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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金口河概况

一、规划背景

n区位：金口河区位于成都平原经济区、乐山大都市圈，
地处乐汉生态旅游走廊，是成都平原经济区对接大小凉
山地区的桥头堡。在生态区位上，属于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大小凉山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区。

n资源条件：金口河以山地地形为主，境内山体属于峨
眉-马鞍山山脉山系，主要的山体有大瓦山、马鞍山等；
境内河流属大渡河水系，主要有大渡河、顺水河、野牛
河和小河，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5.33亿立方米；林地
总面积53136.09公顷，约占国土空间总面积的88.8%。
全区耕地较少，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永胜乡和金河镇。金
口河有1处省级自然保护区、1处国家级地质公园（大渡
河大峡谷国家地质公园）和1处国家级湿地公园（大瓦
山国家湿地公园）。

n经济社会：根据统计局数据，2020年金口河区生产
总值为34.2566亿元，户籍总人口4.81万人，常住人
口3.87万人，城镇常住人口1.6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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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区划分情况

序号 乡镇级片区
名称

片区类型
（城市、
城乡融合
或农村片

区）

功能定位 中心镇
数量

中心镇名
称

1 大瓦山高山
农旅片区 农村片区 “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转换最佳实践区” 1 永胜乡

2 大峡谷生态
文旅片区 农村片区

生态旅游和彝族特色文
化保护区、三线文化体

验区
1 永和镇

按照四川省片区划分指导意见，金口河全区分为两个
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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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级要求
（1）国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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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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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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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
活力，
首次提
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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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深化农
场改革，
加快推
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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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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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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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
入推进
农业供
给侧结
构性改
革，加
强科技
创新引

领

2017

实施乡
村振兴
战略，
推进农
村“五

位一体”
和党的
建设

2018

聚力精
准施策，
决战决
胜脱贫
攻坚

2019

坚决打
赢脱贫

攻坚战，
对标全
面建成
小康社
会加快
补上农
村短板

2020

实现巩
固拓展
脱贫攻
坚成果
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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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接续全
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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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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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稳步
增收、
农村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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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新农村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p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p 国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实施，新时代国家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p 国家强势启动新一轮基建投资，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p 中央强调耕地保护，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p 国家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强调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

2020年12月25-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之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强调耕地保护的重要性，指出：地为粮之本，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

田；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就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耕地质量事关粮食产能；仓禀实，天下安。

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划》（2014-2020年）要求：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p 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一号文件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18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央1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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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级要求

（2）四川要求

p 2021年10月30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省县域内片区划分的指导意见》《关于以片区为单元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的

指导意见》
• 以片区为单元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重要指示，

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提供更大承载空间。

• 在县域内片区划定的基础上，优先编制乡镇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同步编制一批典型村级片区规划。

p 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2年“三农”重点工作 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意见》
• 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因地制宜推

进农业种植园地分类优化改造，探索推广低质低效经果林腾田上坡、粮经复合高效种植等模式，盘活

“四荒”地。

p 四川省召开第十二次党代会，王晓晖书记做重要报告
•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引领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建强现代化成都都市圈，深化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共建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带。

• 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稳定粮油、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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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片区概况
p地理位置
片区地处金口河区北部，北邻洪雅县、西邻雅安市汉源县、东邻峨眉山市和峨边县，南邻永和镇。
p行政区划
片区由2个乡镇组成，分别为永胜乡和金河镇、含11个村5个工区，幅员面积298.15平方公里。
p人口情况
2020年片区户籍人口2436人，常住人口1587人，近十年期间人口总体呈流出态势。

共安乡

永和镇

永胜乡

金河镇大

渡 河 和平乡

大瓦山（3236米）

立极古柏峰
（3269米）

老鹰嘴（3321米）
最低海拔
（490米）

洪

雅

峨

边

汉

源

峨

眉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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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底数底图
将部下发的金口河区2020年年度变更数据，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进行用地类型转换，形成全域转换
后的底图底数。

n 片区总面积298平方公里，用地以林地和耕地为主，九分林一分田。
n 建设用地4.02平方公里，占全域总面积的1.35%；其中，城镇建设用地

占总建设用地的1.63%。
n 湿地面积约0.3平方公里。

片区国土空间现状用地统计表
用地名称 面积（公顷） 占比（%）

耕地 1628.52 5.46
其中 永久基本农田 968.32 占耕地59.46%

园地 305.65 1.03
林地 26340.37 88.35
草地 166.67 0.56
湿地 29.55 0.1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210.12 0.70
建设用地 401.59 1.35

其中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6.56 0.02
村庄用地 209.91 0.70

小计 216.47 0.73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103.24 0.35

其他建设用地 81.88 0.27
陆地水域 364.54 1.22
其他土地 367.82 1.23

合计 29814.8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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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价评估
p 以金口河区双评价为基础，优化、细化评价结果

片区生态保护极重要区规模9784.33公顷，主要分
布于西侧的大渡河峡谷地质公园和大瓦山湿地公
园 ， 和 东 侧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 占 片 区 总 规 模 的
32.82%。

片区内农业生产适宜性主要受坡度因子、土壤因
子等影响，农业生产适宜区规模8839.82公顷，占
片区总规模的29.65%。

片区内城镇建设适宜性主要受坡度和地质灾害等影
响，与农业生产适宜区高度重叠，规模11100.78
公顷，占片区总规模的37.23%。

生态保护重要性 农业生产适宜性 城镇建设适宜性

 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 规模（公顷） 占比（%）
生态保护极重要区 9784.33 32.82%
农业生产适宜区 10835.32 36.34%

农业生产不适宜区 8839.82 29.65%

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 规模（公顷） 占比（%）

生态保护极重要区 9784.33 32.82%

生态保护重要区 15310.2 51.35%

 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 规模（公顷） 占比（%）
生态保护极重要区 9784.33 32.82%
城镇建设适宜区 11100.78 37.23%

城镇建设不适宜区 8574.355 28.76%

生态保护重要区
水域

农业生产适宜区
农业生产不适宜区
水域

城镇建设适宜区
城镇建设不适宜区
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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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思路与原则

（1）总体思路

    落实国家新时期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发展新要求，贯彻省委和乐山市以片区为单

元编制乡村规划的决策部署，坚持生态安全优先理念，贯彻国家巩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地位要求；

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片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发挥片区区位环境优势和资源禀赋特征，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改善乡村生产

生活条件，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为乡村全面振兴培育发展动能，为全体村民共同富裕创造更

优国土空间。

大瓦山 顺水河 小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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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思路与原则

（2）规划原则

• 自然生态原则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生态修复为主要手段，以

生态安全格局为基础，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施全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

• 坚守底线原则 落实上位规划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采取“长牙齿”的措施，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 以人为本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群众意愿，合理安排乡村公共服务、道路交通、市政公用、农业生产等设施，提升

人居环境品质，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 彰显特色原则 顺应高山地区生态特征，挖掘地区自然人文特点，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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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定位与目标

三、目标定位

（1）总体定位

大瓦山高山精品农业供给地

大峨眉（大瓦山）生态康养旅游基地

       衔接《金口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金口河区“十四五”规划》等上位规划要求， 结合现状基础和乡
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确定片区发展定位为：

《金口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片区定位

以永胜乡为中心镇，重点发展以山地旅游、道地中药材、高山蔬菜、高山茶叶、
种养循环等产业，建设“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最佳实践区” 。

《金口河区“十四五”规划》对片区定位

“一极两区三地”中的“山地精品农业供给地”主要承接地。

（2）发展目标

至2025年，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不断强化，空间管控初见成效；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乡村地区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农民向社区集中、农业向园区集中初见效果、镇村集聚效应明显，公共服
务能力增强。
至2035年，生态度假旅游为特色的农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资源要素配置
更加合理。乡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生态美丽乡村“富春山居图”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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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策略

结合片区毗邻大峨眉地区、地处成都平原经济区和峨汉旅游通道，临近乐山大都市圈的区位优势，发挥大瓦山高山自然环境
优势，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和生态康养产业，挖掘抗战历史人文资源，积极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构建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新格局。

强化粮食安全底线，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针对片区为金口河粮食主产区的地位、保护永胜乡高山平坝地区优质耕地，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加快推进农用地整理和
耕地集中成片，积极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针对片区生态问题，提出有效的生态修复措施，严格保护大瓦山湿地国家地质公园
和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

以更高站位长远谋划片区国土空间布局，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药则药，在充分尊重高山地区居民生活生产习惯前提下，
推进耕地、园地、林地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盘活农村低效用地，积极引导村民由散居向集镇、交通干线和旅游区聚居，改
善生活生产条件；引导种植业和农特产品加工向规模化农业园区集约发展。

结合高山地区自然条件，大力提高道路交通建设水平，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合理设置中心村，适当高配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设施服务效能。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借势大峨眉区域品牌、突出大瓦山优势特色

完善镇村设施服务，提高乡村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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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底线约束
p 永久基本农田

片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瓦山农旅片区 286.3
民主药茶片区 373.48
铜河经林片区 39.26
吉星药蔬片区 269.28

永久基本农田

• 以“三区三线”为依据

      本次规划以“三区三线”成果确定的永久
基本农田保有量目标为参照,片区永久基本农
田保有量目标任务为968.33公顷。       

各村级片区确定的永农保有量目标如下表：



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四、片区规划

1、底线约束
p 城镇开发边界

• 结合片区用地布局，细化优化永胜乡场镇、
寿屏山基地、赵坪工业园区、大瓦山旅游点、
大瓦山康养基地城镇开发边界。
• 划定片区城镇开发边界101.97公顷，其中
城镇集中建设区101.97公顷，城镇弹性发展区
0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

永胜乡场镇

寿屏山基地

大瓦山康养基地

大瓦山旅游项目

赵坪工业园区

永胜乡客运站

三角石工业园区

金河镇



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四、片区规划

1、底线约束
p 生态保护红线

• 落实四川大瓦山国家湿地公园、四川大渡

河峡谷国家地质公园和凉山-相岭生物多样性

维护-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三处，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8343.74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

片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一栏表

凉山-相岭生物多样性维护
-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

四川大瓦山国家湿地公园

四川大渡河峡谷国
家地质公园

凉山-相岭生物多样性维护
-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

名称 面积（公顷）

四川大瓦山国家湿地公园 2130.87

四川大渡河峡谷国家地质公园 521.91

凉山-相岭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
保持生态保护红线 5690.96



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四、片区规划

2、区域协调格局

融入大峨眉国际旅游经济区。联动峨眉山、瓦屋山等区域旅游资源，融入大峨眉国际旅游环线，聚焦成渝“后花园”

目标，深度挖掘铁道兵文化、乐西抗战文化，依托大峨眉文旅发展联盟，与重庆、成都、眉山、雅安、宜宾、自贡等地深化交流合

作，共同抓好旅游线路共建、资源同享、品牌联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成渝乐旅游联盟。

积极打造小凉山腹地有机农产品下游加工生产基地。发挥地处小凉山腹地区位优势，依托交通条件，打造小凉

山地区道地中药材、有机蔬菜等下游产业基地，建设特色农产品加工生产基地。

实现交通互联互通。积极谋划快速路建设，实现北向联系洪雅、雅安、汉源、向东联系乐山、成都。以峨汉高速（南通

道）、峨眉荥经高速（北通道）为支撑，构筑联系南北旅游大通道的纵向快速路。加快金口河通用机场建设前期工作。

促进生态共保共治。与雅安、眉山共筑区域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重点保护国家大熊猫、金丝猴等珍惜野生动物栖息

地，畅通区域生物迁徙廊道。强化区域“一水两山”（邛崃山、小凉山、大渡河）生态环境共保共育，共同建设“长江上游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 



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四、片区规划

3、总体格局

围绕“六个优化、四个尊重”总体
要求，筑牢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底
线，规划片区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为：

“一轴”指永胜金河城镇发展轴；

“两带”指顺水河生态旅游乡村

振兴示范带和大渡河城乡产业综合发

展带；

“一心”指中心镇永胜乡；

“两区”指大瓦山农旅融合发展

区和铜河吉星工农产业发展区。

一轴两带
一心两区



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四、片区规划

4、产业规划

积极构建金口河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道地中
药材、高山茶叶、高山蔬菜、生态养殖四大优势
产业集群式、组团式发展，补齐现代冷链体系和
物流体系建设短板。大力实施“农业+”工程，
探索“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业态、
文态、形态”深 度融合，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规划构建“一轴一环三区多园”的产业发展格局。
• 一轴：依托峨富路形成的现代特色农业发展轴
• 一环：串联各产业园区形成的农旅融合发展环
• 三区：依托地形地貌形成的高山特色农业发展

区、中高山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中低山生态农业
发展区

• 多园：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沿着 农
旅融合发展环和现代农业发展轴，打造生态、
农业、旅游多元融合示范基地，建设中高山道
地中药材产业园、康养农业主题公园、高山生
态蔬菜产业园，茶旅体验综合体等多个园区。

p 发展思路

p 产业发展格局



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五、镇区规划

1、做强永胜中心镇，辐射带动片区发展

（1）现状概况
p 概况

• 永胜乡集镇位于片区中部，用地沿X143峨富路布置，2020年集镇区

现状常住人口约800人，现状集镇建设用地面积3.91公顷，人均集镇

建设用地49平方米/人。集镇内部保留有民主老街，为原桂花场传统

赶集街道。民主老街历史悠久，飞水岩沟河蜿蜒穿镇而过，镇区可远

眺大瓦山，景观环境优良。

p 问题

• 集镇规模小，人口少，集镇中心职能发育不足。

• 城镇空间受永久基本农田限制较大。

• 作为未来片区中心镇，在旅游服务、教育、医疗、养老设施等方面均

需提升。



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五、镇区规划

1、做强永胜中心镇，辐射带动片区发展

（2）城镇性质
提升集镇度假休闲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打造县域北部旅游服务核心；

强化民主老街场镇生活商贸和公共服务功能，打造片区综合服务核心，。

基于以上考虑，将永胜乡集镇定位为

大瓦山旅游度假和商贸服务中心镇

（3）规划规模
至规划期末，城镇开发边界内总用地为8.63公顷，规划城镇常住人口

与旅游人口共计0.12万人，规划人均城镇建设用地72平方米/人。

（4）功能结构
p 一核一轴一带两片

• 一核：中部商贸服务核

• 一轴：峨富路城镇发展轴

• 一廊：民主老街——飞水岩沟休闲游憩带

• 两片：南部老镇生活区和北部旅游休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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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商贸服务核

峨
富

路
城

镇
发

展
轴

南部老镇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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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区



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五、镇区规划

2、补齐金河镇短板，支撑片区发展

（1）现状概况

p概况
金河镇位于金口河区政府所在地以北12公里处，工业较

发达，镇区南侧拥有一定规模的工业集中区，成昆铁路从工
业区穿过。

2020年镇区常住人口1668人，现状城镇建设用地6.56
公顷，人均城镇建设用地39.3平方米/人。

p问题
•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偏小
• 工业占比大且闲置低效
• 军事用地、原镇政府等用地闲置低效有待盘活
• 老镇区过境交通干扰明显，道路交通组织不畅，滨河路等

为断头路
• 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基础设施存在短板



金口河区大瓦山高山农旅片区
总体规划(2021-2035年）五、镇区规划

（2）规划定位
提档升级现状工业，打造县域工业转型示范镇；结合南侧成昆铁路，

盘活闲置军事用地，完善旅游接待服务功能，强化镇区场镇公共服务

功能，打造县域北部旅游门户节点。基于以上考虑，将金河镇定位为

金口河工业转型升级示范镇

（3）规划规模
至规划期末，规划镇区城镇建设用地16.70公顷，规划城镇人口

1750人，规划人均城镇建设用地95.4㎡/人。

（4）功能结构
p 一轴一廊两心两组团

• 一轴：依托桃金公路和双金公路形成的城镇综合服务轴

• 一廊：依托野牛河形成的城镇景观廊道

• 两心：北部生活服务中心和南部交通节点中心

• 两组团：北部老镇生活组团和南部工业组团

2、补齐金河镇短板，支撑片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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