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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3个建制镇19个行政村（社区）

幅员面积：612.83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2.05万

城镇化水平：36.98%

前言

大邑县位于成都市的西部，距成都市中心城区约53千米，距

天府新区约56千米，处于成都高铁半小时经济圈范围内，东北与

崇州市交界，东南与新津县毗邻，西、南同雅安市芦山县、邛崃市

相连，东、北和新津县、崇州市、阿坝藏羌自治州汶川县接壤，利

于承接成渝大都市休闲游憩功能，雪山下公园城市。

片区位于大邑县雪山温泉度假区和安西遗产度假走廊，未来将

构建以山地滑雪、温泉疗养为核心，以避暑戏水、登山运动、科普

教育为补充的国家旅游度假区。在县域四个经济镇片区中以生态涵

养功能为主。

片区位于大邑县西部的雪山区和森林区，境内地貌形态多样，

平原、丘陵、低山、中高山、高山、极高山并存，自西向东、由高

向低依次排列呈阶梯状，海拔高度在619-5270米之间，平均海拔

2922.21米，西部山区地貌破碎，沟壑纵横，群山绵亘，高峰耸峙，

景观秀美，中纬度、低海拔的西岭雪山的雪域为一大奇观。

大邑西岭雪山运动康养发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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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 2021-2035年

近期目标年：2025年

规划目标年：2035年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䢺江镇、花水湾镇、西岭镇3个建制镇镇域范围，下辖䢺

源社区、下坝社区等19个行政村（社区），规划面积612.83平方公

里。

镇区范围：䢺江镇区分为现状䢺源组团、斜源组团、下坝组团三部分，

规划镇区总面积94.59hm²。规划花水湾镇区包括现状老镇区和天宫组团，

规划镇区面积171.91hm²。规划西岭镇区位于现状老镇区的东南面任湾

地区，规划镇区面积51.41h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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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范围

云华村

沙坪社区

飞水村

花石村

大龙村 太平社区
三元
场村

大鹏村华山村天宫
社区

伍田村

温泉社区

千佛村 马桥村

上坝村

下坝社区

虎岗村

䢺源社区

香桂村

花水湾镇

西岭镇

䢺江镇



01 落实国省市县要求，
明确发展目标与策略

发展定位

发展目标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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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展定位

功能定位

6

成都之巅·雪山温泉·度假胜地

目标愿景

大熊猫国家公园和雪山生态保护与涵养示范区

国家级冰雪运动温泉康养旅游度假区

川西山地农业和公园城市乡村表达展示区



1.2 发展目标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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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全面落实三条空间管制控制线，完善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体系，优
化山地农业产业格局，落实耕地保护指标，提高国土空间的保护、利
用、治理和修复水平，初步建设成为生态涵养、山地农业、运动康养
相融合的全国知名旅游度假胜地。

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的国土空间格局，全面建成一
个以生态涵养、雪山运动、温泉康养、滨水休闲、精品农业为特色的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生态涵养、山地农业、运动康养相融合的全国知名旅游度假胜地

以生态涵养、雪山运动、温泉康养、滨水休闲、精品农业为特色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1.3 发展战略

策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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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

一轴：以䢺江河、大双路、鸳鸯池路为廊道，形成贯穿片区的雪山蓝绿生态轴；
两片：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核心划定大熊猫生态涵养片区；以生态农业为基底形
成山地生态经济片区；
多点多带：以片区的生态节点、枝状水系形成生态节点与生态带。

功能错位：䢺江镇以旅游服务支撑和农工商贸为主；花水湾镇以温泉康养、旅游
接待为主；西岭镇以生态涵养和冰雪运动为主。
特色塑造：考虑本次规划片区自身旅游资源特色和片区资源禀赋条件，塑造西岭
镇、花水湾镇、䢺江镇三镇特色，活化利用优势资源，推动片区高质量发展。

生态涵养优先，构建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核心的大生态格局。

做优做强，生态价值转化，差异化发展，塑造自身优势特色。

策略4

策略3

高效引流，帮扶䢺江发展；设施统筹安排，实现片区协同发展。

强化一产产业基础，落实“两项”改革的后半篇使命，实现全域共兴共荣；
构建三产产业链，提升在地身份感，实现全域旅游。

强链补链，中心镇崛起战略，设施共建共享，促进片区协同发展。

以林盘保护利用为抓手，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一、三产联动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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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底线管控，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落实三线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产业空间格局

生态空间格局

城镇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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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落实三线

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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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对永久基本农田进
行正向优化，严控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护。
落实上位规划中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859.36公顷，其
中䢺江镇660.59公顷，花水湾镇163.96公顷，西岭镇
34.81公顷。

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地、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生态
敏感区域，实行分级管控。
落实上位规划中划定的生态红线43919.83公顷，
其中核心保护区25636.89公顷，一般保护区
18282.94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

按照集约适度、绿色发展的理念，规划城镇发展格局，
规划集中进 行城镇开发建设的区域。
片区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为317.91公顷。



2.2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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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统筹布局

尊重自然地理格局，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统筹全域生态、农业、城镇空间，优化城乡
空间布局。
至2035年，片区规划构建“一轴串三区、一心支两镇”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

一轴串三区、一心支两镇

一轴：生态旅游发展轴

三区：雪山生态涵养区、林药经济区、果蔬经济区；

一心（中心镇）：䢺江镇是县域次级交通枢纽，是片区的服务中心(旅游服务中心、公

共服务中心、商贸服务中心、农业服务中心)，以旅游、服务、商贸为主的中心镇。

两镇（一般镇）：花水湾镇以温泉康养为特色，西岭镇以山地运动特色。

片区总体格局规划图

张帆

千佛村
马桥村

上坝村

下坝社区

虎岗村

华山村

香桂村

伍田村

天宫社区

大龙村

太平社区

三元场村

大鹏村

云华村

花石村

飞水村

䢺源社区

温泉社区

沙坪社区

生态旅游发展轴

雪山生态涵养区

䢺江镇
（中心镇）

林药经济区

花水湾镇
（一般镇）

西岭镇
（一般镇）

果蔬经济区



2.3 构建全域产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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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2辅8点”

1主：䢺江镇作为泛西岭雪山的门户和交通枢纽，设置旅游服务中心（旅游展示中心、
旅游管理中心、旅游大数据平台）、商贸服务中心（农副产品、中药材交易等）。

产业总体布局图

2主：
花水湾镇拥有大量的旅游酒店，可提供床位约7000张且拥有大量的闲置用地，在后续
的旅游开发中，花水湾镇可作为西岭雪山分流人群综合接待中心，走精品化路线，提
供精品温泉康养与旅游接待服务；
西岭镇生态保护要求高、发展空间少，建议发展生态涵养与高山运动服务，以高质量、
高标准的要求，结合西岭雪山旅游度假区，开展特色旅游。

8点：
依托西岭雪山旅游区、唐王坝第二雪场、千佛山山地旅游、共享旅居斜源、高山平湖
区等资源打造雪山运动、山地休闲、山地运动、中药养生、滨水休闲等特色产业提供
服务。

主中心

次中心

西岭服务中心

温泉度假旅游
千佛山
森林公园

唐王坝
第二滑雪场

西岭雪山旅游度假区

西岭雪山前山景区

横山岗红色文化基地

唐王坝第二滑雪场

千佛山运动森林公园

医养斜源

西岭雪山运动西岭会客厅精品旅游度假

特产商贸服务

数据
统筹服务

旅游
居住服务

大龙户外运动营地

䢺江服务极核

花水湾服务中心
高山平湖区



2.4 构建全域生态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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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轴两片，多点多带”

一轴：以䢺江河、大双路、鸳鸯池路为廊道，形成贯穿片区的雪山蓝绿生态轴；

片区生态格局图

两片：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核心划定大熊猫生态涵养片区；以生态农业为基底形成山
地生态经济片区；

多点多带：以片区的生态节点、枝状水系形成生态节点与生态带；

大熊猫生态涵养片区

山地生态经济片区

雪山蓝绿生态轴

三坝生态节点

飞水生态节点 千亩梅园生态节点

斜江河生态带小飞水生态带

千佛山生态节点

大龙沟生态节点

黎家沟生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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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城镇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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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镇村体系及村级片区划分规划图

构建四级城镇体系，即形成“1个中心镇——2个其他镇——6个中心

村（社区）——13个其他村”的城镇体系。

中心镇 䢺江镇

其他镇 西岭镇、花水湾镇

中心村 6个中心村

其他村 13个其他村

中心镇、其他镇、中心村（社区）、其他村



03
优化功能布局，
提升公园城市品质

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保护生物多样性

推动土地综合整治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15



构建“四级多要素”保护体系

3.1 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图

• 市级文保单位3处 白云庵遗址、圆觉洞摩崖造像、圆通寺遗址

• 县级文保单位9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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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统村落2处、文物保护单位12处、历史建筑3处、名木古树3处

➢ 传统村落

太平社区白果坪 三元场村三元场

➢ 文物保护单位

• 䢺江镇伍培英公馆

• 刘祠堂

• 花水湾镇天宫古寺

➢ 历史建筑

• 䢺江镇大鹏村 千年罗汉

• 䢺江镇三元场村 榕树

• 西岭镇飞水村 千年香果树

➢ 名木古树



3.2 保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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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境保护

推动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包括冻土生态，高山生态、河谷生态等的植被保护、生态发育等，避免农业生产对森林生态等造成负面影响。

促进大熊猫栖息地斑块间融合

提升栖息地保护率，使破损山体回归自然状态，恢复森林和草原植被，增加栖息地连通性和完整性，提升生

态功能。

大熊猫保护

逐步栽种松属、铁杉属以及云杉、冷杉、栎林、桦木林等大熊猫栖息地乡土树种，恢复大熊猫喜食竹种等，
增加竹种的多样性，对需实施生态修复区域的集中连片人工纯林进行改造，使其逐步恢复成为适宜大熊猫生
存的自然生态系统。

动物资源保护

对山林野生动物严禁乱捕、乱猎和其他妨碍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活动。山林旅游设施的建设应避开动物活动
频繁的地段，或开设动物通道，在通道上覆土栽种植物，利于生物物种的流通、保护。

植物资源保护

本规划区地理环境良好，小气候资源丰富，植被构成类型多样，覆盖面广，应注意保护度假区植被免受破坏，

同时加强对游客的环境教育。

严禁随意采伐。需要进行抚育采伐和更新改造的，须根据规划设计，经上级管理机构批准，并做到伐一补一，

保证森林面积不减，保持其生态平衡。

加强植被维护，防治虫害破坏。公路两侧、停车场周围要多种能吸毒、吸尘、净化空气的树种，扩大绿化面

积、净化空气。

加强宣传与教育，减少和杜绝攀折花木、偷采移植等破坏片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不良行为。



3.3 推动土地综合整治

明确新增耕地、耕地质量提升、生态

改善潜力。

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生产，建成

具有良好水利和水土保持设施、集中

连片的耕地集中分布区域。

加强推进城市更新、新型社区建设，

积极推进低效建设用地整治，促进土

地的集约高效利用。

结合矿产开采权情况：逐步推进禁止

开采区内采矿用地及废弃工矿用地的

复垦工作。

重点整治废弃地、闲置宅基地整治和

闲置企业用地，逐步推进农村建设用

地整理。

重点开发地势相对平缓、灌溉条件较

好的宜耕后备土地资源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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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整治 高标准农田建设

废弃工矿复垦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城镇工矿用地 开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



恢复受损和碎片化栖息地

推动栖息地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促进栖息地斑块间融合，提升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率。对受损的栖息地，实

行生态修复，增加栖息地连通性和完整性，提升生态功能。

加强可食竹保护和恢复

逐步栽种松属、铁杉属以及云杉、冷杉、栎林、桦木林等大熊猫栖息地乡土树种，恢复大熊猫喜食竹种等，

增加竹种的多样性；针对大规模开花竹林，建立竹子开花监测系统及应急响应机制，采用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方法更新复壮竹林，保存、扩大主食竹林面积。

3.4 推进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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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保护及栖息地修复

关停整治废弃工矿及闲置低效建设用地

关停整治废弃工矿及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推进生态修复，边坡治理、土壤基层改良、植被修复，逐步消除裸地

和地迹斑秃，增加生态绿地量。

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

合理进行土地复垦

综合工程、生物、化学等措施，通过地表废弃危房拆除、土地平整、削坡、修建台阶、护坡等措施进行复垦，

消除采矿活动产生的土地损毁和压占、土壤利用价值降低等问题；

增加绿色空间

通过播种造林、植苗造林、分殖造林等技术方法，增加森林面积，拓展绿色空间；针对植被破坏较轻、人为

活动或人为干扰较小的疏林地，采取养护和拦护设施等手段，利用植物自然繁殖能力，通过人为管理改善生

态环境，使其在自然繁殖或自然更新下恢复自然生态功能。

矿山保护修复

补齐农村“厕所革命”短板

推广三格式化粪池厕所，不适宜该类厕所的地区，可选用无水冲粪尿分集式厕所。

新建、改建公共厕所应设置粪便排放无害化处理设施。

全域覆盖的垃圾污水治理

垃圾处理：推广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化利用模式，完善垃圾收集设施，推进垃圾分类。

污水处理：采用生态分散处理模式，人工湿地、氧化塘、一体化处理设备等。

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能力

通村道路应达100%硬化，路面可用水泥或沥青砼，两侧展现田园景观、特色作物；

乡村道路路面除水泥或沥青砼外，可采用材质饰面(石板、石砖、沥青等)铺设，两侧展现村庄聚落景观。

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村庄道路宜采用传统建筑材料。

生态环境修复



04
强化支撑系统，
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

因地制宜的公共服务体系

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

灵敏高效的防灾救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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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衔接上位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落实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和干线公路布局，进一步优化农村公路网布局。

4.1 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

通过规划旅游公路+环形绿道系统+登山步道串联主要景

点和廊道，引领整个片区景区一体化打造

21

对外交通

高速：大宝高速

轨道：旅游轨道交通

省道：S216（安䢺路）和S425（大双路）

内部交通

镇区道路：优化镇区道路网络体系，内部形成环形路网体系

村级片区间道路：优化完善村级片区之间联系道路，推动实施乡村“金通工程”

村屯道路：依托现状村道，打通断头路，加强村屯间道路连通，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

绿道体系
主要沿河和山谷构建环状绿道。

驿站设置
在千佛山森林公园和斜源共享小镇

设置两座一级驿站，尽可能结合林盘、农家乐、村舍设置；设置餐饮设施、公厕、休息设施、医疗点等。



4.2 因地制宜的的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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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标准

《关于优化提升中心镇、其他镇、中心村、其他村公共服务设施和
公共基础设施基本配套标准的指导意见（试行)》

规划体系

构建“一主两次多点”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

一主——䢺江镇区

综合服务主中心

• 公共教育（幼儿园、中小学、托管服务）

• 医疗卫生（综合医院）

• 文化设施（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青年之家）

• 体育设施（镇健身中心）

• 政务服务（政务服务、派出所等）

• 生活服务（快递物流服务站、邮政网点、农贸市

场、便民超市等）

• 安全应急（人防工作站、镇应急队驻场场所、消

防救援站、森林消防设施、森林消防设备）

• 新型基建设施（通信基站）

• 养老设施
• 旅游设施
• 其他设施

两次——花水湾、西岭镇区

综合服务次中心

• 公共教育（幼儿园、中小学、托管服务）

• 医疗卫生（卫生院）

• 文化设施（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青年之家）

• 体育设施（镇健身中心）

• 政务服务（政务服务、派出所等）

• 生活服务（快递物流服务站、邮政网点、农贸市

场、便民超市）

• 安全应急（人防工作站、镇应急队驻场场所、应

急避难场所）

• 新型基建设施（通信基站）

• 养老设施
• 旅游设施
• 其他设施

多点——村级

其他社区、村

• 医疗卫生（村卫生室）

• 文化设施（文化服务室）

• 体育设施（村健身中心）

• 社会服务（青年之家、社区儿童之家、

妇女之家）

• 政务服务（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室、

综治中心、村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人民调
解室、就业和社会服务保障站）

• 生活服务（快递物流服务点、村邮站、

益农信息社）

• 道路交通（村级招呼站牌）

• 安全应急（应急物资储备点）

• 新型基础设施（通信基站）



4.3 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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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工程 排水工程

供电工程 燃气工程

通信工程 环卫工程

建设满足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水平治理，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供水基础设施保障系统。规划自

来水覆盖率达100%。

建设与工业、旅游发展相适宜、布

局合理、安全经济的排水系统。

建设用地集约、布局合理、安全可

靠的电力系统。

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高效共

享、规范标准的燃气系统。

建设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

代通信系统。

建设分类收集、统一转运、集中处

理的环卫系统。规划城镇生活垃圾

回收利用率达42%，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率达100%。



• 提高城乡综合防灾能力。

高标准建设城乡防灾减灾设施系统，推动企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 完善防洪安全体系。

按照上蓄、中疏、下排、适滞的原则，以流城为单元，究善整体防洪安全格局

• 提升地震灾害防御能力。

加强对地震断裂带地区、重点防御区抗震防灾综合防御体系建设，构建具有良好防灾功能的城

镇布局，强化重大基础设施抗震能力，推进应急救援及避难设施建设。

• 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及搬迁避让工程。

对危害程度高、治理难度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搬迁；对直接威胁城镇、学校聚居点等人口

密集区或重要设施安全，且难以实施搬迁避让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实施工程治理。

• 实现城乡消防布局全覆盖。

构建城乡覆盖、立体布局的消防安全系统，均衡布局消防设施，基本实现城乡消防服务全覆盖。

• 提升人防工程建设水平。

贯御平战结合方针，推动人防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

• 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结合广场、公园、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完善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人均面积不低于2㎡。

• 完善应急救灾保障系统。

以区域公路网、城市干道网为主通道，完善城市生命通道系统。

4.4 灵敏高效的防灾救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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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区域防灾救灾联动

• 建立区域灾害评估体系。

科学评估区域灾害风险，落实防灾安企底线，识别灾害种类，共画一张灾害风险评信图。全面落实区域

灾害评估和预些体系建设，强化区域灾害防控能力建设。

• 共建灾害预警监测体系。

建立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的区域灾害预警监测机制，建设多灾种、多部门联合预些监测网络体系。

• 构建联合应急救援体系。

按照区域灾害统一管理原则，合作构筑区域性联合应急收援体系，共建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完善综合防灾减灾体系



05
做优做强山区城镇

打造雪山下的公园城镇

城市空间结构

强化公共服务

提升片区价值

营造公园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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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城市空间结构

片区空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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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轴两片，多点多带

⚫ “一轴”：以䢺江河、大双路、鸳鸯池路为廊道，形成贯穿片区的雪山蓝

绿生态轴;

⚫ “两片”：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核心划定大熊猫生态涵养片区；以生态农

业为基底形成山地生态经济片区；

⚫ “多点多带”：以片区的生态节点、枝状水系形成生态节点与生态带。



旅游服务人口常住城镇人口

5.2 强化公共服务

匹配人群类型

文

教

体

医

老

提高品质突出特色

提升品质

突出山地、冰雪特色

保障公益型机构养老

完善体系、提升能级辐射

片区

统筹考虑，提质增效

辐射片区服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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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教育 体育 医疗 文化 体育 医疗

全面提升片区公服

⚫ 全面统筹考虑片区公服设施布局，提质增效，突出特色。

⚫ 支撑旅游目的地建设，丰富旅游服务设施体系，提升文体设施，完善旅

游服务。



5.3 提升片区价值

深挖核心价值，延展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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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挖雪山、温泉、生态三大核心价值，健全片区产业功能，凸显公园城

市价值。

⚫ 延展山地运动、康养避暑、水上运动、生态农旅等功能，形成泛西岭一

体化四季产品联动发展格局。



5.4 营造公园场景

一体化生态景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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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落实公园城市理念，打造“山、水、田、镇、村”一体化生态景观格局

打造全域林盘公园

⚫ 山：退耕还林，打造生态环境，彩林带；
⚫ 水：理水治水，加强污水处理，塑造滨水景观；
⚫ 田：农田整治，农业园区景观化，展现大美田园；
⚫ 镇：特色小镇，塑造差异风貌，创造旅游活力气氛；
⚫ 村：乡村林盘，宜居宜游，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通过旅游公路+环形绿道系统+登山步道与全域景区融合，形成全域林盘公园。



06
完善实施机制，
保障空间规划落地实施

制定近期建设计划

30



6.1 制定近期实施计划

近期实施计划

根据国家省市重大项目布局，把握区域重大战略方针，发展基础设施，有序

安排近期建设计划，确定近期建设项目规模、范围及布局，列举项目清单。

按照民生优先、市政基础设施优先，衔接“十四五”规划，分类分级排定项

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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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金额（单位：

万元）
计划完工日期

䢺江镇
近期项
目

产业

1 花龙门花伴里项目 2000 2025
2 云涛晓邻民宿项目 4000 2025
3 六坪林盘建设项目 3000 2025
4 静界民宿建设项目 1000 2025
5 阡陌田园旅游综合项目 50000 2025
6 太平社区九龙林盘建设项目 1500 2025
7 斜源温德姆酒店项目 10000 2025
8 大邑县道源中药材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1000 2025

交通

9 䢺江镇斜源街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0 2025
10 三元场产业道路 750 2025
11 大双路 500 2025
12 大双路孙家坡道路黑点整治项目 550 2025
13 仟佰田园道路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800 2025
14 斜源共享旅居景区绿道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780 2025

市政

15 䢺江镇农村巩固提升供水工程 800 2025
16 䢺江河生态修复项目 —— 2025
17 䢺江镇防洪治理工程 2000 2025
18 䢺江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3000 2025
19 䢺江镇2020年暴雨损毁道路修复项目 439 2025
20 䢺江场镇改造提升工程 1000 2025

花水湾
镇近期
项目

产业

21 阿凯缇娅.星野雪山庄园酒店建设项目 5500 2025
22 花水湾水云岛项目 3500 2025
23 花溪美庐项目 3000 2025
24 花水湾一涧民宿酒店 750 2025
25 花水湾奕居酒店 850 2025

西岭镇
近期项
目

产业

26 大坪头项目 1500 2025
27 金明山庄 2300 2025
28 云华储备地块项目 10000 2026
29 西岭水寨项目 4000 2025
30 天车坡林盘项目 1500 2025
31 西岭会客厅 2200 2025
32 云华溪谷 780 2025

交通 33 云沙绿道 2500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