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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与战略，推进区域协同

划定“三区三线”，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保障农业空间，促进现代特色农业发展

保护生态空间，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速文旅融合发展

转变发展模式，实现资源安全与节约集约利用

完善配套体系，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优化中心城区布局，建设世界一流航空新城

统筹规划实施与管理，实施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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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阎良概况

1.2 规划总则

总则



阎良概况

阎良区全域面积244.55平方公里，划分为七个街道，分别为凤凰路街道、新华

路街道、振兴街道、北屯街道、新兴街道、关山街道、武屯街道。

行政辖区

凤凰路街道

新华路街道

振兴街道

关山街道

武屯街道

北屯街道

新兴街道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阎良常住人口30.33万人。

人口

根据阎良区政府工作报告，阎良区2022年全区生产总值为285亿元。

经济



规划总则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及党的二十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落实深化《陕西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及《西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实现阎良

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制定的空间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区级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国土总面积为244.55平方公

里。

规划期限
规划期为2021-2035年。规划基期年2020年，规划目标年2035年，近期

目标年2025年。



2 确定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与战略，推进区域协同

2.1 发展定位

2.2 发展目标

2.3 空间战略



2.1 发展定位

协同创业的合作先行典范区

中国
层面

世界
层面

生态宜居宜业的综合性新城

区域
层面

才智汇集的世界一流航空新城

科技创新的国家航空产业引领区

2.2 发展目标

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以航空产业引领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突
破性进展；协同发展实现新突破，城乡融合试验成果
突出；生态与民生双环境建设实现新进步，“两河一
塬”生态廊道基本建成，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均等，乡
村振兴全面推进。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航空制造和科技创新实力
全国领先，“世界一流航空新城”目标基本实现；区
域协作下城市能级大幅提升，基本建成国家中心城市
综合性新城；城市宜居度和吸引力显著提升，职住平
衡和用地效率明显改善。全面建成经济实力强劲、生
活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世界一流航空新城。

2035年

西安
层面

2025年



2.3 空间战略

底线约束
• 严格保护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实施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
• 在阎良区东部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

质量。
•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构建“两河一塬”的主

干生态廊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

安全韧性
• 积极做好地质勘察，有效应对地震断裂带对城市开

发建设的影响。
• 完善公共卫生、消防、人防等韧性防灾设施。
• 建设区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形成覆盖各类突发公共

事件的应急医用物资保障的储备和管理体系。

集约高效
• 精准配置城镇建设用地增量空间。

• 规范利用和盘活农村建设用地，推进村庄建设用地

集约利用。

• 明确城区城市更新目标及重点任务。

• 优化水资源配置和用水结构，提高用水效率。

区域协同
• 加强阎良区与周边板块的产业经济合作。

•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以产兴城，以城育产，产城

融合。

• 以融合发展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打造世

界一流航空新城”。



2.3 空间战略

中强：阎良城区产业发展联合航空基地和现代

农业发展，强化特色产业链条。

链接：利用航空、制造资源，通过先

进制造产业带连接港务区、经开、西

咸等产业组团 。

北拓：向北与富平形成富阎融合发展格局，在

富阎合作区、特色旅游业进行联合。

南引：向南串接临潼，形成航空产业

协同发展，并充分利用其历史文旅大

IP进行引流，发展阎良文旅产业。

西联：向西联合高陵，充分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东扩：向东扩展至渭南，与卤

阳湖通用航空产业园形成联合。

北拓：建设富阎合作区，形成富阎融合发展格局；

南引：串接临潼，形成航空产业协同发展；

中强：阎良城区联合航空基地，强化特色产业链条；

东扩：与卤阳湖通用航空产业园形成联合；

西联：联合高陵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加强重点地区合作共建

链接：通过先进制造产业带连接港务区、经开、西咸等产业组团。



3 划定“三区三线”，塑造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3.1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2 统筹划定“三区三线

3.3 优化产业布局，突出城乡融合发展



一主两副

阎良中心城区

关山街道、武屯街道

城乡统筹联系轴、产业联动发展轴

石川河生态文化廊道、清河生态景观廊道

两轴两廊

强化高效集聚，以“阎良老城区”、“航空基地”、“富阎新区阎良产业带”为核心

构建以阎良中心城区为主体，各街道协调发展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全面落实国家、省、市重大发展战略，深化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综合资源

开发保护利用、产业空间布局和生态环境等重点要素，确定“一主两副、两

轴两廊”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3.1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农业
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优先确定耕地保护目标，

将可长期稳定利用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

生态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整合优化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生态脆弱性区

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生态空间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在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

充分尊重自然地理格局，管控城镇建设用地总量。

3.2 统筹划定“三区三线”

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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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土空间管控指标约束下，统筹

优化全域农业、生态、城镇空间布局。



3.3 优化产业布局，突出城乡融合发展

支柱产业

航空制造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

节能环保装备产业

食品加工制造业

绿色建筑业

现代物流

会议会展

现代金融

航空服务

优势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

特色产业 全域发展特色文旅产业

坚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强做优，以融合发展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

动力，重点发展以航空制造业为支柱产业，以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装备产

业、食品加工制造业、绿色建筑业为优势产业的产业体系，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全域发展特色产业，努力构建“1+4+4+1”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发展方向及分区



4保障农业空间，促进现代特色农业发展

4.1 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4.2 优化现代农业生产空间

4.3 建设宜居和美的乡村生活空间



4.1 坚持耕地 “三位一体”保护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实施耕地“进出平衡”

推进耕地后备资源开发

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统筹耕地保护与生态建设

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大规划管控力度，强化永久基本农田对城镇

扩张的刚性约束，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责任，完善耕地占补平衡责任落实机制。

严格控制优质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

的耕地不减少，确保完成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实施土地整治，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措施，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

量。有序实施耕地整理开发和战略储备。

因地制宜实行免耕少耕、深松浅翻、深施肥料等的保护性耕作制度，提高土壤有

机质含量，平衡土壤养分，实现用地与养地结合，多措并举保护提升耕地产能。

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加强耕地生态建设与保护；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设置生态隔离缓冲区；

鼓励农业经营主体采取种养结合、轮作休耕等有利于土壤养护和培育的措施。



4.2 优化现代农业生产空间

打造特色瓜
果种植采摘

区

打造羊乳种
养循环示范

区

发展设施农
业推进现代
农业种植区

建设

构建石川河、
清河沿岸景
观农业带

创建多类型
农业园区



4.3 建设宜居和美的乡村生活空间

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

分类引导村庄有序发展

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 综合考虑各类影响因素确定建设用地范围；

• 充分结合村民生产生活方式，明确各类建设用地的界线、功能和属

性；

• 提出居民点集中建设方案与措施。

• 具备就地城镇化优势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规划期间可逐步转型为城镇社

区；

• 发展基础和资源较好、对周边村庄具有一定带动作用的集聚提升类村

庄为乡村振兴重点发展村；

• 具备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特色保护类村庄，保护村庄特色资源，

保护与利用并行发展。

• 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施村庄改造全覆盖，以街办为单位，兼顾村庄

内外，着力整治村域公共空间环境卫生，引导和支持农民美化庭院环

境；

• 持续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广泛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开展农村清洁家

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建设。

• 加强农村交通设施建设；

• 加强阎良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地区延伸；

• 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

• 夯实乡村信息化基础；

•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 推进健康卫生乡村建设；

• 提升农村体育设施覆盖；

•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



5 保护生态空间，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5.1 生态保护格局

5.2 生态修复与土地综合整治



5.1 生态保护格局

规划构建“两河一塬”的生态保护空间格局。强化“两河

一塬”生态治理修复，构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优美环境，建设渭

北滨水新城。

两河

一塬

沿石川河、清河形成生态廊道，充分发挥生态水景资

源优势，形成吸引力大、辐射性强、特色突出、环保宜

居的生态屏障。

围绕荆山塬形成生态核心，构建阎良区北部生态

屏障，打造阎良城市绿肺。



5.2 生态修复与土地综合整治

国土综合整治:保障粮食生产与质量，盘活低效闲置建设用地

• 高标准农田建设

• 撂荒耕地复种整治

• 其他农用地恢复耕地整治

• 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 城镇低效建设用地整治

• 农村低效建设用地整治

•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推进河湖水系生态修复治理，构建生态安全保护新格局



6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速文旅融合发展

6.1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6.2 加速文旅融合发展



6.1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

划定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根据历史保护

要素的特点，纳入城市紫线，各级文物保

护线（含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线），名镇

名村保护线，传统村落保护线。

确定文化保护空间格局

以阎良区自然和人文资源为本底，构建

“一核、两带、多节点”的历史文化传

承总体格局。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戏曲、音乐、书画、技艺、饮

食、庙会等。深入发掘阎良区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价值，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村落与城乡特色

风貌保护

保护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古树、古桥、古

井及特色历史要素，保护乡村生活文化特

色。保持村庄建筑肌理，控制建筑高度和

尺度，延续建筑与周边自然风貌相互依存

的格局形态和空间尺度。

确定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阎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丰富，

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连绵不断，纵

横上、下几千年。目前阎良区内现有区级

及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共七处。



北依荆山、南靠渭水
世界航空文化旅游目的地

航空科技

秦汉栎阳城遗址

6.2 加速文旅融合发展

樊家义和遗址

虎燕纹瓦当 传承核雕技艺



7 转变发展模式，实现资源安全与节约集约利用

7.1 加强资源保护与节约集约利用

7.2 合理配置水资源、提升供水保障



7.1 加强资源保护与土地集约利用

优化林地资源空间布局，加强保护与生态建设

严格控制林地资源转为建设用地和其他农用地

严格执行林地征占用定额管理制度

林地资源保护利用

湿地资源保护利用

优化湿地资源空间布局，加强湿地环境治理修复

实施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

实行湿地分级管理及名录制度

水资源保护利用

划定河道、灌溉水源保护区

对水源地实施安全监控和规范化管理

划定河道保护范围线进行严格管控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
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用足流量，坚守底线

倡导产城融合，平衡开发存量空间

”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管制方式

”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集约型”格局



7.2 合理配置水资源、提升供水保障

以石川河、清河为骨干水系框架，
以其他支流及水库为基础，构建
河湖库一体的水系保护格局

完善石川河、清河的河流水系保护格局

实行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双控制。加强
地下水开采管控，节约利用水资源。到
2035年，全区用水总量控制在1.54亿
立方米以内。

强化水资源承载力刚性约束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

加强地表水、地下水、雨水联控联调，
有序建设雨水集蓄利用设施，促进水资
源储备，提升水资源调节和循环保障能
力，逐步完善城乡供水管网一体化。

加强水源工程建设，保障用水安全

提高供水保障能力

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大力度利用非
传统水资源，用好引汉济渭水量，全区
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城镇用水和生态
用水比例控制在40：50：6：4。

合理调整用水结构，统筹配置区域水

合理配置水资源

系统推进石川河、清河渠系治理，
切实修复水生态，净化水环境，全
力实现“水清、岸绿、景美”目标



8 完善配套体系，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8.1 完善综合交通体系

8.2 构建基础设施服务网络

8.3 建设安全韧性城市



统筹交通网络和各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构建互联互通的高效、

智慧、绿色、综合、平安交通体系，建设现代化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

建立综合交通体系，促进交通网络同城化

优化骨架路网格局，保障区域性通道

加强对外互通联系，建立“四环十二射”高速网络

8.1 完善综合交通体系

进一步加强区域交通融合，着力提升与富阎新区、渭北新城、三原县、

渭南临渭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努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强化

阎良区在西安北部片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施地铁市域快线（17号线）建

设，建立与泾河新城、高陵、临潼的互通，大力推进中运量公交及客、货

运枢纽规划建设。

承接西安市绕城高速过境功能向外疏解的职能，加快关中外环高速段

建设；在规划期内完成京昆高速拓宽改造及省道107、国道108线路优化，

加强主城区、富阎新区、航空基地、关山街办与过境交通的便捷联系。

依托西延高铁建设、咸铜线电气化改造及轨道17号线（市域快线）等

重大交通布局建设，打造主要快速通道，在区域范围内构建多层次、多方

式相协调的交通体系，增强与主城区及西安外围组团之间的联系；



• 保障重大区域调水和水利工程建设

完善引汉济渭水源工程及配套设施，改善供水条件

。加大节水力度，坚持“优水优用，就近利用”的

原则，同时提高再生水利用。

尊重现状，贯彻低影响开发理念，因地制宜，蓄、

滞、渗、净、用、排结合，形成畅通安全的排水系

统。

新增阎良北330千伏变电站及10座110KV变电站；

燃气方面实现阎良区靖西线与西气东输二线双气源

供应；扩大区域能源合作，充分利用富平热电厂余

热，优化区域热电联产供热系统。

保障重大

工程落地 • 提高排洪标准，增强城市排水能力

• 构建安全可靠，智慧灵活的能源工程

8.2 构建基础设施服务网络



• 打造集成高速、安全可靠的信息网络

强化基础

基础网络

创建“集成、综合、共享、可靠”的信息通信公共服

务平台，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协调发展。

全面完善区域垃圾处理与处置体系，实现原生垃圾“

零填埋”，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100%的目标。

以协同融合、安全共享为导向，统筹优化交通、能源

、水利等线性基础设施廊道和生态廊道，优化城镇开

发空间。

• 统筹空间共享的重大基础设施廊道建设

• 推动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

8.2 构建基础设施服务网络



8.3 建设安全韧性城市

突出城市

安全保障

• 提升城市抗震减灾能力

•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检测与防治

利用公园广场等开敞空间作为避震疏散场地，合理

布置疏散救援道路，加强地震火灾源的消防与抗震

措施。

合理分级设定城镇防洪标准，同时提高栎阳城遗址

核心区防洪标准。通过河流整治加大泄洪能力，同

时提高流域植被及森林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

保证避震疏散通道和主要救援通道的安全性，预留

其震后的有效宽度。

健全区域内区、镇、村三级群策群防监测网络，提

升监测预警能力，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

加强陡崖崩塌滑坡、河流沿岸崩塌滑坡等重点防治

区的地质灾害防治。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升级消防防灾系统。建立

特勤消防站、一级站及专职消防队、村消防室的多

级互联系统。

坚持“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

到2035年，通讯警报设施覆盖率达到95%以上。

建立层级明确的"区县一乡镇一行政村"三级卫生防

疫体系，提升全域卫生防疫能力。建设公共卫生中

心建设项目，实现疾病预防控制、紧急医学救援、

应急调度指挥功能。

• 加强防洪排涝，提高治理能力

• 合理设置应急疏散通道

• 提升卫生防疫水平

• 构建人防工程系统，合理设防

• 全面提升消防救援能力



9 优化中心城区布局，建设世界一流航空新城

9.1 中心城区城市规模

9.2 中心城区发展目标

9.3 完善多级公共服务体系

9.4 构建合理社区生活圈



9.1 中心城区城市规模

人口规模
至2035年，阎良中心城区城镇人口控制在35.1万人左右，其中阎良自

管区28.1万人，航空基地7万人。调整优化人口结构，优化人口空间分布，

加快创新人才聚集高地，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建立更加开放的创

业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持续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增长。采取综合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升人口

整体素质，保持人口合理有序流动。

坚守建设用地规模底线，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促进建设用地的高效利用，加强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管制，坚持集约

发展，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提质、高效利用。至2035年，中心城区城镇开发

边界围合面积为54.4平方千米。

用地规模



9.2 中心城区发展目标

阎良区将加快各类航空资源要素在区域内的有效聚集，建立健全产业配

套体系，打造军用民用融合发展的航空产业基地，力争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发展

的核心城市；加强与富平、蒲城的合作共建，功能分工、联动发展，成为渭北

区域性经济中心。积极主动融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加速城市化、加快现

代化、提升国际化，使阎良真正成为优势特色彰显、产业转移聚集、承接都市

功能、辐射带动周边的专业化区域，加快向“亚洲一流、世界著名”中国

航空城目标迈进。



9.3 完善多级公共服务体系

结合单元划分统筹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强调多种功能承载、多样化

服务设施建设、满足多层次人群需求 ，构建“区级—片区级—社区级”

三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教
育
设
施

医
疗
设
施

文
化
设
施

体
育
设
施

养
老
设
施

结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做好教育设施规划。适应学龄人口

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基础教育各学段教育资源结构，补充供给短板，形成

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教育服务体系。

优化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康复、护理功

能，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推动急慢分治，促进医疗服务便民高效、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按要求进行三馆、文化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全面完成阎良

区级、片区级、社区级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的改造升级，实现全区标准化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覆盖率100%。

全面建设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推动学校、企事业

单位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鼓励体育设施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

鼓励公园绿地及开敞空间增加体育健身服务功能。

结合阎良区老年人口结构和老年人口发展趋势，全面建成以居家养

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相融合、城乡一体的

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



9.4 构建合理社区生活圈
构建覆盖全年龄段的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保障体系，重点保障老人、儿

童的医疗、体育和文化设施等基本服务，构建“两级三类”社区生活圈。

10-15分钟层级
服务内容相对全面，且具有一定的能级，服务范围控制在600-
800米步行半径内，覆盖3-5万常住人口；

5-10分钟层级
设施则主要作为品质补充，重点关注“家门口”的零星便民服务
空间。

两级

基础保障型
（应配尽配）

三类 品质提升型
（按需配置）

特色引导型
（有条件配置）



10 统筹规划实施与管理，实施治理现代化

10.1 近期主要任务

10.2 实施保障措施



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障生态安全底线

改善提升城乡建设品质

保护传承历史文化

整治修复国土空间

现状耕地应划尽划，应保尽保，优先确定耕地
保护目标，将可长期稳定利用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
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将全区范围内连片集中且质
量较高的长期稳定利用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范围。

落实陕西省、西安市上位规划要求，阎良区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为23.93公顷，占行政区面积的
0.10%。

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推进城市更新，完善
城乡生活圈，提升城区雨污管网，实现城区雨污分
流，优化调整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提升农村环境风貌。

合理保护和利用自然以及和历史遗迹，建设重
要文化标志，推进栎阳城遗址保护，保护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开展生态空间、农业
空间、城镇空间的整治修复，落实省市国土空间规
划确定的重点整治修复区域和重大工程，阎良区安
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重点项目7种类型。

10.1 近期主要任务



10.2 实施保障措施

•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 落实规划管理主体责任。坚持“多规合一”，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

间规划。

• 健全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建立规划实施的部门沟通协商机制，协调解决

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和修复中的相关问题，确保国家、省级、市级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到位。

 强化组织协调

 规划传导

• 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因地制宜明确分区

准入、用途转换等管制规则。

• 实施规划全周期管理，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按照“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

要求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并提出改进规划管理意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适时向社会公

开城市体检评估报告。

 政策机制

• 加强对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约束指导，完善区县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制定下位规划的

编制计划，确保区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核心内容向下有效传递。

• 加强对详细规划的约束传导，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划定城镇单元，编制详细规划；在城

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划定农业农村单元，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

• 加强对专项规划的约束传导，相关专项规划要相互协调，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