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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边县金河村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 

规划简介 

一、 规划位置和范围 

金河片区位于盐边县中部，与盐边县城隔雅砻江相望。雅砻江、安宁河在此交汇，东北接米易县，西南邻仁和区和东区。

距盐边县城 9公里，车程约 15分钟；距攀枝花市区 30公里，车程约 50分钟。通过二滩大道或二滩宋家坨码头乘船向北可以快

速到达盐边北部腹地；通过省道 S214，红格大道可以快速与桐子林站和盐边站、京昆高速盐边下线口进行转换。 

规划范围为桐子林镇金河村和红果彝族乡三滩村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区域，总规划面积为 122.21平方千米。 

二、 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为 2020年，期限为 2021—2035年，近期至 2025 年。 

三、 规划定位 

打造以生态山水为基底，历史民族文化为特色，万亩芒园为依托的农文旅融合、山水康养型村级片区。 

四、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系列要求，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四次

全会精神及“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要求，落实省委关于统筹推进全省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两项改革

“后半篇”文章工作会议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多规合一”，统筹发展与安全，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

穿始终，充分彰显生态产品价值，推动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全面提升乡村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为乡村全面振兴

和全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五、 规划目标 

到 2035 年，片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中心集聚效应明显，综合服务能力与辐射影响力显著增强，城乡差距显著缩小，

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形成农文康旅融合发展的乡村片区。 

六、 底线约束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落实并传导上位规划下达的耕地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目标任务。 

（二）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并传导上位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包括四川二滩国家级森林公园覆盖区域。 

（三）其他保护线 

1. 自然保护地 

严格落实并传导四川省、攀枝花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片区自然保护地包括四川二滩国家级森林公园。 

2. 水源保护地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划定的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片区划定盐边县雅砻江菩萨岩保护区一级保护区。 

3. 生态公益林 

严格落实生态公益林，片区公益林保护等级为二级国家公益林。 

4. 河湖管理范围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河湖管理范围，包括雅砻江、乌拉河、中心水库、长冲箐水库、双箐水库等河湖水体。 

5. 地质灾害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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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盐边县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划定地质灾害管控区，主要位于金河村河口社和双箐社。 

6. 湿地 

严格保护片区雅砻江沿线内陆滩涂湿地资源。 

7. 市政廊道 

严格落实上位及相关规划中高压电力线路，按照《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50293—2014）等相关规范要求，划定基础设

施廊道控制线。本规划 500kV 架空高压线规划走廊宽度按两侧各 35 米控制，110kV 高压线走廊按两侧各 12.5 米控制，35kV 高

压线走廊按两侧各 10米控制。 

8. 长江干支流域保护线 

村域内凡涉及长江干支流域内的建设均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要求。 

七、 产业规划 

（一）品特色香芒 

优化芒果种植区域，加强品种培育，发挥核心产业比较竞争优势，提高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以晚熟芒果为主导，通过“果

—畜—沼”种养循环和其他作物间作套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开展林下养殖，实现立体农业，

以芒果鸡、芒果鸭等丰富农副产品类别，增加创收渠道。 

鼓励企业和果农互帮互助，实现全域精品芒果现代化种植，打造国家级优质芒果创新示范基地，创建金河芒果优质品牌。

利用科学的栽培技术手段，先进的栽培装备，提升基地农业装备和信息化水平。通过现场教学、网络培训等方式，加强村民技

能培训。利用移动终端控制通风、喷灌等系统；从播种到收获，建立全过程数据库。 

依托盐边“一品牌、两中心”建设，以生态林业、优质芒果为核心基础，纵向延伸，提升产业能级，强化芒果全产业链延

伸发展；注重横向拓展，挖掘农业多元价值，形成芒果研发、体验旅游、田园康养等多种农旅融合发展模式。 

把产业基地作为体现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基底和最大载体，应用“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理念，将

园区变景区。种植园区景观化打造，变传统种养为精致生产，开展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等活动。人居环境整村整治，景观化处

理，增加游憩接待设施，鼓励农民将农房变客房以增加旅游接待能力。通过建设农业科技中心，将先进的农业技术进行展示和

推广，寓教于乐，多层次立体展示农业科技。 

（二）引绿色开采 

根据《攀枝花市盐边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和《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煤炭矿区总体规划（2022 年）》，

突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引导资源绿色开采、高效利用，建设攀枝花绿色煤矿示范区。在三滩村落实三滩滑石板煤矿、

恒辉煤业三滩煤矿、金谷 1 井煤矿采矿权，在矿权范围内布局矿产开采项目，布局配套工业广场、矸石堆场、洗煤厂、生活办

公区等。在金河村落实页岩矿采矿权。 

根据《盐边县桐子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在金河村落实头道河一期尾矿库布局。 

（三）感地域文化 

1.突出文化体验 

二滩建设展览馆应注重对外宣传和讲述二滩建设时期历史，充分发挥科普基地作用，利用欧方营地作为对外展示中西方文

化融合的重要平台。 

以三滩村傈僳族非遗文化传习中心为依托，配套补足文旅设施，争创省级民族团结教育基地，以民族风俗、民族服饰、民

族节庆等为特色，强化民族文化的对外展示。 

2.融入新型业态 

依托欧方营地，通过国际先进康养模式的汇集，打造国际化高端康养度假平台。与四川二滩国家级森林公园互动，将自然

山水与基地有机结合，形成高端生态康养度假目的地。 

利用欧方营地打造水利水电博物馆，整合二滩建设展览馆，三线精神体验馆等，作为盐边县对外展示二滩历史和中西方文

化的平台；文旅结合，制作二滩历史纪录片、提升欧营俱乐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发展国际化文旅项目。 

借助三滩村非遗传习中心，与傈僳霓裳设计工作室、傈僳酒家特色餐饮等具有非遗技能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旅游承载点，开

展傈僳族民族服饰鉴赏、文化研学、手工制作、节庆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以“活态型非遗传承模式”丰富片区产业类型，

强化文化旅游发展。 

（四）享山水康养 



3 

 

以二滩森林公园为核心依托，建设攀枝花森林康养服务平台，攀西经济区户外运动基地。 

在保证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前提下，依托森林生态环境优势，发展森林康养度假产品，提高康养度假品质。建设登山

步道，二滩半程马拉松、水上运动中心等赛事和项目，联动环攀枝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为运动康养的发展奠定产业基础。 

在保证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前提下，在生态红线以外区域，不违背四川二滩国家级森林公园规划内容情况下，合理利

用现有的地形条件以及谷地、林地、湖泊等复杂多变的自然景观，适当修建一部分康体设施，以山地运动、康体休闲等特色旅

游项目为依托，开展山地旅游项目活动，打造集运动休闲、康体疗养为一体的山地康体旅游度假区。 

八、 公服设施规划 

引导公共服务向中心村集聚，形成中心村辐射全域，其他村服务村域的梯级乡村生活圈模式。 

行政管理方面，提升各村行政便民服务室，完善村委会功能，让村民办事快捷方便不愁。医疗卫生方面，保留现状村卫生

室。文化体育方面，保留现状健身广场、文化广场，于各居民点统一配套健身广场。社会服务方面，各居民点统一配套养老服

务点，保留现状儿童之家、妇女之家、青年之家等设施。生活服务方面，结合党群服务中心和居民点配建村邮站、快递物流配

送点，党群服务中心新建益农信息社，保留现状农家便利店。 

九、 道路交通规划 

（一）对外交通设施 

落实若水大桥及连接线工程项目，落实二滩宋家坨码头改扩建工程和千田湾旅游码头建设工程，落实 S470盐边县二滩观景

台至渔门段改建工程。 

（二）省道 

省道 S470南接县道 X043，北至红果片区，途经三滩村、二滩码头，是片区北部主要对外交通干道。 

（三）县道 

县道 X043、县道 X001 沿雅砻江自北向南穿过片区东部，既是片区内部快速联系的主干道路，又建立起北连省道 S470，南

达盐边县城的便捷通道。 

县道 X042南北向穿过片区中部，与县道 X043、县道 X001 相连通，并串联起片区内部村道。 

（四）内部村道优化 

优化片区内部村道，硬化入户路，打通断头路，连通各村主要道路形成内部环线，串联村内主要建设节点，加强两村联系。 

（五）产业道路 

煤矿运输通道：途经三滩村道-红果村道-花地村道-省道 S471。 

生活和旅游通道：二滩大道（省道 S470、县道 X043、县道 X001）。 

芒果物流运输通道：县道 X042。 

（六）农村公交及招呼站 

规划内部农村公交线路，沿县道 X043、县道 X042，形成公交环线，途经 4处居民点，欧方营地以及各资源点。依托道路规

划新增 6 处招呼站，完善各村间公共交通服务系统。 

（七）停车场 

复合利用各类设施分散布局公共停车场。 

（八）加油站 

规划保留现状加油站。 

十、 其他居民点通则式指引 

（一）选址原则 

1．确保选址安全；2．因地制宜选址；3．结合区域设施；4．方便生产生活；5．避免跨区新建；6．尊重村民意愿。 

（二）建筑体量 

建筑不超过三层，原则上每户建筑面积宜在 90—250平方米之间，最大建筑面积不宜超过 300平方米。 

（三）风貌指引 

1.新房子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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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傈僳族、彝族传统建筑风格特点为主要特征。屋顶采用小青瓦双坡屋顶，屋脊有彩绘，尾部有起翘，起翘装饰为牛角装

饰。 

外立面采用传统的三段式，台基用水泥浇筑，墙体根部用石砌材质贴面。墙身采用夯土或砖砌材料，外墙面采用原木衔接

垒落形成的装饰线条或保留夯土材质表面。屋顶铺装小青瓦，屋脊有彩绘。 

建筑色彩以土质原色、深灰色为主色调，土褐色、石质原色为辅色调。 

建筑材料上，墙体以本地夯土、石材、圆木等材料为主，屋顶采用小青瓦，可装饰各种木材构件。 

2.纳尔河居民点 

以现代欧式建筑风格特点为主要特征。采用欧式多面坡屋顶造型，坡屋面为金属屋面或油毡瓦屋面，上叠陶土瓦或彩石金

属瓦，颜色以朱红色或深橘色为主。 

台基用水泥浇筑，一层外墙采用饰面贴砖，一二层之间用装饰线条腰线隔开。二层外墙主要采用浅黄色真石漆墙面，也可

使用不同颜色饰面砖。阳台栏杆采用欧式罗马柱栏杆或铁艺栏杆。 

建筑色彩以白色、浅黄为主色调，暖黄色、朱红色、金色为辅色调。 

建筑材料上，墙体以真石漆、饰面砖等材料为主，屋顶采用陶土瓦、彩石金属瓦，以 EPS线条装饰各种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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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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