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依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共陕
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并监督实施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的实施意见》《陕西省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要点》《白水县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等相关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落
实新发展理念、实施高效能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提供高品质生
活空间保障，结合杜康镇实际编制《白水县杜康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
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立足杜康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和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以国土空间有效保护、有序开发和高效利用为主线，对
全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农业、生态、城镇、文化、资源要素配置、
整治修复、支撑体系、镇区规划等做出总体部署和统筹安排。

《规划》是杜康镇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和指导各类建设
的行动纲领，是坚持高水平保护、推进高质量发展、引导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治理的空间保障，是编制下位村庄规划、详细规划和开展各
类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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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规划范围与期限

现状特征



•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杜康镇行政辖区内全

部国土空间 ,总面积58.18平方千米
公里；

包括镇域和镇区两个层级。

•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

规划基期2020年，

近期目标年2025年，

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

杜康镇位于白水县城西北部 ，东与城关街道、 雷牙镇为邻 ，南与蒲城县高阳镇接壤 ，西
与林皋镇毗邻 ，北与尧禾镇相接。境内交通便利 ，蒲白铁路、菏宝高速 G3511、 国道G342
与省道 S205 等穿镇而过。

杜康镇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具有生产优质苹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杜康镇
属苹果优生区 ， 已列为全国和陕西苹果生产基地。杜康镇还建有以浓缩果汁生产、苹果深加
工和苹果仓储为主的苹果加工与物流企业。

杜康镇是“酒圣”杜康的故乡 ，也是杜康酒的发源地。杜康故里位于杜康镇康家卫村 。
康家卫村为国家级传统村落。杜康原酿酒老作坊处扩建成陕西省杜康白酒厂，在各种扶持优
惠政策和产业结构升级条件下，杜康白酒业现已成为杜康镇特色优势产业。 

杜康镇煤炭开采历史悠久 ，早在明清时代就有用煤记载。杜康镇地处渭北黑腰带腹地 ，
煤炭资源储量丰富 ，储量达2.9亿吨。 杜康镇近年来“风”、“光”等新型能源产业加速崛
起， 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已初具规模。

杜康镇地处关中平原与陕北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 ，位于洛河支流白水河北岸 ，居于白水
县五塬之一的大杨塬上。杜康镇塬面平整 ，河谷深邃 ，属黄土台塬地貌 ，地势东北高、西南
低。

1.2 现状特征

1.1 规划范围与期限

N

临城发展，交通便利。1

水畔沟间 ， 台塬平整。2

酒圣故里 ， 白酒之乡。3

苹果优生地 ， 加工聚集区。4

煤炭储采地 ， 新能源拓展区。5



战略定位
与目标

战略定位

规划目标

规划指标



2.1 战略定位

依托杜康镇文化资源、农业资源与区位优势条件 ，发挥比较优势， 贯彻新发展理念，

落实国、省、市、县的战略部署 ，确定镇域发展定位：

2.3  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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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括7项指标，按照指标属性分为6项约

束性指标和1项预期性指标，

6 约束性指标 1 预期性指标 7项规划指标

酒圣故里，白酒之乡

2.2  规划目标

规划至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成“酒圣故里，白酒之乡”、“苹果深

加工基地，物流集散中心”、“能源转型发展区，装备制造基地”；形成“一廊三沟、三区相

融、一核串城”的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乡村、生态、城镇、文化空间布局合理 ，用途管制明

确，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能源转型发展区，装备制造基地

苹果深加工基地，物流集散中心



国土空间
布局优化

重要控制线落实与划定

总体格局

镇村体系规划



3.1  重要控制线落实与划定

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保护线，明确各类历史

文化的保护范围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按照集约适度、绿色发展的理念 ，严格落实城镇开发

边界 ，推动城镇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落实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严格保护现状耕地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根据全域村庄发展布局实际 ，结合人口流动趋势 ，划

定村庄建设边界。

杜康镇本轮划定无生态保护红线。



3.2  总体格局
构建“一廊三沟、三区相融、一核串城”格局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N

三区
相融

白水河生态廊道，以白水河流域水土保持及生态涵养为主要功能。

一核
串城

指以杜康沟、张家河、冯家河为主体，形成三条生态沟道。

农业果业种植区、矿产能源发展区、与工业经济发展区，
分区域、分层次融合发展。

以杜康镇镇区为城镇发展核心，以纵贯镇域东西的G342为城镇发展轴，
链接杜康镇镇区与白水县高新区，引领杜康镇高速发展。

一廊

三沟



村庄布点规划图

3.3  镇村体系规划

N



自然资源
保护与利用

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林草湿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





历史文化保护
与景观风貌塑造

历史文化保护

景观风貌塑造



序号 名称 类型 级别 所在地区
1 杨河遗址 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 杜康镇
2 冯家塬遗址 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 冯家村
3 跃进桥 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 和家卓村
4 和家卓遗址 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 和家卓村
5 石谦故居 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 义会村
6 张河里墓葬 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 张家塬村
7 义会遗址 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 义会村
8 元鹤山十一通碑石 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 张家塬村
9 杜康遗址 历史建筑 省级 和家卓村
10 元鹤山寺庙 历史建筑 县级 杜康镇

11 中华酒祖与白水杜康酒
酿造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 省级 杜康镇

12 白水刺绣 非物质文化遗产 市级 杜康镇
13 杜康传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 市级 杜康镇
14 康家卫村 传统村落 国家级 康家卫村

区域范围：镇域南部的大部分区域，具体包括冯
家村、张家塬村、 鸭洼 、康家卫村 、汉积村、义会村
等部分区域。

景观环境引导：积极实施固沟保塬工程，重点保
护黄土台塬景观及村落肌理，立足乡村和田园本底，
加强美丽乡村风貌建设，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塬面田
园景观风貌区。

区域范围： 镇域南部白水河 、杜康沟 、张家河沟
沿岸沿沟区域，具体包括石狮村 、汉积村 、 鸭洼村、
冯家塬村 、 张家塬村等部分区域。

景观环境引导： 以自然村落的肌理为主调，协调
好村庄与周边山 、水 、林 、 田等重要自然景观资源的
关系。

大杨台塬风貌区

5.2  景观风貌塑造

5.1  历史文化保护

白水河谷风貌区



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国土综合整治

生态修复



6.1  国土综合整治

6.2  生态修复





全域综合交通规划图

7.1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S205

高速
公路

省道

菏宝高速

县道 X304

国道 G342蒲白铁路铁路

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

乡道 Y207、Y208、 
Y209

N

道路系统：

公共交通：

城乡
公交

推进杜康镇与白水县城区客运的公交化运营，规划沿G342 形成与杜康镇、雷牙
镇、林皋镇及白水中心城区有效联络的旅游公交环线。



7.2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中心村级

一般村级

镇级

保障重大水源工程，维护好现状
后洼水库。保障城乡供水工程建
设，规划扩建石狮净水厂以及杜
康镇供水工程。

7.3 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县域输气管网，以省级“铜
白潼”榆林—西安支线天然气作
为主要气源。保留现状杜康镇天
然气调压站。

加快污水设施建设，保留现状一
座杜康镇污水处理厂。完善雨水
处理设施建设，径流就近、多方
位排入镇村周边沟壑或水体。

高标准建设通信网络系统，加快
推进5G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
速、安全、优质的新一代信息通
信网络。

构建电力供应体系，落实国能、
华电、中广核等新能源项目，新
建 蒲 白 750KV 变 电 站 一 座 。 保
留现状1座110KV杜康变电站，
并进行扩容改造。

镇区西部新建一座燃气集中供暖锅
炉房，对镇区进行集中供热。村庄
采用天然气、太阳能、地热、生物
质能、电力等分散供热方式采暖。

构建“镇区—中心村—一般村”三级公共服务体系

镇区全面配置公共管理、文化体育、
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市政消防、
商业服务等各类镇级服务设施，辐
射满足镇域人口需求。

打造大杨村、义会村、康家卫村、
和家卓村和汉积村5个公共服务次
核心，辐射带动周边一般村。

提升张王庄村、鸭洼村、张家塬村、
冯家村、石狮村的村级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设施。

供水系统规划 通信系统规划

排水系统规划 燃气系统规划

电力系统规划 供热系统规划



规划传导
与实施保障

近期实施计划

完善实施保障体系



8.1 近期实施计划

8.2 完善实施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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