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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下辖县，位于云南省中部，楚雄州东

北部。发窝乡位于武定县中北部，东邻禄劝县云龙乡，南接插甸镇、田心

乡，西接东坡乡，北与发窝乡、万德镇接壤，国土面积26781.6100公顷。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重大决策部署，发窝乡人民政府会同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武定县

发窝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

《规划》结合发窝乡实际情况，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

适宜性评价、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及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识别全乡国土

空间本底条件和资源特征，落实国家、省、市、县级的重大区域协同战略

和主体功能分区。明确镇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和总体目标；统筹

优化三类空间布局;明确全镇的基本分区及用途分类；加强自然和人文资源

要素保护利用，完善基础支撑体系，制定国土空间整治和生态修复任务；

优化中心镇区空间布局；提出规划传导指引和近期建设计划，完规划实施

保障机制。

《规划》是全乡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对发窝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建设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

活动和实施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是对上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专

项规划的细化落实，是编制详细规划(含村庄规划)和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的基本依据，是实现发窝乡高质发展的保障。



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包括发窝乡辖区全域国土空间

包括乡域和中心集镇两个层次。

中心镇区位于发窝乡中部发窝村委会，规划面积19.3089 公顷。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

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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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划定位与规划目标
1.1规划定位

1.2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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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势资源为依托，以绿色发展、产业培植为重点，以优化

国土空间规划为目标，着力把发窝乡建设成为“彝族生态之乡、

高标准反季蔬菜种植示范样板、高品质禽畜养殖基地、武

定县北部物流集散中心”，描绘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发窝新

蓝图。



2025年

2035年

底线管控全面落实；乡村振兴取得重大进展；生
产生活空间品质明显提高；生态功能大幅提升；产
业实现优化升级，城镇化率达30%以上。“彝族生
态之乡”知名度显著提升，初步形成城乡融合、协
调发展的特色城镇格局。

新时代发窝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面建设彝族生
态之乡、高标准反季蔬菜种植示范样板、高品质禽
畜养殖基地、武定县北部物流集散中心。乡村振兴
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系基本
实现。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2.1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

2.2资源环境底线约束

2.3规划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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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镇综合发展核：即发窝村委会。

南北产业发展轴：长己线及范围内途径的村庄，形成贯穿南北的乡

域发展廊道。

三区——特色农业发展区 

              生态涵养及林下产业发展区

              农文旅融合发展区。

构建“一核、一轴、三区”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统筹落实“三条控制线”，加强底线约束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将稳定耕地、
坝区集中连片优质耕地
优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
效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将强制性区域以及其他
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
的区域按照“应划尽划”
原则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防
止城镇无序蔓延。



统筹村庄边界

规划至2035年，发窝乡划定村庄建设边界面积为289.5713 公顷。

村庄建设边界是村庄规划中的刚性管控线，除上位规划明确的产业用

地、基础设施用地以及零星机动指标落地之外，不得在村庄建设边界外新

增建设用地。



统筹落实其他控制线约束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 发窝乡划定1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发窝乡羊槽村大龙潭水源地
• 划定发窝乡羊槽村大龙潭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 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
• （1）禁止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溶洞等排放污水和其它有害
• 废弃物。
• （2）禁止利用透水层孔隙、裂隙、溶洞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天然气、

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化工原料、农药等。
• （3）实行人工回灌地下水时不得污染当地地下水源。



将全域国土空间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城镇发展区、矿产能源发
展区六类一级分区，二级分区乡村发展区分为一般农
业区和村庄建设区，严格控制各区的开发保护活动。

生态保护区

将生态保护红线围合区域
划为生态保护区，发窝乡

生态保护区划定面积
9553.3876 公顷。

生态控制区

生态控制区指生态保护红
线以外，需要保留原貌的
饮用水源地、公益林等区

域。

农田保护区

将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规
模大于等于2235.8923公顷
的区域（包含永久基本农田

中的田坎）划为农田保护区。

城镇发展区

城镇发展区内以城镇开发
边界管控为主，是城镇集
中开发建设并可满足城镇

生产、生活的区域。

乡村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是农田保护区外，
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
及农民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

主的区域。

矿产能源发展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是适应国家能
源安全与矿业发展的重要陆域
采矿区、战略性矿产储量区等
区域划为矿产能源发展区。



打造绿色高产的农业空间
3.1推进农村空间复合利用，助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2严格保护耕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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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盘 活 农 村 存 量 建 设 用 地

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
下，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盘
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腾挪
空间用于支持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和乡村振兴。

2.保 障 设 施 农 业 发 展 用 地

对于作物种植和禽畜水产养
殖设施建设对耕地耕作层造
成破坏的，应认定为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并加强管理。

3.强 化 用 地 监 管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
为，严禁违规占用耕地进行
农产产业建设，防治耕地
“非粮化”，不得造成耕地
污染。不得擅自改变用耕地
途或分割转让转租。



1.明确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目标

保证2035年全域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不低于2272.3339 公顷，
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
3641.1364公顷，耕地保有量
不低于耕地保护目标。

2.严格保护耕地资源

按照“宜耕则耕”的原则，在
规划期内适时开展土地整治，
有效增加耕地面积，确保在
2035年，耕地后备资源面
积不小于6000.1372公顷。



统筹资源利用，牢固生态保护空间
4.1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4.2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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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保证规划末期发窝乡生态保护

红线不得少于9553.3905公顷。

禁止在生态红线保护区内新增

农用地、建设用地、工业用地；

禁止以农业开发、城镇建设、

工业发展等为目的认为活动；

生态红线保护区内的农田、商

品林，应按照现有管理规定进

行管理，不得擅自扩大规模或

进行破坏。

加强对林地的保护、管理、建设。

严格保护重点公益林地，加强区

内的水土流失治理，维护和丰富

区域生物多样性。

发窝乡林地后备资源补充空间

4.6242公顷，按照“宜林则林”

的原则，在规划期内适时开展生

态修复工程。



针对全域生态问题，明确重要生态修复目标，制订生

态修复策略，提升生态环境品质。

林地后备资源补充

发窝乡林地后备资源面积4.6242公顷。

裸土地生态修复

发窝乡裸土地生态修复面积16.9065公顷。

湿地生态修复

发窝乡湿地生态修复面积7.7587公顷。

水环境和水生态修复

发窝乡水环境和水生态修复面积62.9433公顷。



城镇空间—镇村统筹发展
5.1人口规模与镇村体系

5.2优化村庄布局

5.3构建城乡生活圈

5.4镇域产业布局

5.5城乡特色风貌塑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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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1+10+41”的镇村等级结构

包含发窝
乡其他41
个自然村

11个行政
村村委会
所在自然
村建设中
心村

包含发窝
村1个自然
村

基层村
中心村

重点村

结合上位产业发展规划和各个村庄不同的资源条
件，确定各行政村的主要发展产业。根据产业发展方
向和村庄等级体系，划分不同行政村的主要职能，职
能类型主要分为综合服务型、特色农业型、示范村、

一般农业型、乡村旅游型五类。

名称 职能 产业发展定位 特色产业
中心集镇区：发窝村 综合服务型 优化第一产业深化第二产业强化第

三产业
 

山品村 特色农业型 特色林果种植、生态养殖 荷兰豆、生猪
小石桥 特色农业型 特色蔬菜种植、生态养殖 青花椒、冬早蚕豆、肉牛
分多村 一般农业型 生态养殖、传统种植 武定鸡
阿过咪村 示范村 绿色林果、生态养殖、绿色产业 石榴、青花椒、肉牛、生

猪
花园村 一般农业型 烤烟、传统种植业 烤烟
它亨村 一般农业型 生态养殖、传统种植 肉牛
自期村 一般农业型 生态养殖、传统种植 刺绣
大西邑村 乡村旅游型 罗婺文化、彝族刺绣、彝族服饰文

化
传统村落

发窝村 综合服务型 绿色林果、生态养殖 冬桃
阿庆争村 一般农业型 绿色蔬菜、传统种养殖业 荷兰豆、黑山羊
乍基村 一般农业型 传统种养殖业 中草药
中村村 一般农业型  



根据不同自然村的地形特征、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

等情况明确自然村单一类型，将发窝乡行政村划分为城郊融合类、

集聚发展类、整治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五大类。

• 集聚发展类村庄11个；

• 特色保护类村庄1个；

• 整治提升类村庄40个。



构建“重点镇生活圈、中心村生活圈、一般村生活圈
三个层级；梯级化、定向化、合理化配置教育、医疗、文
化体育、社会福利、商业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构建全民
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

医疗

社会保障

文化

到2035年，全乡学前毛入
学率98%
九年义务教育率为97.5%

至2035年，发窝乡按规划
期预测人口数进行测算卫
生院床位数规划119床。

至2035年人均文化设施用
地面积达0.3㎡/人，每个
乡镇设置1处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每个村（社区）设
施1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中心集镇区以现状敬老院
为基础进行提升改造。现
状敬老院床位数满足需求，
暂不新增床位。



核心：即发窝村委会，承担行政、电子商务、文化旅游中心、综合

产业服务职能，提供商业、金融、行政办公、居住休闲等综合服务。

南北产业发展廊：长己线及范围内途径的村庄，形成贯穿南北的乡

域发展廊道。

两片区——生态农林畜游发展区 、特色农文旅发展区。

西部农林畜复合发展区 ：形成林果种植、传统农业种养结合、文化

产业的产业片区。

东部生态林下农旅发展区：初步形成以生态保护优先，科学发展林

下种养、生态旅游为主导的发展区。

多点：形成以重点村庄（山品、代家、发窝、大西邑、阿过咪等村）

为核心的产业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形成小范围农业产业集聚。

构建“一核、一轴两区多点”产业发展格局



完善支撑体系
6.1综合交通体系

6.2水利设施规划

6.3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6.4综合防灾与安全韧性

6.5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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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规划

1.完善发窝至东坡、田心乡乡际联网公路建设加强发窝乡与南
部西部乡、县的联系。
2.对现有乡道公路进行体质改造，武定县发窝乡通乡公路改道
建设项目。
3.联通个行政村的村庄道路。启动发窝乡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
村公路建设项目、30-49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公路建设项目、
农村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项目。

交通设施规划

对发窝乡现状闲置客运站的提升改造。兼有公交首末站，客运枢
纽站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枢纽站。推进客运站与公交站统一规划



• 至2035年，新建供水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以上，农村集中式
供水工程供水率达到98%以上。

• 开工建设志黑中型水库，加快推进大西邑中型水库前期工作。加强小型
水源工程建设，续建阿庆争小（1）型水库，规划新建发古河水库（小1
型水库）、老深箐水库。加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综合利用，提升农村
供水质量，全面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 规划污水收集率 100%，规划污水处理率 100%。规划在集镇区污水管网
接城区污水管网，最终排入现状集镇区污水处理厂，对集镇区及其周边
村庄社区均接城区污水管网。其他村庄采用污水处理设施（氧化塘）进
行处理，严禁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 遵循“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采用“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
处理”垃圾收运处理模式，中心村设垃圾转运站，基层村设置垃圾收集
点。至规划期末，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达95%以上。

• 位于发窝乡的35KV变电站的为主要的供电平台，以农村电网改造为重点，
构建完善的农村供电平台；

• 加强输配电线路改扩建和农网升级，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提升农业
农村供电质量，保障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用电需求。

• 推进5G网络覆盖工程，实施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加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
信息网络改造提升力度。



防洪工程

抗震防灾
规划

综合治理消防规划

地质灾害
防治规划



• 分多富如山夫妻合葬墓位于发窝乡分多村委会，属清朝代表性古墓葬，
为县级文保单位；

• 罗以沟彝文碑位于发窝乡分多村委会，属清朝代表性石窟寺及石刻，为
县级文保单位；

• 彝文碑刻摩崖：山神碑供立于该县发窝乡分多村公所康希德彝村山神树
前。山界碑数量较完整的碑刻发现于武定县发窝乡分多村公所罗矣更彝
族后坟山；上刻有彝文137字。

• 文物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和保护范围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现行法律
规章。

文保单位保护范围



• 大西邑传统村落

• 大西邑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划分为三个层次：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
风貌协调区。按《传统村落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规定进行
保护。

大西邑传统村落保护范围



中心镇区规划
7.1中心镇区用地布局

7.2中心镇区交通体系规划

7.3中心镇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7.4中心镇区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7.5中心镇区四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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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镇区的用地发展方向为：中心集聚、西拓东融、南北优化。

区域角色定位：武定彝族自治县北部农林畜复合发展示范乡。

产业定位：发窝乡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中心

规划镇区功能结构为“一心一轴、五区相间、生态筑底、产业孵化”：
“一心”：镇区活力中心；
“一轴”：城镇发展轴,以长己线为轴的经济发展轴；
“五区”：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 、商业商务区、交通枢纽区、绿地休闲区、战略
预留区；
生态筑底：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优先，以生态林地为基础，沟通集镇区并强化周边生态
绿化，构建集镇区生态格局。
产业孵化：以发窝集镇为中心，联动代家村、旧方坝尾，发展冬桃农文林产业孵化区。

商贸服务区

舒适居住区

舒适居住区

行政综合服务区

绿地休闲区



Ø 规划居住用地15.1942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36.20%，人均26.36平方米。
Ø 完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扩建幼儿园用地，保留现状机关团体、医疗卫生

及社会福利用地；
Ø 规划商业服务业设临用地2.9340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6.99%，人均5.10平方米。
Ø 保留现状超市、农贸市场、邮政储蓄等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Ø 规划仓储总用地1.1247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2.68%，人均2.16平方米。
Ø 集镇南边规划仓储用地1处，面积0.1027 公顷，作为乡集中物流中心。
Ø 规划扩建现状客运站用地1.0125 公项，占城镇建设用地的2.41%。
Ø 规划新建社会公共停车场，面积0.7374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1.76%。



道路交通规划

• 依托现有道路形成“省道+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的道路交通体系，打通断头

路，加强对外交通道路联系。

静态交通设施规划

• 改扩建现状客运站

• 新建两个公共停车场



教育设施

集镇区范围适当新增幼儿
及初中学位，同时按需完
善教育设施。

体育设施

文化站改建综合体育馆

社会福利设施

现状敬老院扩建
规划新建公募一处

医疗卫生设施

现状卫生院用规模基本满
足需求



给水工程规划

新建供水厂一座，供水管
径为DN150和DN100。

排水工程规划

扩建现状污水处理设施，
按车行道下覆土不小于0.7
米，人行道下不小于0.6m
布置。规划污水管规格为
DN300、DN200。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新建配电站 环卫工程规划

规划新建垃圾焚烧厂



绿线

黄线

蓝线

紫线



规划实施保障
8.1落实规划传导

8.2规划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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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战略与规
划定位、开发
保护总体格局

约束性指标、
预期性指标，
将约束性指标
分解到乡镇

划定耕地保护
目标及永久基
本农田、生态
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
划定州级以上
文保单位紫线，
划示灾害风险
控制线

县域划定二级
分区，中心城
区细化到三级
分区

重大交通廊道、
重大市政廊道、
县级以上公共
服务设施

法律法规、国
家要求、省级
要求

落实县总体格
局，细化县级
格局。落实城
镇等级规模与
职能，衔接县
级总体要求，
明确县级发展
战略与定位

落实县级级下
达的约束指标，
分解到村委会；
参考县级预期
性指标，完善
乡镇级指标体
系与数据

落实县级下达
耕地保
护目标及永久
基本农田、永
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合理划定村庄
建设边界

乡镇划定二级
分区，中心城
区细化到三级
分区

落实县级规划
明确的重大交
通廊道、重大
市政廊道、县
级以上公共服
务设施，细化
乡镇级重大设
施布局

落实、细化管
控要求



（1）按照《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云发[2020]7 号) 明确村庄规划的编制单

元和编制方式。

（2）明确各行政村的区域协同、发展定位、发展策略、发展规模

等引导要求。

（3）明确各行政村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控制线;下达耕

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等指标。

（4）明确各行政村应落实的县级及以上综合交通、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等布局要求。

强化村庄规划纵向传导

明确专项规划编制清单。相关专项规划应在市级总规的约束下编制，

落实相关约束性指标，不得违背市级总规的强制性内容。经依法批准后纳

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统筹专项规划横向传导

（1）在乡镇级总规底线约束和指标管控下开展详细规划。

（2）城镇开发边界内：划分详细规划编制单元，明确单元主导功能

定位以及应落实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防护绿地和公园绿地、结构

性水域、开发强度分区等控制传导要求。

深化详细规划传导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