿脉交织，

多点镶嵌”的蓝绿网络架构

完善城市公园建设，构建郊野公园、综合公园、社区公园、游园四
级公园体系。

构建由绿道、慢行道、步行街和历史人文驿道共同组成的城乡休闲
游憩步行网络。



以人为本，全龄友好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依、老有所养

凤翔城区划定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 6个

居住型生活圈 2个 产业型生活圈 2个

综合型生活圈 1个 旅游型生活圈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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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



规范发展公租房 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立共有产权住房制度 加快城市更新安置房建设

规划至2 0 3 5年

凤翔城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5平方米以上。

凤翔城区新增保障性住房占住房套数比例达到30%以上。

凤翔城区确定1 0处城市更新地段。
凤翔城区划定3 3个城市更新单元。

规划至2 0 3 5年

活力提升类更新 历史文化类更新

环境改善类更新 产业增效类更新

推动城市有机更新，优先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对老旧小区进行提升改造。

城市更新

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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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城市更新与住房保障



R E S I L I E N T  C I T Y

10.1 内畅外达的交通体系

10.2 低碳韧性的基础设施



立体综合交通网络

推进宝鸡凤翔机场建设，助力陕西省形成“一带一路”国际

航空中心枢纽。

按照民航4C级支线标准建设凤翔机场，客货运并举。

“南北扩能，东西贯通”，形成城际铁路、普通铁路组成

的铁路网系统。新增城际铁路机场站、凤翔西站，强化对

外客运运输效率。

构建“一环八射”的高速公路网，强化邻近省市间联系；优

化城区段国道，形成“两条四向拓展”的国道结构；扩容改

造、新增城区间快速干道。

以东西向物流业发展轴为中心，构建“六客运、三货运”运

输场站格局。

航空

铁路

公路

客货运站场

交通目标

以机场为核心，强化区域互联互通，推动凤翔交通高质量发展

依托机场建设发展，支撑“一核多极”关中
机场群建设。

实现凤翔区1h通达宝鸡市域，30min通达中
心城区及邻近县区。

重点打通南北向10条重要通廊，加速凤翔
城区融入宝鸡市主城区，提高机场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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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内畅外达的交通体系



强化以人为本，按照“小街区、密路网”理念
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城市骨架路网

建设“纵横交错”城市道路网络

发展多元公共交通

积极发展高效、低碳、智能的新型公交，构建以新型公交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

体，出租车、定制公交为补充的多元公共交通。

发展绿色智慧交通

在现状路网基础上，构建方格网式“纵横交错”的主干路网络。完善城市组团间、

组团内部干线道路，打通干线道路断头路。提升城市支路网密度，改善城市交通“微

循环”。

积极绿色智慧交通，强化交通资源集约利用，推广应用新能源、清洁能源交通工

具，新增或更新的城市公共汽车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持续建设充（换）电站，增加新

能源车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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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内畅外达的交通体系



低碳智慧的市政设施体系

扩建现状净水厂，规划新建凤翔机场供水工程，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建设。

不断提升城区污水处理能力，加强镇区与各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

规划新建4座110kV变电站，扩大现状2座110kV变电站容量，改造3座
35kV变电站至110kV。

建立以天然气为主，LNG为辅的燃气供应体系，完善城镇天然气输
运网路，提高管道燃气供应能力。

完善现有电信邮政局所布局，加快5G通信基站建设，加大公共区
域开放力度。

加强垃圾源头分流减量，逐步健全固体废弃物分类收运体系，提高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

积极发展建设集中供热设施，以宝鸡二电厂250℃蒸汽、热电联产
和工厂余热为主要供热热源，其余镇以集中供热锅炉房进行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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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韧性的综合防灾体系

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重点防治区包含长青—阎家务千河阶地、汉丰—姚家沟黄土丘陵，一般防治区包

含北部低中山—黄土丘陵、中部洪积扇—南部黄土台塬。

防洪排涝

相关河流城区段按50年一遇洪水设防，其它城镇镇区段按20年一遇洪水设防。东

风水库、白荻沟水库按50年一遇，群力水库按30年一遇，其它水库按20年一遇洪水设防。

治涝标准按照20年一遇1天暴雨24小时排出。

抗震防灾

凤翔区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15～0.2g，是宝鸡地区的

重点抗震设防区，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地震重点监视设防区。

消防站点

保留现状消防站，城区规划新建1座一级普通消防站，2座二级普通消防站。彪角

镇、陈村镇各设1座一级普通消防站，范家寨镇、糜杆桥镇各设1座二级普通消防站。辖

区内大型重点单位应成立符合要求的企业专职消防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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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F E G U A R D  M E A S U R E S

11.1 完善规划管理机制

11.2 建立规划一张图管理系统

11.3 明确重点建设任务

11.4 提高公众参与水平



11.1 完善规划管理机制

执行“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定期评估制度，对规

划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对违反规划管控的行为及时预警。

通过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年度监测，客观反映城市

体征状态，聚焦当年度规划实施的关键变量和核心任务，对发

现的问题提出预警。

11.2 建立规划“一张图”管理系统

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形成全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实施监督管理系统，结合凤翔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指标体系，建立差异化的

监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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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衔接省级、市级上位规划与各部门专项规划，

保障重点项目落图、落地。

开发边界内

凤翔区城镇建设类重点建设项目（批次项目）共100余项，主

要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类、文化旅游类、基础设施类、农场

建设类、能源产业类等五大类项目。

凤翔区单独选址类重点建设项目共30余项，主要包括市政设

施类、气象类、环境设施类、能源类、交通类、文化旅

游类、民生类等七大类项目。

开发边界外

◼ 建立健全专家智库咨询论证制度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专家智库论证制度，提升规划的科学性。

◼ 建立健全市民多元化参与制度

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取向，坚持开门做规划，建立贯穿

规划全过程公众多元化参与机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在实施监督过程中，做好

信息公开，接受公众查询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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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明确重点建设任务

11.4 提高公众参与水平



凤翔2035，我们共同描绘！

注：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
本规划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

公示时间
2023年3月29日至2023年4月27日

公示渠道

宝鸡市凤翔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fengxiang.gov.cn

微信公众号：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公示意见提交途径

电子邮箱：vipfxgt@163.com；

邮寄地址：宝鸡市凤翔区城关镇雍兴路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凤翔分局

（邮件标题或信封封面请注明“宝鸡市凤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http://www.fengxi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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