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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层次与范围 

规划范围为欧拉秀玛乡行政辖区，分为乡域和乡集镇

两个空间层次。 

乡域范围为欧拉秀玛乡行政辖区范围，包括贡周村、

当庆村、敦红村、卡尔格村 4 个行政村，总面积约

141504.83 公顷。 

乡集镇范围为乡政府驻地建设用地范围，总面积 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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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定位： 

黄河上游牧文旅融合产业示范区 

形象定位 1： 

灵秀山水，寻香揽梦 

游牧部落，诗画草原 

形象定位 2： 

黄河首曲的梦幻花海，自然人文的诗意交响 

四、国土空间格局 

构建“一心、三核、两带、三轴、两片区”的全域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一心：以欧拉秀玛乡乡集镇为综合服务中心； 

三核：依托卡尔格行政村、贡周行政村、敦红行政村

村委会所在地形成村域生活服务核心。 

两带：依托省道 330 联动乡集镇和各村，形成城乡融合

发展带，依托黄河河道及两岸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形成黄

河文化景观带； 

三轴：依托协曲、曼曲、当庆河道形成三条生态涵养

轴线； 

两片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 。 

 

五、落实三条控制线 

欧拉秀玛乡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落实县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欧拉秀玛乡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 23263.26 公顷，生态功能主要为水源涵养型，



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区域。其中科学评估区红线占比高达

64%，其次为省级双评价生态极重要区占比 34%，甘肃玛曲

青藏高原土著鱼类自然保护区占比为 2%。 

落实县级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成果，欧拉秀玛乡划定城

镇开发边界面积 4.42 公顷， 

 

六、镇村分类 

传导玛曲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村庄分类，欧拉秀玛

乡贡周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敦红村、当庆村、卡尔格村

为其他类（看不准类）村庄。 

七、产业布局规划 

通过梳理区域产业功能定位、自身产业发展方向、结

合产业用地需求，合理规划产业空间布局，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对产业发展的要求，推动欧拉秀玛乡全域产业发展，

形成“一主一辅”的全域产业体系。主导产业围绕欧拉羊、



牛、马为主发展现代生态畜牧业，辅助产业以西麦朵合塘

旅游景区为核心，省道 330 户外探险旅游廊道为串联，沿线

布局户外露营、草原观光、原乡文化体验等业态产品。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形成“一轴带动、一片整合、

一点点睛”的产业空间布局。 

一轴带动：沿省道 330 的区域产业联系轴，形成全域产

业发展轴； 

一片整合：根据生态保护红线要求，划分为绿色畜牧

产业承载区，在生态保护和草畜平衡前提下发展现代畜牧

业。 

一点点睛：以西麦朵合塘旅游文化景区为核心，带动

商旅服务、民俗体验等产业。 

八、支撑体系 

1.道路交通体系 

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形成以乡集镇为中心的半小时生活圈，打

造旅游环线交通网络。 

到 2035 年，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和内通外畅的交通新

格局基本形成。 

完善区域公路网络结构： 

构建便捷的省道干线网。加快建设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构建覆盖全面、能力充分的普通干线网络。 



聚焦欧拉秀玛乡区位优势，努力打造全域村道空间格

局，为欧拉秀玛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2.公共服务体系 

1.教育设施 

优先保障基础教育用地需求，按照学龄人口变化趋势

和中小学建设标准，结合欧拉秀玛乡生活圈布局，提升改

造现状学校、幼儿园等教育设施，解决义务教育学位供需

矛盾，促进就近入学，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现象。 

2.医疗卫生设施 

提升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及附属工程建设项目，加

强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 

3.公共体育设施 

完善乡集镇公园、广场建设项目，配套完善全民健身

设施，包含室内体育场等，打造全民健身中心。 

3.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给水工程规划：改造提升欧拉秀玛乡集镇给水系统，

合理敷设管网，生活、消防合用给水管网，沿居住区布置

管道配水至各用户，形成环状和枝状相结合的管网。距离

较远的居民点单独规划水源供水，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建设

农村人饮地表水或地下水供水工程。 

排水工程规划： 

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 



污水工程。欧拉秀玛乡政府驻地采取集中污水收集处

理方式，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集镇以外村庄采取生

态化的分散污水收集处理方式。远期污水收集率不低于

95%，污泥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 90%，全域污水设施再生利

用率达到 50%。 

雨水工程。欧拉秀玛乡集镇雨水排水采用管网收集排

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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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来辅助

组织排水，减轻排水管网压力，保证集镇区良性水文循环。 

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欧拉秀玛乡供电电源来自于 35KV

欧拉曲河变电站，电力线路为架空敷设。 

优化全域电网结构。规划逐步完成全域电网改造，提

高供电保障率，全域高压输电线路采用架空敷设。 

电信工程规划： 推进欧拉秀玛乡全域电信基础设施建

设。有序推进商业 5G 无线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整合推动

5G+智慧场站、政务、教育、旅游、交通、医疗等建设。 

能源保障系统：  

（1）供热工程规划 

规划至 2035 年，形成乡集镇供热集中化、其他居民点

供热多元化、全域供热清洁化的供热格局，乡集镇集中供



热普及率达到 90％以上。 

环卫工程规划： 将全域环境卫生工作与社会、经济、

环境发展相合，建立健全欧拉秀玛乡全域环卫运行体系。

重点完善全域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垃圾清运和无害化

处理机制，实现“道路硬化绿化、河道清澈清洁、居民点

规划有序、农家干净整洁”的目标。根据欧拉秀玛乡地域

特点与发展实际，规划分区建立不同的垃圾处理运作模式：

“居民点收集、乡集镇清运处理”模式。 

九、历史文化 

1.物质文化遗产 

欧拉秀玛乡域范围内有 2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喀尔

科遗址、当琼曼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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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拉秀玛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包括《格萨尔

王传》传说、藏族神话故事、藏族民间故事、藏族民间谚

语等；民间音乐包括藏族民歌、叙述歌、说唱、藏族扎宁

（弹唱）等；民间舞蹈有锅庄舞等；民间杂技与竞技包括

骑马捡哈达、举重（举沙袋)、摔跤、赛马、酥油花、牛角

琴等。 



 

十、镇区规划 

1.城镇性质与职能 

乡集镇性质： 

以生活服务、产业配套、旅游服务为一体的，具有高

原民族风情和特色生态产品的高原旅游服务驿站。 

乡集镇职能： 

1.旅游服务驿站 

由乡集镇、西麦朵合塘旅游服务区组成，具有承担景

区及沿线旅游综合服务中心的职能。 

2.全域公共服务中心 

乡集镇承担全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承担

面向乡域内村庄的公共服务职能。 

3.产业服务中心 

乡集镇承担畜牧产品生态加工服务功能。 



2.空间发展方向 

严控东、南、北方向的发展边界，向西拓展发展空间，

为集镇区的生态产品初加工留有空间，整理乡集镇的低效

用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3.空间结构优化 

欧拉秀玛乡集镇形成“一心三轴四区”的乡集镇空间

结构。 

其中，“一心”是指乡集镇综合服务中心，作为乡集镇

经济、文化、旅游、生活等的服务中心； 

“三轴”是指依托省道 330 的乡集镇综合发展轴、乡集

镇向鹿场方向的生活联系轴、乡集镇中部的商业服务轴线； 

“四区”是指西部生态产业片区、中部生活服务区、

特色商业街区、公共服务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