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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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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

作的通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

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等有关要求，我局起草了《中卫市

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详细规划），该规划是对

我市中心城区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是

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定规划

条件、核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是

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置、激发发展活力的实施性政策

工具。

2017 年起，因区域开发建设需要，我市陆续组织编制了中

卫南站、数字小镇、柔远片区、迎水桥保税物流园等重点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覆盖面积 15.72平方公里。《中卫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年）》于 2023 年 10 月获批后，随着上位政

策、战略背景发生重大调整，详细规划的全域全覆盖、上下传导

等技术要求发生变化，我市于 2024 年 4月正式启动本轮《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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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我

们通过公开征集、部门联席会议等方式，广泛听取了相关部门意

见建议，形成目前的公示稿成果。

二、主要内容

本次规划范围为中心城区范围，包括黄河北岸主城区和南岸

中卫南站片区。中心城区西至迎水桥镇（含大河农场）西园固沙

林场西边界、机场南大道，东至柔远镇柔四街，北至包兰铁路，

南至滨河路，总面积 34.76平方公里。

（一）总体思路

本规划以建设“引领黄河北岸的高品质服务中心，彰显生态、

人文特色的宜居城区，智慧文旅、康养服务示范区”为发展目标，

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等具体措施，实现中心城区的全面升级和转型。

（二）整体框架

本《规划》由文本、说明书、图集、图则四部分组成。

规划文本涉及内容包括总则、发展定位与用地布局、综合交

通系统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城市安全

和综合防灾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控制、开发建

设用地控制、地下空间规划、规划实施措施、附录等方面。

说明书是对规划文本的详细解释和补充说明，包括总则、现

状概况、发展定位目标、用地布局规划等内容。

规划图集是规划内容的直观表达，规划图集分总体图集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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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图集。总体图集主要包括区位图、场地分析图、现状用地用海

分类图、综合交通现状图、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图、公用设施现状

图、建筑质量现状评价图、建筑高度现状图、土地使用规划图、

生活圈划分图、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等。街区图集主

要包括土地使用规划图、道路工程规划图、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公用设施规划图、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图、控制线规划图。

规划图则是规划实施的具体依据，包括用地性质、容积率、

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高度、停车配置要求等控制性指标，以

及配套设施、交通出入口等具体要求，是土地出让、项目审批、

建设管理的重要依据。

（三）核心内容

1.空间结构

中心城区构建“一带三轴，三核四区”的城市空间结构。

2.土地利用规划

以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充分结合现状情况，挖

掘老城土地更新改造潜力，合理利用新城新增用地，打造“新旧

交融、产城融合、集约高效”的中卫中心城区。

3.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为保障社会服务公益性与便利性，按照“城市级—十五分钟

生活圈级—五-十分钟生活圈级”分级配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4.绿地景观规划

打造“一通道六廊道，双心多园多绿脉”的绿地系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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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道路交通规划

中心城区形成“五横九纵”主干路网体系，“五横”是指鼓楼东

西街、中央大道、平安路、滨河大道、滨河南路五条东西向主干

道，“九纵”是指迎宾大道、宁钢大道、怀远街、鼓楼南北街等九

条南北向主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