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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层次与范围 

规划范围为采日玛镇行政辖区，分为镇域和镇区两个

空间层次。 

镇域范围为采日玛镇行政辖区范围，辖 5 个行政村，即

采日玛村、乃尔玛尕玛村、乃尔玛贡玛村、秀昌村、麦果

尔村，总面积约 67207.54 公顷，镇政府驻地在乃尔玛贡玛

村。 

镇区范围为对应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总面积 13.64 公

顷。 

二、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5 年。其中，基期年为 2020

年，近期：2021—2027 年，远期：2028—2035 年。远景展

望至 2050 年。 

三、规划定位 

立足采日玛镇资源禀赋，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草原牧业提升与生态安全治理为基

础，促进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维护高原

生态系统稳定，牢筑生态安全屏障，将采日玛建设为： 

发展定位： 

高原湿地生态小镇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镇 

首曲草原生态旅游服务节点镇 



形象定位： 

山河远境·秀美家园 

四、国土空间格局 

规划立足采日玛镇自然地理格局、资源环境禀赋和经

济联系特征，构建“一廊三区，一核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总体格局。 

一廊：黄河生态廊道。  

三区：甘肃黄河首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肃玛曲青

藏高原土著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载畜区。 

一核：以采日玛镇区为核心的城镇公共服务核心。 

多点：多个牧民生态定居点及生态产业发展示范点。 

 

五、落实三条控制线 

采日玛镇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规划落实生态保护红线规模为 51264.55 公顷（768968



亩）。 

规划落实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为 13.64 公顷（205 亩）。 

 

六、镇村体系 

镇村体系结构按规模分为“中心镇区—中心村—基层

村”三个等级。 

中心镇区：采日玛镇区。 

中心村：秀昌村、采日玛村。 

基层村：乃尔玛贡玛村、乃尔玛尕玛村、麦果尔村。 

七、产业布局规划 

依托镇域土地利用现状，结合镇域主要产业资源分布

特征，以 S204 为联动纽带，以各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划分产

业带，形成特色产业组团，构建“一轴两区、一核多点”

的生态产业发展布局。 

一轴：S204—黄齐公路产业综合发展轴，建设集广域



型景区旅游观光风景道、产业要集散发展的复合产业轴。 

一带：黄河湿地风情景观带。 

两区：生态保护区、生态载畜区。 

一核：采日玛镇区产业综合服务中心 

多点：镇域生态集中养殖、光伏清洁能源、生态旅游

服务等多个生态产业示范点。 

八、支撑体系 

1.道路交通体系 

对外交通规划：落实县级以上公路路网规划，加强区

域交通联系。 

玛曲县 S204 河曲马场至采日玛至唐克公路建设项目：

连接省道S204和省道330，县域东南部旅游交通横向通道，

规划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内部交通规划：以乡道、通村公路、通景公路为依托，

完善内部路网，打造采日玛镇旅游风景道游览系统。 

村道提升：充分利用现有农村路网基础进行提升改造，

完善补充硬化、道路排水、照明。提升村道通行能力及服

务水平，合计 10km，提升村道道路宽度不应低于 4.5 米。 

2.公共服务体系 

1.教育设施 

结合片区未来人口趋势，统筹规划幼儿园和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以乡镇中心幼儿园、小学为主，辐射带动辖区



内学前、小学教育，因地制宜地构建片区公共教育体系。 

规划布局幼儿园 3 所、镇区 1 所、村幼儿园 2 所（秀昌

村、采日玛村），寄宿制中心小学 1 所（镇区）。规划对学校

（含幼儿园）周围环境进行提升改造，改善学生的学习生

活和环境质量。 

2.医疗卫生设施 

按照“卫生院向镇区集聚，卫生室基础覆盖”的原则，

乡镇设卫生院、村配置村卫生室。  

规划布局采日玛镇卫生院 1 所、村卫生室 2 处。秀昌村

新建卫生室结合四六队集中居民点设置，辐射常住村民生

活区域。采日玛村结合村委会布置村庄卫生室，规划提升

村卫生院标准设施，进行设备更新与升级，加强卫生管理。 

3.文化与体育设施 

按照“多点布局、全域保障”的原则，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体育服务体系。 

规划布局镇综合文化广场 1 处，秀昌村活动场地和小游

园各设置 2 处，结合集中居民点、玛尼石堆设置，满足村民

日常文体活动需求，采日玛村设置文化活动广场 1 处，文化

活动室结合现有村委会设置。 规划对现状文化广场进行提

升改造，增补相应健身设施，维修破损路面，同时对文化

室进行文化活动设施增补，丰富村民日常文化活动。 

4.社会服务设施 



按照“多点布局、全域保障”的原则，优化社会服务

设施体系。 

养老设施：规划布局镇养老院 1 处，秀昌、采日玛两中

心村配置日间照料中心 2 处。 

公共厕所：镇区规划结合乡镇公共服务设施场所按需

配置；秀昌村规划公共厕所 3 处，一处位于村委会，一处位

于集中居民点东侧，另一处位于旅游活动区域，均采用卫

生厕所；采日玛村规划公共厕所 1 处， 引导村庄集中区民

居逐步进行厕所无害化改造。 

停车场规划：结合镇村公共场所空间配置。 

3.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期内落实玛曲县城乡供水保障生

态保护水源工程，保护建设好采日玛镇区水源地。规划加

快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建立水质达标、布局合理、安全

经济的供水系统，足全镇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需要。 

排水工程规划： 

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 

逐步建成完善的镇村污水处理系统，提高镇村污水处

理率，实现污水资源化利用，采日玛镇区采取集中污水处

理方式，旅游点等独立设施采取生态化的分散污水处理方

式。远期污水收集率达到 100%，镇区排水管网覆盖率达到

100%，力争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 60%以上。 



雨水工程。采日玛镇区雨水排水采用管网收集排除，

并基于湿地小镇的建设理念，逐步建立具有草原城镇特点

的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实现“灰色”、“绿色”结合的高

效、生态排水体系。按照“渗、滞、蓄、净、用、排”的

技术途径，利用植草沟、渗水砖、雨水绿地、自然生态湿

地等“绿色”措施来辅助组织排水，减轻排水管网压力，

保证镇区良性水文循环。 

电力工程规划： 以 110KV 电网为主干，110KV 变电站

为枢纽，连接 35KV 变电所及电站的网架结构。 

规划至 2035 年供电可靠率≥99.8%，电压合格率≥98%。

规划电力线路敷设宜采用架空形式，条件允许或对景观有

要求的情况下可采用电缆沟敷设，采用的截面形式为 0.8m

×0.8m。 

电信工程规划：满足所有通信运营商平等竞争和各类

信息业发展需求，实现固定电话普及率不低于 30％，移动

电话实际用户普及率不低于 90％，宽带数据网用户普及率

不低于 80％，有线电视住宅用户入户率达到 100％。 

能源保障系统：  

（1）供热工程规划 

镇区根据规划建设规模及地形地势规划建设集中供热

锅炉房，形成以集中连片供热为主，清洁能源(太阳能、光

伏、电热等)为辅的多元化供热体系。 



乡村冬季取暖采用分散和集中供热相结合的方式。在

永久性居民点及新建人口密集新农村居民点，规划建设集

中供热锅炉房，对于村庄布局分散、规模较小的区域考虑

分散取暖。分散采暖尽量考虑采用清洁能源(太阳能、光伏、

沼气等)。 

（2）燃气工程规划 

规划气化率近期（2027 年）达到 40％，至远期（2035

年）达到 70％。覆盖的边缘区域的建筑物应尽量使用天然

气、电能等清洁能源供热，以减少大气污染。 

镇区近期规划建设液化石油气瓶装补充站，以瓶装液

化石油气方式为居民生活提供燃气。 

环卫工程规划： 规划采日玛镇不单独建设生活垃圾填

埋场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分类处理站，建设与中心城区垃圾

处理系统衔接的生活垃圾收集、中转、运输和处理处置系

统。规划建设垃圾转运站 1 处、垃圾收集点 3 处，沿居住区

主要道路间隔一定距离设置垃圾箱，在镇区人流密集的公

共空间设置移水冲式厕所。 

九、历史文化 

1.物质文化遗产 

采日玛镇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4 处，分别为齐哈玛吊桥、

乃日玛寺、采日玛寺、珊瑚城遗址。对保护范围及建设控

制地带进行严格管理，定期开展文保单位普查，建立抢救



性保护机制。 

2.非物质文化遗产 

采日玛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

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

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类型。 

 

十、镇区规划 

1.城镇性质与定位 

采日玛镇区的发展定位为： 

高原湿地生态小镇 

首曲草原生态旅游服务节点镇 

采日玛镇区城镇性质为： 

着力提升镇区居住、公共服务、产业、生态旅游服务

等职能，将采日玛镇区建设为以高原湿地生态小镇为发展

核心的牧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城镇。 



2.用地布局 

规划采日玛镇区面积 13.64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13.37 公顷，主要包括城镇住宅用地、机关团体用地、中小

学用地、医院用地、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商业用地、社

会停车场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供水用地、邮政用地、

广场用地、留白用地等。 

3.道路交通规划 

道路系统规划：中心镇区道路系统主要由 X419、主干

道和次干道组成，其中 X419 道路红线宽度为 8 米，主干道

道路红线宽度为 12 米，次干道道路红线宽度为 10 米、8 米、

6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