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若干意见》、《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并监督实施陕西

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施意见》、《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等文件要

求，营造美好人居环境和宜人空间场所，支撑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精细化国

土空间规划建设管理，依据《柞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结合柞水县实际，编制《柞水县总体城市设计》（以下简称《设计》），该规

划落实上位及相关规划的战略部署和导控要求，建立未来县城人居特色的总体

城市框架和相应系统的空间体系，是作为城市发展的长期空间引导手段。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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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层面：研究县域生产、生活、生态的总体关系，从区域角度确定柞水县整体

城市特色定位，协调城镇乡村与山水林田湖草的整体空间关系，对生态、农业和城镇

空间进行整体统筹，强化县域整体空间秩序。

中心城区层面：强化中心城区规划设计，宏观把握城市空间格局和空间结构形态，

对系统要素提出整体控制对策。基于本地自然和人文禀赋，研究城市开敞空间系统、

重要廊道和节点、天际轮廓线等空间秩序控制引导方案，组织富有意义的行为场所体

系、构筑城市整体和社会文化氛围。

一、规范范围

县域层面

中心城区层面



规划确定柞水县城市总体风貌定位：

二、全域风貌定位与格局

人文氛围浓厚的精致山水小城

规划期末，实现三大空间目标转变。塑造全域生态综合体：依循自然规律，尊重

自然特征，借助自然风貌，由自然山水城市向生态宜居城市转变。成为一座践行生态

文明，山河相映，城绿交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水生态之城；融合多元魅力文化：

由文化资源城市向文化品质城市转变，塑造多元交融、可感可知、新旧共生的文化旅

游城市；提质慢享人居空间：由硬质城市向人本城市转变，加强慢享生活空间体验，

营造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向往的安居乐业之城。



二、全域风貌定位与格局

规划确定总体风貌格局为：

“五区、三带、多点”

五区即为：秦岭生态风貌区、山区农林风貌区、山地城镇风貌区、秦楚人文风貌

区和工矿生产风貌区。

三带即为：秦岭自然生态管控带、滨河人文特色管控带、滨河生态特色管控带。

多点即为：以牛背梁自然公园、四方山自然公园、九天山景区、溶洞地质自然公

园以及九间房等为代表的生态风貌节点；以老庵寺美丽乡村、西川木耳小镇、窑镇中

药基地、金米特色农业园、金台现代农业园、张坪特色农业园等为代表的乡村风貌节

点；以柞水中心城区、营盘镇、凤凰镇等为代表的人文风貌节点。



三、中心城区风貌塑造

规划构建直观中心城区空间风貌管控框架：

“一河两山，两川展翼，四核并举，四区共荣，多点装缀”

一河两山：乾佑河及两侧山体；

两川展翼：西川——茨沟口、马房子沟道；

四核并举：厅城人文展示核心、高铁门户展示核心、西川公共服务核心、花园沟旅

游服务核心；

四区共荣：老城传统风貌区、活力宜居风貌区、现代工业风貌区、川道生态风貌区；

多点装缀：孝义厅城（迎春广场-厅城文化景园-迎春门-疙瘩寺、西新街、城墙绿

带）、东升公园、古渡公园、高铁站、两个高速路下线口、西川市民广场、幸福里商业

中心广场、花园沟绿化景观节点、茨沟口景观提升、纸坊沟景观提升、桥头公园景观提

升、下梁公园景观提升；



四、空间系统设计

规划设计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城区居民需求和使用最集中的公共空间，空间品质

最直观的建设内容，规划从动态路径：街巷空间及慢行体系；点状节点：公共开敞空

间；重要界面：视线、天际线、高度；特色分区：特色风貌分区；活动策划：节庆活

动；特色彰显：夜景照明六大支撑系统进行设计引导，旨在营造优享乐行的畅游之城、

开放共享的公园之城、观山阅水的景秀之城、风貌和谐的雅致之城、节庆荟萃的精彩

之城、流光溢彩的夜景美城，不断提升柞水城区居民生活幸福感，让外来游客能便捷

体验和感受柞水城市特色。

优享乐行的畅游之城

开放共享的公园之城

观山阅水的景秀之城

风貌和谐的雅致之城

节庆荟萃的精彩之城

流光溢彩的夜景美城

街巷空间及慢行体系

公共开敞空间

视线、天际线、高度

特色风貌分区

节庆活动

夜景照明

慢行步道

高度管控

风貌和谐
开放共享



五、重点控制区导控

规划对中心城区进行分区分类管控：

老城传统风貌区

活力宜居风貌区

川道生态风貌区

现代工业风貌区

在总体城市设计框架下，进一步明确重点片区发展要点，提炼核心价值要素，为

详细层面城市设计编制工作提供片区发展的基本导向,加强总体城市设计在重点片区

空间进行落定，达到上下一致，细化提出片区内部的控制体系，指导下一层级城市设

计规划控制



六、实施保障

文件制度保障：将总体城市设计要求转化为管理规章，实现多规协同应建立统一

的规划保障体系；完善总体城市设计的管理机构，建立总体城市设计管理的领导机构，

形成稳定的设计管理团队；强化多规协同编制，确定城市设计的法定地位，协调与相

关政策的关系；强化项目实施的统筹协调能力，提升项目行动的管理品质。

传导衔接要求：从横向衔接、纵向传导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将管控要素横向纳入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借由法定规划体系进行传导；另一方面则在城市设计体系内部构

建纵向传导的有效机制。

管控体系完善：规划强调成果与规划建设管理相对接，向上，将规划设计理念与

控导要求进行提炼，为正在编制的《柞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提

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向下，将总体城市设计作为指导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

从宜居、文旅、公共服务三个层面出发，提出人居环境提升计划、文旅产业升级

计划、公共服务发展计划等三大行动计划，9大建设抓手，并根据项目的重要性对建

设时序分为三期： 近期2023-2025年、中期2026-2030年、远期203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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