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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战略与总体格局
1.1  总体定位与发展目标

1.2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

1.3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1.4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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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山水红城，富美宜居之都

2025年目标

总体定位与发展目标1.1

全盟工业化和城镇化
发展引领区

红色文化和生态旅游融合
发展示范区

现代农牧和城乡融合
发展样板区

建成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美丽乌兰浩特”基本实现 “美丽乌兰浩特”全面建成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1.2

◼ “底线约束、安全永续”的绿色发展战略

◼ “强核带动，体系明晰”的城乡融合战略

◼ “转型升级，产城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战略

◼ “草原红城，宜居共享”的品质提升战略



◼ 构筑“一核一带、四区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1.3

一核引领

一带统筹

四区协同

多点融合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1.4

◼ 严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强化城镇开发边界管控引导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筑牢自然和谐的生态空间
2.1  构建两廊三区的生态安全格局

2.2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

2.3  推进林草水湿资源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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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区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功能与生态环境品质

构建“两廊三区”的生态安全格局2.1

◼ 加强洮儿河、归流河生态保护，建设山清水秀、安全宜人的山水生态廊道

•

•

•

•

•

•

•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2.2

◼ 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

•

•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 水生态治理 城市修复



推进林草水湿资源保护与利用2.3

•

•

•

•

•

•

•

•

•

•



打造现代高效的农牧空间
3.1  构建三区一带多点农牧空间格局

3.2  加快都市型现代农牧业发展

3.3  实施全域国土综合整治

3.4  推进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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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三区一带多点”农牧空间格局3.1

◼ 划定北部、中部和南部现代农牧业发展区

•
北部现代农业发展区

•

•中部现代农牧业发展区

•南部现代农牧业发展区

◼ 打造洮儿河农旅融合发展带

•

◼ 打造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支撑点

•



加快近郊型现代农牧业发展3.2

◼ 加快近郊型现代农牧业发展，以生态绿色、高质高效为引导，发展“绿色+”

“创新+ ”“休闲+ ” ，调整农牧业种养结构，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 优化种植结构，发展绿色、有机、特色农业：

• 发展现代养殖业，提高废弃物循环利用水平：

绿色
+

农牧业

• 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 推动农村经营方式转变：

创新
+

农牧业

•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以精品景区建设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休闲
+

农牧业



• 着力推进农村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

•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 扎实推进城镇工矿低效用地整治：

• 有序提升城镇人居环境质量：

实施全域国土综合整治3.3



推进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3.4

•

•

◼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

•

•

•

◼ 优化耕地布局

•

•

•

◼ 实施耕地质量提升行动，严格控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建设品质宜居的城乡空间
4.1  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4.2  构建一核一轴多节点城镇空间格局

4.3  全面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4.4  推进产业空间高质量发展

4.5  加强建设用地与矿产资源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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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格局4.1

加强与东北三
省及周边地区
协调发展

加强与三
大城市群
合作

加强与盟
内其他旗
县协同

•

•

•

•

•

•

•

•

•

•



构建“一核一轴多节点”城镇空间格局4.2

◼ 引导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土地集约，促进城镇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
一核

乌兰浩特中心城区

•一轴
沿洮儿河城镇发展轴

•
多节点

义勒力特镇、乌兰哈达镇、
葛根庙镇、太本站镇



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4.3

•

•

•

•

◼ 探索“以镇带村、
以村促镇、镇村互
动”联动发展模式

•

•

•

◼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模式引导

•

•

•

◼ 建立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

•

•
◼ 实施乡村分类、分

级指引

•

•

•

◼ 推进乡村基础设施
与公共服务提升

•

•

•

◼ 发展嘎查村新产业



推进产业空间高质量发展4.4

特色商
贸物流

绿色
制造 近郊型

现代农牧

特色
文旅



加强建设用地与矿产资源合理利用4.5

◼ 推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

•

•

◼ 推进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

•

•

•



构建红绿交融的特色空间
5.1  完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体系

5.2  构建彰显魅力的特色空间格局

5.3  高水平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5.4  塑造城乡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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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体系5.1

◼ 构建“山水空间格局、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特色民族

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五个层次 四个主题 三大特色



构建彰显魅力的特色空间格局5.2

◼ 构建“双核、两带、三区、多点”的特色空间格局

•双核
乌兰浩特红色历史文化核
罕山草原文化体验核

•

•
两带

洮儿河生态文化带
百里稻海特色农业风光带

•
多点

•
三区

义勒力特花香稻海农耕体验区
乌兰哈达民俗文化体验区

葛根庙-斯力很特色文化体验区



高水平推进全域旅游发展5.3

01
打造全域旅游
发展格局

•

02
建立三级旅游
服务中心体系

03
打造精品旅游
线路

04
保障旅游新业
态发展用地

•

•

•

•

•

•



塑造城乡特色风貌5.4

◼ 彰显“山水田园美丽风光交融，红色文化现代都市风尚交汇”的风貌特色

•

历史文化风貌、现代都市风貌和绿色产业风貌中心城区特色风貌

• 山水村镇风
貌、田园村镇风貌村镇特色风貌

• 山地丘陵风
貌、田园风貌和滨河风貌开敞地区特色风貌



营造高品质中心城区
6.1  城市性质与发展规模

6.2  协同推进大乌兰浩特一体化发展

6.3  优化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

6.4  构建蓝绿网络与公共空间体系

6.5  建设宜居社区与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6.6  有序实施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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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业发展高地

文化创新魅力红城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城市性质与发展规模6.1

地区性公共服务中心城市
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国家绿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承载区
东北地区商贸物流节点
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

电子商务与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国内外重要旅游服务集散中心
国内知名的文化旅游康养目的地

安居乐业幸福城市
绿色宜居园林城市

38万人 增量空间 存量空间 弹性空间



协同推进大乌兰浩特一体化发展6.2

◼ 加强大乌兰浩特城镇圈功能统筹

•

◼ 推进大乌兰浩特城镇圈城乡一体化发展

•

◼ 加快构建同城化的交通和基础设施体系

•

•

◼ 加强大乌兰浩特生态环境共治共保

•

•



两区

双轴

一心

双核

以洮儿河、归流河等为主
体的山水生态廊道

优化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6.3

•

•

•

•

•

•

•

◼ 构建“山水绿廊、一心双核、两区双轴”的总体空间结构

•



优化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6.3

◼ 大疏大密、集约高效，推进组团用地混合、公共服务配套与内部功能完善



构建蓝绿网络和公共空间体系6.4

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不低于90%
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2000米见水

◼ 青山共保、河湖织网，筑牢安全韧性的蓝绿生境网络

•

◼ 构建山水融城的绿地开敞空间体系

•

•

◼ 构建城市休闲游憩网络

•

•



建设宜居社区和公共服务设施体系6.5

◼ 优化居住空间布局，引导人口合理分布

•

◼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

•

•

•

◼ 构建“一主两副”综合公共服务中心体系

•

•



有序实施城市更新6.6

分类分区，差异
化引导城市更新

稳步实施老旧小
区及城中村更新

改造

积极推进低效工
业及商贸物流用
地更新升级

有序推进政策类
闲置用地开发



提升要素支撑能力
7.1  构建综合交通体系

7.2  建设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7.3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7.4  完善安全韧性防灾减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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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综合交通体系7.1

◼ 强化重大区域交通廊道建设，提升可达性

•

•

◼ 构建内联外通、分工明确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

◼ 完善中心城区路网体系与公共交通体系

•

•



建设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体系7.2

•

•

•

◼ 构建“盟级中心-市级中心-镇区-嘎查村庄”多层次、特色化公共服务体系

•

•

◼ 健全城市社区生活圈、乡村社区生活圈配置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7.3

优化水源配置，提高城乡供水安全保障

集中分散结合，污水收集处理提质增效

生态海绵排水，高效利用再生水资源

优化电网结构，提高供电保障及可靠性

加快气源引入，推进燃气设施覆盖普及

提高供热能力，保障北方冬季清洁取暖

推进分类收运，促进垃圾资源化利用



气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完善综合消防体系

完善人防工程体系

强化重大危险品管控

完善抗震避难体系

完善安全韧性防灾减灾体系7.4



完善规划实施体系
8.1  加强规划传导

8.2  完善规划实施管理与配套政策

8.3  落实近期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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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规划传导8.1

完善规划实施管理与配套政策8.2

落实近期行动计划8.3



意见建议反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