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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位置

2、规划期限与范围

贡觉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东部、昌都市东部，与四川隔金沙江相望，县城距昌都市区254

公里。莫洛镇地处贡觉县中部，东与则巴乡接壤，南与哈加乡相邻，西与察雅县扩达乡毗邻，

北与相皮乡相连。果普村位于莫洛镇北侧，北与查雄普村和若果村接壤，南与县城紧密相连，

东与若达村相连，距县城2.5公里。

◼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昌都市贡觉县莫洛镇果普村行政辖区范围，果普行政村下辖幸福、果

普和居玉3个自然村。

规划区范围总面积为10.26平方公里。

果普村影像图

◼ 规划期限

规划以2021年为基

期，规划期限2021-2035

年（与《贡觉县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保持一致）。

近期：2021-2025年；

远期：2026-2035年。



3、村庄发展定位及目标

◼ 总体定位

以现代高原农牧业为基础，以民族文化为特色，以城郊区位为优势，发展

乡村文旅产业，将莫洛镇果普村打造成为集高原生态农牧业、田园休闲、

文化展览等多产融合发展，设施完善的贡觉县乡村振兴示范村，

美丽贡觉的后花园。

村庄类型：城郊融合类村庄

◼ 规划目标

目标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示范点；目标二：美丽乡村建设样板村；

目标三：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基地；目标四：森林西藏建设示范地。

粮食安全
保护目标

到2035年，耕地保有量面积不低于127.23h㎡，其中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不低于4.77h㎡。

生态环境
保护目标

到2035年，污水处理率达9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饮用

水水源水质达标率达98%。

建设用地
调控目标

到2035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15.32h㎡，其中村庄建设用地10.98h

㎡，区域交通用地2.8h㎡，区域公用设施用地1.5h㎡。

节约集约
用地目标

到2035年，果普村常住人口规模达201人，户数达到28户，幸福村人口

规模100人，户数19户，辖区内人均村庄建设用地控制在364.62㎡/人，

户均宅基地控制在739.27㎡/户。

国土综合
整治目标

到2035年，村域内建设完善灌溉与排水设施，提升田间道路质量，调

整土地利用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旱能

灌、涝能排的目标，提升农田生产条件。



4、国土空间管控与布局

◼ 控制线划定

本次规划衔接《贡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评审稿及贡

觉县林业和草原局基本草原划定成果，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及基本草原范围，结合村庄发展需求，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生态保护红线：街接三线划定成果，规划区内暂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规划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4.77h㎡，主要

位于村域中部，果普村农村居民点周边。

基本草原：衔接贡觉县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基本草原，规划区内暂不涉及

基本草原。

农业空间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图例

规划范围

行政界限

果普村农业空间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图



4、国土空间管控与布局

◼ 控制线划定

村庄建设边界：按照“整体减量、局部增量；刚性控制，弹性调整；集约

节约、布局优化”的原则，莫洛镇果普村辖区内划定村庄建设边界5.63h㎡

（包含果普村村庄建设边界2.98h㎡，幸福村村庄建设边界1.34h㎡，居玉村村

庄建设边界1.31h㎡）。

果普村
（村庄建设边界规模2.98h㎡）

居玉村
（村庄建设边界规模1.31h㎡）

幸福村
（村庄建设边界规模1.34h㎡）

果普村村域范围图



4、国土空间管控与布局

◼ 三类空间划分

生态空间：规模289.66h㎡，全域占比28.23%。其中暂无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一般生态空间面积： 289.66h㎡，全域占比28.23 %。

农业空间：规模720.49h㎡，全域占比70.22%。其中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4.77h㎡，全域占比0.47%，一般农业空间面积715.72h㎡，全域占比69.76%

建设空间：规模15.84h㎡，全域占比1.54%。其中村庄建设边界面积

5.63h㎡，全域占比0.55%，其他建设空间面积10.21h㎡，全域占比0.99%。

果普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图



5、产业发展规划

◼ 产业发展定位

以绿色农产品种植为基础，以产业链多领域延伸为发展方向，以农旅融合

为目标，以村居生活体验为特色，打造农耕采摘体验基地、藏式民俗展示基地、

三产融合示范点以及近郊休闲度假旅游基地。

◼ 产业发展引导

一产：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区域主导农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

产要素，在区域内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化基地。

二产：对青稞、唐卡绘画等特色产品分拣包装、开发乡土化农业、手工业

衍生产品，实现“产品——礼品”的升级。

三产——以休闲旅游为核心，打造“农+旅”、“文+旅”模式，打造以

农事体验、文化交流、生活休闲为一体特色田园度假村。



5、产业发展规划

◼ 产业发展布局

一核：美丽乡村核心：

依托果普村村委会，打造服务于果普村现代农牧业发展及旅游服务的综合服务中心。

两轴：产业发展主轴、马曲河生态景观轴

马曲河生态景观轴：依托马曲河水系及湿地资源打造生态休闲景观带，为游客提供亲水休

闲空间和优美的滨水景观。

产业发展主轴：依托557国道，打造果普村产业发展主轴，发展现代化农牧业和近郊乡村

旅游业。

三区：高原生态保育区、农牧体验区、湿地科普区

农牧体验区：依托果普村内丰富的农牧业资源，打造农耕、采摘等体验项目，设置中小学

生户外研学实践基地。

湿地科普区：依托马曲河及其沿岸丰富的生态景观资源，增设滨水景观栈道、观景平台、

骑行道等设施吸引游客亲近湿地，了解湿地。

高原生态保育区：结合人工牧草养殖和现代化牧草培育技术，保留规划范围内部的天然牧

草地，建设高原牧草涵养片，构建规划区内草原生态屏障，营建原生态高原草地风光。

三基地：文旅配套基地、休闲运动基地、阿旺绵羊现代化养殖基地

规划形成“一核、两轴、三区、三基地”的产业规划结构

产业发展布局图



6、村庄规模

◼ 人口规模

至2035年，规划区内户籍人口378人（含幸福村100人），66户，常住人

口301人（含幸福村100人），47户。

◼ 用地规模

至2035年，果普村辖区内建设用地规模15.32h㎡，规划区内村庄建设用地

规模10.98h㎡。

◼  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至2035年，规划区内耕地面积增加1.11h㎡，共127.23h㎡，占总用

地面积的12.40%；林地面积增加0.29h㎡，共260.98h㎡，占总用地面积的

25.44%；草地面积减少0.90h㎡，共566.70h㎡，占总用地面积的55.23%；

湿地面积保持不变，共18.15h㎡，占总用地面积的1.77%；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减少0.49h㎡，共10.98h㎡，占总用地面积的1.07%，人均村庄建设用地

364.62㎡/人，人均耕地面积4226.83㎡/人，约6.34亩/人；陆地水域保持不变，

共11.76h㎡，占总用地面积的1.15%，其他土地减少0.01h㎡，共15.54h㎡，

占总用地面积的1.51%。

村庄国土空间规划布局图



7、农村居民点规划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

至规划期末规划区内村庄建设边界规模5.63h㎡，其中村庄集中建设区

5.28h㎡，占村庄建设边界规模93.68%；常住人口301人，47户。其中，果普

村户籍人口201人，28户；幸福村户籍人口100人，19户。规划人均村庄建设

用地364.62m2/人。

农村居民点布局规划图

果普村驻地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4.29h㎡

规划常住人口：201人（28户）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213.43m2/人

幸福村驻地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1.34h㎡

规划常住人口：100人（19户）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134m2/人

居玉村

果普村

幸福村



7、农村居民点规划

◼ 农村居民点总平图



7、农村居民点规划

◼ 农村居民点总平图



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行政管理：对现有村委会场地进行提升设计，规划包含社区服务大厅、社区居

委会办公室、卫生室等。

文化活动：新建文化活动广场和非遗文化展示馆。

体育健身：规划新建儿童活动场地、健身广场、公园绿地作为村民日常运动、

健身、举办集体活动的场所；规划将现有篮球场地提升改造为足球场，作为村民日

常活动的场地，同时兼具晒场功能。

健康管理：规划对现有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为村民提供医疗、预防、残疾人

康复等服务。

产业投资：规划对明珠合作社进行现状提升，改善产业结构。

商业服务：规划新建小型餐饮、特产店、民宿、便利超市，完善村内商业服务

设施，为村民及游客提供日常购物、餐饮、住宿服务的场所。

◼ 果普村：



9、基础设施规划

1、对外交通规划

依托国道557，构建果普村南北交通廊道，道路红线宽度控制为7m。

2、村庄内部道路规划

规划形成四级路网体系：主要干路、次要支路、巷道、河堤道。

主要干路：村庄内部串联各个农村居民点的主要道路，按照4.5-5m红线宽

度进行控制。

次要支路：联系村庄主要道路与各居民点入口的道路，按照3.0m红线宽度

进行控制。

巷道：连接村庄入户和主要机动车道的道路，以慢行交通通行为主，宽度

2.0-3.0m不等。

河堤道：沿马曲河依托水工设施建设设计河堤道，按照2.0-3.0m红线宽度

进行控制。

3、停车系统规划

规划新建2处停车场，分别为果普村停车场和居玉村配建停车场。

◼ 道路系统规划

◼ 供水工程规划

规划果普村供水水源为山泉水，新建一体化净水设施一套，处理能力

10m³/h，日供水规模为30m³/d，提升改造供水管网。

◼ 排水工程规划

规划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在果普村村委会南部新建污水处理设施1处

（含化粪池），规划处理规模为20m³/d；在幸福村南部规划小型人工湿地1处，

规划处理规模为10m³/d，提升改造村内排水管线。



9、基础设施规划

◼ 电力工程规划

1、电力设施规划

至规划期末规划区内村庄用电负荷总计为259KW，规划提升扩容果普村现

状变压器容量至200kVA，居玉村变压器容量至50kVA，幸福村变压器容量至

160kVA。

2、照明设施规划

本次规划沿村庄内主要道路及巷道布局单杆单挑路灯（太阳能）86盏，其

中果普村内32盏，居玉村18盏，幸福村36盏；沿河岸布置单杆单挑路灯17盏，

采用30W LED灯，并配套风能补电装置。

◼ 通信工程规划

结合果普村村委会规划布局电信服务网点1处，保留现状邮政服务网点1处，

为本村提供邮政及电信服务；结合果普村村委会设置通信机房1处，服务辖区

内果普村、居玉村与幸福村；保留现状1座通信基站，远期结合5G专项规划，

增设5G基站，保障农村居民点内5G网络全覆盖。引进镇区广电站的广电通信

光缆至通信基站，为果普村提供广电服务。有线电视入户普及率100%，宽带

普及率100%。

◼ 环卫设施规划

规划按照“户分类、村收集、县乡转运、集中处理”的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规划新增公厕3座，分别为位于果普村东部、居玉村健身广场和滨水步道

旁的密林探险乐园内；幸福村规划1座公厕，建设标准按照二类公厕标准执行。

规划果普村新建1处垃圾收集设施；结合旅游服务设施，以30m为服务半

径规划布局8处垃圾桶，其中果普村4处，幸福村3处，居玉村1处；结合村庄聚

居点及村组建设需求，布局5处垃圾箱，果普村2处，幸福村2处，居玉村1处。



10、村庄风貌与人居环境管控引导

◼  新建民宅建筑方案设计引导

新增的民宅，户均宅基地面积控制在500㎡以内，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200

㎡以内。层数以1-2层为主，不超过3层，屋顶以平屋顶为主。应在划定的宅基

地建设范围内统规统建。

1、适应当代农村居住城市化观念的转变，充分考虑庭院的立体开发，保

证朝向和良好通风，窗户及入口设计与景观环境紧密结合，保留围墙、院落、

堂屋等民居住宅模式。

2、合理控制面宽与进深，以达到平面紧凑，节约土地的目的。

3、平面功能布局合理，做到公私分离、食寝分离、居寝分离、洁污分离。

4、重视节能，外形采用紧凑的形体，以减少建筑物的总散热面积，采用

自然通风来减少通风能耗，配置太阳能，节约能源。

5、庭院设计综合考虑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根据不同的建设规模，设计

不同面积的户型。

6、建筑高度：村民自建房屋建筑层数不超过3层，建筑高度不大于12m。

7、建筑色彩：主基色以棕色为主，辅助色可以为白、灰等，点缀色则以

藏红色为主。

◼ 住宅庭院整治引导

引导实施人畜分离，建立集中养殖设施；院落景观打造，围墙修缮，地面

清理，硬化铺装。

对无法进行人畜分离的庭院，规划建议修建畜栏，加强村民生活与牲畜养

殖功能隔离，改善庭院环境。



10、村庄风貌与人居环境管控引导

◼ 建筑风貌整治引导示意

◼ 新建民宅建筑方案示意



10、村庄风貌与人居环境管控引导

◼ 人居环境提升引导

1、绿化

村旁。村庄周围形成环村林带，以高大乔木为主，适当配植中高乔木和灌

木，形成村庄的自然边界，作为村庄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生态过渡带。

宅旁。宅旁绿化应充分利用屋旁宅间的空间，以小尺度绿化景观为主，见

缝插绿，不留裸土，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品质。绿化种植结合空地形状自由布置，

使庭院绿化有机延伸，与公共绿化相互渗透。植物品种以小乔木与花灌木为主，

形成十里花海、四季常绿、居所优美的居住环境。

路旁。有充分绿化空间的，可选择一些大树冠的高大乔木，宜以落叶乔木

为主，以使夏有树荫，冬有阳光；路面较窄或路边距建筑物距离较小的，可选

择一些小树冠的树种或灌木进行绿化，绿化的栽植形式可灵活多样。

2、入口门户节点

摆放标志牌形成村庄入口形象标识，清除周边堆放杂物、增加花草灌木，

强化入口的景观形象。

3、公共空间

广场、林卡等村民日常聚集较多的公共活动空间和重要的景观节点，应结

合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和民俗乡情、地域文化加以整治和美化。在公共空间

增加石凳座椅，健身器材等设施，健全居民休闲游憩的需求。植物品种宜以观

赏类乔木与花灌木搭配为主，强调乡土、生态、自然，尺度宜人，塑造富有特

色的村庄风貌。



10、村庄风貌与人居环境管控引导

◼ 人居环境提升引导

4、建筑小品

树池采用自然石块和水泥砌筑；规划景观节点内座椅主要采用石材、木质

等材料为主；规划垃圾收集点采用移动式塑料材质；在道路路口、停车场等主

要位置设置指示牌。

5、滨水空间

重点对经果普村段马曲河进行安全生态水系建设，营造一水两岸滨水景观。

整顿滨水环境，清除淤泥、杂草，净化水质，加强河道绿化，增加灌木、草本

类植物以及水生植被，强化水体的自净能力，完善河道的水生态系统，长期维

持水质，美化居住环境。驳岸就地取材，采用石砌筑护岸，提升公共空间可参

与性。



附表：
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村庄发展控制指标表



附图：

村域国土空间现状图

村域国土空间规划布局图



效果图示意：

滨河景观——马曲河景观廊道整治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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