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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玛曲概况

区位 玛曲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甘青川三省结合
部。

2021年末常住人口5.71万人，城镇人口3.26万人，城镇化
率57.09%。

境内地势因西倾山呈南北走向而北高南低。

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22.1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2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万元。

人口

地形

经济



      按照“五无甘南”的要求，“12345”发展思路，提升黄

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能力，突出黄河首曲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形成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先行区、

黄河首曲草原生态旅游目的地、青藏高原现代畜牧业发展示范

区；构筑草原生态、现代牧业、文化旅游、清洁能源体系；建

设“生态玛曲、幸福玛曲、活力玛曲、平安玛曲、正气玛曲”，

提高城乡建设品质和环境质量，系统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

1.2 指导思想



       规划范围：县域总面积9636.78平方公里，辖城区、尼玛

镇、阿万仓镇、欧拉镇、齐哈玛镇、采日玛镇、曼日玛镇、木

西合乡、欧拉秀玛乡、河曲马场和阿孜畜牧试验场。

       规划期限：规划近期至2025年，远景展望为2050年。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先行区

2.1 功能定位

        以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为重点，构建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保护黄河上游生态要地，承担维护黄河上游生态安全、保护湿地的重大使

命，转型发展生态经济。

黄河首曲草原生态全域旅游目的地

      以创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为目标，积极努力做好若尔盖国

家公园玛曲公园建设，提升优化“天下黄河第一弯”形象品牌建成具有藏

族风情的生态湿地、草原、民俗文化的黄河上游全域旅游精品县、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

青藏高原现代畜牧业示范县

       以科技为先导，以绿色发展为主题，大力发展绿色畜牧业，壮大高原

特色优势产业，探索高寒草原地区实现生态保护和畜牧业相互融合、构建

高原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验区。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畜产品加工业，

提高产品质量，建成青藏高原绿色现代化畜牧业示范县



2.2 发展目标

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安全，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得到提升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不断优化

区域发展更加协同

空间品质更加优良，建设要素支撑、保障有力的国土空间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更加完善





      构建“一心、一屏、一带、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一心：以玛曲县城为中心形成玛曲县政治、经济、文化综合

服务中心；

       一屏：以玛曲县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结合阿万仓湿地，融

入若尔盖国家公园建设，整体形成玛曲县高原生态保护屏障；

       一带：依托黄河沿线形成玛曲县生态文化景观带；

       多点：以阿万仓镇、河曲马场为生态旅游发展核心；欧拉镇、

欧拉秀玛乡为三产融合发展核心；曼日玛镇、齐哈玛镇、采日玛

镇发展为特色生态旅游驿站。

3.1 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5484.76平方公里，占县域总面积

的56.91%。其中核心区（甘肃黄河首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甘

肃玛曲青藏高原土著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148508.94公顷。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879.16公顷。包括城区、欧拉镇、阿万

仓镇、齐哈玛镇、曼日玛镇、采日玛镇、河曲马场和欧拉秀玛

乡。

3.2 管控底线





4.1 高品质魅力国土空间定位

亚洲最美草原湿地观览基地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选美中国”活动中，阿万仓湿地被评

为“中国最美的五大草原湿地”第一名。

       联合国有关湿地专家称这里是亚洲最美、最大、最原始、最优质的高

原湿地草场。

若尔盖国家公园首曲魅力观览中心

       玛曲县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区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具有

较大的潜力发展成为以高寒牧区为特色的国家公园。

中国格萨尔文化传承创新旅游示范区

       玛曲县是格萨尔王的发祥地，也是格萨尔文化的发源地，对全国的格

萨尔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玛曲县笛演奏技艺、藏族民歌等民间艺术，骑马捡哈达、举重（举沙

袋)等传统体育活动。



构建“点-线-面”的高品质魅力国土空间

“点” ：人居环境魅力空间的城镇居民点、文旅魅力空间的景

区;

“线”：人居环境魅力空间的交通风景道、游牧魅力空间的牧道、

黄河风情带等;

“面”：文旅魅力空间的旅游景区、游牧魅力空间的牧场、以黄

河首曲国家自然保护区、土著鱼类保护区、若尔盖国家公园为主

的生态魅力空间。

4.2 高品质魅力国土空间构成



构建“一核、一带、三道、五区”的国家高原特色生态旅游示

范区总体空间布局

       一核：以玛曲县城尼玛镇作为全县旅游发展、物流集散及

功能组织的中心； 

       一带：指黄河风情魅力景观带；

       三道：指沿玛阿公路、黄齐公路、扎西公路形成的三条魅

力旅游风景道；

       五区：指草原新城魅力景观区、河曲马场魅力景观区、阿

万仓魅力景观区、齐哈玛—采日玛魅力景观区，以及欧拉—欧

拉秀玛魅力景观区。

4.3 基于魅力空间的全域旅游规划



 



5.1 水资源利用与湿地保护

水资源利用目标

       玛曲县2030年用水量控制目标为0.13亿立方米，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控制目标为11立方米/万元，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控制在0.58，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目

标达98%。

       规划至2035年延用用水量控制目标0.13亿立方米。

湿地保护目标

       建立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全面保护湿地，强化湿地利用监

管，推进退化湿地修复，建立湿地保护修复管理机构结合目前

的机构改革，对重点区域的自然湿地和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人

工湿地，建立比较完善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和科普宣教体系，

实行优先保护和修复。



5.2 林草资源保护与利用

林草资源保护与利用保障策略

落实草畜平衡制度逐
步恢复草原系统

持续开展林地保护草
原治理工程

实施生态移民，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监

管体系

林草资源利用目标

       重点保护黄河沿岸和山间沟谷

阴坡及半阴坡地带等山体林地及境内

草地现状，采取重点生态工程带动、

激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等措施，通过

加快宜林地造林绿化，加强生态脆弱

区的生态治理，有针对性地规划和实

施退化林地修复工程等.



5.3 自然保护地体系

       玛曲县境内峡谷、高

山、湖泊众多，湿地、草

原面积广阔，自然资源特

色极为鲜明，被誉为“中

国最美的六大湿地草原之

一”。玛曲县内自然风景

资源主要包括水域风光自

然景观、地质地貌自然景

观以及生物栖息地三大类。

构建1个国家公园，2个自然保护区，1个自然公

园组成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
若尔盖

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黄河首曲

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
玛曲县阿万仓

草原自然公园

甘肃玛曲

青藏高原土著鱼类

自然保护区



5.3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物质文化遗产空间

一级：

娘玛寺——中国最大的转经筒

二级：

察干外香寺院、年图寺

三级：

木拉寺院、采日玛寺院、参智合

寺院、乃日玛寺、萨尔玛寺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玛曲县以赛马、骑马、哈达、

赛牦牛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

结合尼玛镇赛马场，形成玛曲县

以赛马为主的文化生态区；以举

重（举沙袋)、投石袋比赛、摔跤、

乌尔多（抛尕）等非物质文化为

主，在欧拉、欧秀形成以民间文

化为主体的文化生态区；以格萨

尔文化为主，形成以阿万仓为主

体的南部格萨尔文化生态区。





p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先行区

p黄河首曲藏域生态文化旅游核心区

p高原生态产业化

p产业生态化实验区

p甘肃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示范区

6.1 总体产业发展定位



6.2 产业发展目标

近期目标：2021-2025年
经济实力逐渐增强

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旅游开发稳中有序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体系

清洁能源产业初具规模

中期目标：2025-2030年

      生态保护成果突出，建成黄河上游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示范区。

      旅游产业全面升级，建成若尔盖（甘肃）

国家公园，实现生态旅游强县。

      建成国家级高原特色生态产品产业化实

验区，清洁能源产业迅速崛起，产城发展深

度融合。

远期目标：2030-2035年

       经济实力、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经

济总量和城乡人均收入迈上新台阶；基本

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牧业

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模范县，

建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6.3 产业发展指引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先行区

• 建成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核心区

• 建成黄河上游绿色发展核心区

• 把“全域无垃圾”作为生态旅游发展的标准

黄河首曲藏域生态文化旅游核心区

• “天下黄河第一弯”主题形象品牌

• 建成玛曲国家黄河公园

• 建成高原特色“赛马藏乡”

高原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验区

• 高原特色生态畜牧业产业园

• 中药材生态采挖体验园

• 能源开发利用实验区

• 建成玛曲县绿色能源示范区

甘肃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示范区

•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 牧区特色、牧旅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

•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示范区





7.1 综合交通体系

建成“外联内畅、结构优化、布局合理、衔接顺畅、能力充分、

安全可靠”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三级运输网络体系

• 完善区域内交通骨干网络，推进县乡村道路联网工程，基本形成县、乡、

村三级运输网络体系

两横三纵

• 规划构建“两横三纵”的国省干线公路网，即由S330、S583形成的两

横公路网，由G345、S204、S45形成的三纵公路网

五联

• 规划形成X405（诺尔隆-阿孜试验站）、X415（玛曲县—青海河南

县）、X416（齐哈玛乡—唐克）、X418（木西合—门堂）、X419

（耀达尔—采日玛）等“五联”县级公路



7.2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 中心城区/重点镇：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服务半径基

本覆盖全域。

• 一般乡镇/村庄：配置基本公共服务中心，满足农村居民

日常、基本的服务需求，发挥直接、近距离服务广大农

村地区的作用。

设立“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乡镇——村庄”四级

公共服务中心



7.3 绿色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给水
• 以为尕绕水库、协曲水库、哇尔合曲水

库水源为主水源，以卓格尼玛水源地为

备用水源地为辅助水源。

排水
• 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镇采用雨污分

流制排水体制。

供热
• 中心城区以供热站燃煤锅炉房为主热源

• 乡镇及农村地区形成以集中连片供热为

主，分散取暖为辅的多元化供热体系。

电力
• 统筹考虑全县域城镇、乡村人口电力需

求。至2035年，规划人口达到6.33万人，

总用电负荷约9.47万千瓦。

通信
• 固定电话主线普及率50线/百人；移动电

话普及率105卡号/百人；宽带用户普及

率35户/百人。通信网络基本实现无缝隙

覆盖。

环卫
• 2025年县域生活垃圾产量约为72.6（吨

/日），2035年县域生活垃圾产量约为

75.96（吨/日）。



7.4 安全韧性防灾减灾体系

p抗震
• 玛曲县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20g。

p消防
• 中心城区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逐步建设消防站，并与周边乡镇实现

设施共享。

p防洪
• 中心城区范围内河流防洪标准按50年一遇设防。

• 县域内其他区域河流防洪标准按20年一遇设防。





8.1 完善城镇体系

规划形成三级城镇等级体系

       一级以中心城区为重点，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二级阿万仓镇、河曲马场侧重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

欧拉镇以三产融合发展为主；

       三级曼日玛镇、齐哈玛镇、采日玛镇发展第三产业特

色小镇，形成旅游服务驿站。



8.2 优化城乡职能

促进乡镇特色化发展，突出“一镇一特色”

规划确定中心城区为县域综合服务中心

旅游型乡镇3个：分别为阿万仓镇、木西合乡、河曲马场

农贸型乡镇3个：分别为欧拉镇、曼日玛镇、采日玛镇

商贸型乡镇1个：为齐哈玛镇

工贸型乡镇1个：为欧拉秀玛乡



8.3 促进乡村振兴

优化村庄布局，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集聚提升类

村庄12个

城郊融合类

村庄24个

特色保护类

村庄1个

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激活产业、优

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保护乡村风貌，建设

宜居宜业美丽村庄。

近期以城乡融合为重点，提升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基

础设施水平，新建、扩建项目应按照城镇标准建设，

远期转化成城镇社区。

保持村庄特色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增强特色

保护和空间品质规划设计，划定历史保护线，结合村

庄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要素，有序引导村庄特色发展。





9.1 空间布局理念

天人合一，构建与自然山水相连通的生态格局

强调弹性，谋划远景整体框架，适应快速多元化发展需求

构建交通引导型的空间布局和土地开发模式

集约利用土地，实现城市的高效运营

合理配置资源，优化城市功能

强调城市人居环境改善、文化内涵和生活品质提升



9.2 规划总体结构

规划引导形成“两心、两轴、六片区”的
总体空间结构

       两心：指公共服务中心、旅游服务中心

       两轴：指沿忠干路的南北向城市发展轴、东西向城市发展轴 

       六片区：指西部城西片区、北部移民安置片区、中部城市更

新片区、南部城市工业片区、东北部旅游服务片区、东南部城市

物流片区



9.3 提升承载力和宜居度

形成“两环、三横、四纵”的路网格局

国道：G345形成中心城区对外交通线路，向北接规划S45高速公路连接处，向南至玛

曲县核心生态旅游景区。

高速公路：S45高速公路南北向穿越玛曲县域，中心城区以北设置高速出入口，为玛

曲县客运与货运交通提供更为快捷的交通服务。

通用机场：玛曲县通用机场主要目的为通用航空短途运输、公务飞行、空中游览、农

林作业等。为玛曲县旅游发展及快速运输提供有利保障。

对外交通与枢纽

道路交通



9.3 提升承载力和宜居度
给水

• 构建安全的供水网络格局，至

2035年，中心城区供水规模为最

高日用水量为2.06万m3/d。

排水

• 规划中心城区采用雨、污分流制。

对现状污水处理设施改造扩容。

供热

• 规划新增供热站一处，提升城市

服务水平。

电力

• 完善配电网规划建设方案，梳理

优化规划项目，保障配电网安全、

可靠、经济供电。

通信

• 提高移动通信设施网络发展水平，

确保中心城区信息化与移动通讯

网络发展水平保持领先地位。

环卫

• 规划新建天然气储气站一处，完

善中心城区管网建设。



9.3 提升承载力和宜居度

构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 完善教育、医疗文化体和社

会福利设施配置，推进社区

服务全覆盖和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完善15分钟社区生活圈

• 依托现有社区基础，完善十

五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提

高城市宜居度。

新建玛曲县第二初级中学等，完善中

小学、幼儿园配置。

新建综合医院一处，将县医院和藏医

院升级。每个街道设置1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完善急救体系。

对现有文化设施提升改造。

新建广场、综合公园等，完善公共服

务功能，每个社区配置室外健身器械。

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每个15分钟社区生活圈至少设置1所居

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10.1 规划传导落实

对上位规划的落实

• 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的重

要引导及管控内容，具体包

括：落实目标定位与发展战

略、国土空间格局；落实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城镇开发

边界；上位规划明确需要落

实的其他重要内容。

对下位规划的传导

• 对乡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的传

导内容包括本规划中的强制性内

容和指导性要求。

对专项规划的指导

• 专项规划应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指导和约束下编制，对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提出的相关专项规划

要求进行深化和细化。



10.2 规划实施保障

加强计划管理

• 按照“以空间定计划、以存量定计划、以占补定计划”的要求，提出依

据国土空间规划完善用地、用海、用林、用矿等各类自然资源年度利用

计划管理要求，保障规划稳步实施。

落实边界管控

•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底线约束和刚性管控，制定各类空间控制线的管控

要求，并开展各类空间控制线划区定界工作。

健全用途管制

•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提出

“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等管制方式。

定期评估与适时修改

• 执行“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定期评估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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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国家、省、市建

设要求基础上，提出地方特色的扩展功能，明确重点监督内容和特色监

控指标，评估结果作为规划调整修改的重要依据。



10.3 规划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与数据库建设

       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合，构建覆盖

全县、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贯通

全生命周期。

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实施
监督信息系统

国土空
间用途
管制

国土空间
生态保护

修复

自然资
源信息
共享与
开放

......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管理数据

规划数据

现状数据

政
策
法
规

标
准
规
范

数据基础

大数据云计算AI

数据动态更新

数据库支撑 数据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