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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镇开发边界是城镇空间治理的有效方法，是实施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手段。科学划定开发边界对促进城市转

型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水平，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 

2022 年 10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启

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通知》，明确自治区“三区三线”

划定成果正式启用，作为建设项目用地组卷报批的依据。额

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批复以来，极大地保障了额济纳旗重点

项目的实施，但随着额济纳旗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重大项

目的建设时序和范围发生了变化，城镇开发边界不能满足城

镇发展的需要，特编制《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优

化方案》，以促进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的科学性和

可实施性。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 

2 

一、城镇开发边界优化的必要性 

通过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可以确保城镇建设用地的高效

利用，防止土地资源的浪费。优化调整工作以“三区三线”为

基础，将城镇建设所需的用地纳入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

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统筹核算，确保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完

整、规模适度、布局稳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重大项

目的建设时序和范围可能发生变化。通过优化调整城镇开发

边界，可以适应这些变化，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 

2022 年 10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启 

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通知》，明确自治区“三区三线”

划定成果正式启用，作为建设项目用地组卷报批的依据。自

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批复以来，重点项目建设得到有续推

进，但也存在城镇开发边界内部分预留项目建设停滞导致增

量指标闲置以及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项目未纳

入城镇开发边界等情况，为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加强城

镇开发边界划定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基于额济纳旗产业发

展和城镇建设，需对现行城镇开发边界进行优化。 

二、城镇开发边界优化的可行性 

1、法律法规可行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令第7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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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规定：国土空间规划应当细化落实国家发展规划提出

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统筹布局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

空间，划定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

界。 

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包括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和规划用

地布局、结构、用途管制要求等内容，明确耕地保有量、建设

用地规模、禁止开垦的范围等要求，统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

施用地布局，综合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合理确定并严格控制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土地

的可持续利用。 

2、政策文件符合性 

2023 年 10 月 9 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做好城镇开发

边界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93 号）；2024 年 3 月

6 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

边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均明确了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

求及优化调整等内容。 

本次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严格按照《关于做

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

管理实施细则》中第七条第（三）款：结合城乡融合、区域

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边境地区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和依托资源的零星产业用地等合理需要，有特定选址

要求、确需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少量城镇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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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镇开发边界优化与调整的可行性 

本次调入项目 6 个，其中达来呼布镇 1 个，哈日布日格

德音乌拉镇 1个，策克镇 4个。调入面积共计 46.5486 公 

顷。 

 
调入项目分布图 

（1）达来呼布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1）项目调入依据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

款：结合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边境地区建

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依托资源的零星产业用地

等合理需要，有特定选址要求、确需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

少量城镇建设用地。 

2）项目调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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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调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额济纳中心城区环城南路东

段拓宽改造工程、额济纳旗中心城区劳动渠路南延伸段道路

及停车场工程和额济纳旗中心城区环胡杨林慢行系统工程，

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规则，不占用基本农田。 

本项目建设有助于完善景区道路网，缓解景区现有单一

道路交通压力，改善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同时有利于形成路

网完善、功能明确、结构合理、管理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体

系。 

3）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达来呼布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规划用地

用海分类为交通运输用地（用地代码为 120000），项目用地

面积 2.2496 公顷。 

拟调入位置：达来呼布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拟调入位置

位于达来呼布镇，调入区域位于乌兰格日勒嘎查。 

调入区块土地利用现状：拟调入区块用地范围内占草地

0.2535 公顷，耕地 0.3169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0.0024 公顷，

林地 0.9327 公顷，陆地水域 0.7000 公顷，绿地与开敞空间

用地 0.0094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310 公顷，其他土

地 0.003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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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拟调入项目与城镇开发边界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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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鹰山边境派出所生活用房 

1）项目调入依据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

款：结合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边境地区建

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依托资源的零星产业用地

等合理需要，有特定选址要求、确需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

少量城镇建设用地。 

2）项目调入理由 

项目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鹰山边境派出所生活用房，

位于派出所营区东侧，不涉及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 

该项目建设对改善基层派出所基础设施、激发边境民警

干事创业的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3）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黑鹰山边境派出所生活用房项目，规划用

地用海分类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用地代码为 080000），

项目用地面积 0.0423 公顷。 

拟调入位置：黑鹰山边境派出所生活用房项目拟调入位

置位于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调入区域位于乌兰乌拉嘎查。 

调入区块土地利用现状：拟调入区块用地范围内占其他

土地 0.042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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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拟调入项目与城镇开发边界位置关系图 

（3）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供热管线一期 

1）项目调入依据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

款：结合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边境地区建

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依托资源的零星产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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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理需要，有特定选址要求、确需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

少量城镇建设用地。 

2）项目调入理由 

该项目为供热管线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热力管网建设

和热力站建设。本项目的建设、实施，将极大的改善策克口

岸城镇供热功能，满足策克口岸居民供热需求，对于完善策

克口岸基础设施功能布局具有重要作用。策克口岸地处寒冷

地区，供热工程是人民基本生存的必要条件。随着城市建设

的不断发展，城市热负荷将不断增加，迅速实施集中供热既

能满足城市日益发展的热负荷需要，又能有效的控制和减少

该区域的大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

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3）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供热管线

一期项目，规划用地用海分类为公用设施用地（用地代码为

130000），项目用地面积 0.0304 公顷。 

拟调入位置：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供热管线一

期项目拟调入位置位于策克镇，调入区域位于策克口岸。 

调入区块土地利用现状：拟调入区块用地范围内占其他

土地 0.030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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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拟调入项目与城镇开发边界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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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供热管线二期 

1）项目调入依据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

款：结合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边境地区建

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依托资源的零星产业用地

等合理需要，有特定选址要求、确需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

少量城镇建设用地。 

2）项目调入理由 

该项目为供热管线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热力管网建设

和热力站建设。 

随着开发区不断开发建设，热负荷逐步增长，热需求需市

政供热设施能力不匹配问题逐步凸显，开发区经六路以西区

域、铁路以北区域暂无市政热网，现状热用户大部分以分散

燃煤小锅炉房供热，供热效率低下、污染严重、供热成本居高

不下，供热质量堪忧。开发区锅炉房供热能力充裕、供热效果

优秀，因此，完善开发区供热基础设施，实施热电联产替代分

散锅炉房供热迫在眉睫。 

本项目的建设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入园企业，推动园区企

业加快建设的步伐。 

3）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供热管线

二期项目，规划用地用海分类为公用设施用地（用地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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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项目用地面积 0.1083 公顷。 

拟调入位置：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供热管线二

期项目拟调入位置位于达来策克镇，调入区域位于策克口岸

东北部。 

调入区块土地利用现状：拟调入区块用地范围内占草地

0.0304 公顷，其他土地 0.0779 公顷。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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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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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拟调入项目与城镇开发边界位置关系图 

（5）策克口岸工业园区道路工程项目一期工程 

1）项目调入依据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

款：结合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边境地区建

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依托资源的零星产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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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理需要，有特定选址要求、确需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

少量城镇建设用地。 

2）项目调入理由 

该项目为道路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网建设，新

建腾格里北路和巴丹吉林北路。 

策克口岸工业园区建设初具规模，但尚未形成完整的路

网系统，路网的不完善阻碍到园区的长久发展，也与园区发

展思路不相符。现有路网只覆盖目前园区企业，且线路单

一。本项目建设有助于完善园区道路网，缓解园区现有单一

道路交通压力，改善园区基础设施环境；有利于形成路网完

善、功能明确、结构合理、管理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有助于优化园区布局，保障园区正常发展、配合经济社会跨

越式发展，对于提升园区社会价值、改善投资环境，发挥区

位优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策克口岸道路工程项目一期工程，规划用

地用海分类为交通运输用地（用地代码为 120000），项目用

地面积 5.7653 公顷。 

拟调入位置：策克口岸道路工程项目一期工程项目拟调

入位置位于策克镇，调入区域位于策克口岸。 

调入区块土地利用现状：拟调入区块用地范围内占草地

1.7263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066 公顷，其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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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4 公顷。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拟调入项目与城镇开发边界位置关系图 

（6）策克口岸工业园区道路工程项目二期工程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

款：结合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边境地区建

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依托资源的零星产业用地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 

17 

等合理需要，有特定选址要求、确需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

少量城镇建设用地。 

2）项目调入理由 

该项目为道路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网建设，新

建腾格里南路、巴丹吉林南路、规划一街和规划四路。 

策克口岸工业园区建设初具规模，但尚未形成完整的路

网系统，路网的不完善阻碍到园区的长久发展，也与园区发

展思路不相符。现有路网只覆盖目前园区企业，且线路单一。

本项目建设有助于完善园区道路网，缓解园区现有单一道路

交通压力，改善园区基础设施环境；有利于形成路网完善、功

能明确、结构合理、管理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有助于优

化园区布局，保障园区正常发展、配合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对于提升园区社会价值、改善投资环境，发挥区位优势，具有

不可估量的作用。 

3）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策克口岸工业园区道路工程项目二期工

程项目，规划用地用海分类为交通运输用地（用地代码为

120000），项目用地面积 38.3527 公顷。 

拟调入位置：策克口岸工业园区道路工程项目二期工程

项目拟调入位置位于策克镇，调入区域位于策克口岸。 

调入区块土地利用现状：拟调入区块用地范围内占草地

14.5823 公顷，工矿用地 0.0105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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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1 公顷，其他土地 23.6828 公顷。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优化前用地现状图                     优化后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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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调入项目与城镇开发边界位置关系图 

4、增量用地使用的可行性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今，额济纳旗已完成批复项目使用

建设用地增量用地指标（138.8723 公顷），占额济纳旗规划

期末建设用地增量指标（298.3272 公顷）的 46.55%，未利用

建设用地增量指标富余。 

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的可行性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024 年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本次拟调入范围位于

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以外，城镇开发边界方案优化后，对

中心城区及开发区用地布局影响较小，有助于解决额济纳旗

增量指标闲置等问题，完善额济纳旗用地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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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镇开发边界优化主要依据和原则 

1、优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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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19〕18 号）；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3〕193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数据汇交要

求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1571 号）；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支

持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有关意见的通知》； 

《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成果数据汇交要求（试行）》； 

《阿拉善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优化原则 

（1）调入调出总量平衡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优先序，确保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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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不突破。已依法依规批准的、

或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的、或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

证书的城镇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允许调出城镇开发边界。 

（2）实现集约节约 

与城镇集中建设区充分衔接，引导城镇建设用地向城镇

开发边界内集中。合理安排开发用地，严控增量、盘活存量、

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 

（3）顺应城镇发展 

顺应城镇发展需求，在综合考虑城镇定位、发展方向和综

合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科学研判城镇发展需求，实现城镇空

间结构优化，引导交通、基础设施与城镇空间紧密结合。推动

存量建设用地和低效用地挖潜，优化城镇形态和布局，促进

城镇有序、适度、紧凑发展。 

四、城镇开发边界调整方案 

1、现行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要求，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由以下

四部分组成：一是 2020 年国土变更调查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

范围；二是需纳入城镇开发边界、进行统一管控的现状乡村

建设用地、现状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现状采矿用地和现

状特殊用地；三是 2021 年前经自然资源部备案并已落实占补

平衡的批准建设用地；四是以现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基数，

乘以扩展系数后计算得出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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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35.35 平方公里，扩展倍数

为 1.2897，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298.3272 公顷。 

2、现行城镇开发边界实施情况 

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批复以来，极大地保障了额济纳

旗重点项目的实施，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今，未突破城镇建

设用地十四五增量用地。 

3、现行城镇开发边界存在的问题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过程中，部分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

部分项目不符合产业布局等要求，存在建设延后或者停滞的

情况。 

4、调入城镇开发边界建设项目情况 

本次拟调入城镇开发边界区块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调入规模

（公顷）
调入位置 调整依据 

调入

地块

一 

达来呼布镇基础设

施提升项目 

市政基础

设施 
2.2496 

达来呼布

镇 
第七条第（三）款

结合城乡融合、区

域一体化发展和

旅游开发、边境地

区建设、“平急两

用”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和依托资

源的零星产业用

地等合理需要，有

特定选址要求、确

需布局在城镇开

发边界外的少量

城镇建设用地。 

调入

地块

二 

黑鹰山边境派出所

生活用房 

公共服务

设施 
0.0423 

哈日布日

格德音乌

拉镇 

调入

地块

三 

阿拉善盟策克口岸

经济开发区供热管

线一期 

市政基础

设施 
0.0304 策克镇 

调入

地块

四 

阿拉善盟策克口岸

经济开发区供热管

线二期 

市政基础

设施 
0.1083 策克镇 

调入

地块

五 

策克口岸道路工程

项目一期工程 

市政基础

设施 
5.7653 策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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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

地块

六 

策克口岸工业园区

道路工程项目二期

工程 

市政基础

设施 
38.3527 策克镇 

合计   46.5486   

5、调出城镇开发边界用地 

本次拟调出城镇开发边界用地涉及策克口岸，调出增量

建设用地面积为 46.5486 公顷。调出地块不涉及现状城镇建

设用地和已依法依规批准、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

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城镇建设用地，现状未建设，亦

无规划重点项目，属于暂无开发意向的增量用地，规划期内

该区域暂无项目落实。 

本次拟调出城镇开发边界区块 

项目编号 调出区位置 调出增量用地规模（公顷） 

调出地块一 策克镇 20.3531 

调出地块二 策克镇 17.9476 

调出地块三 策克镇 2.9611 

调出地块四 策克镇 5.2869 

合计 46.5486 

额济纳旗策克镇策克口岸调出地块面积 46.5486 公顷，

含草地 16.9381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9368 公顷，其他

土地 28.6738 公顷。 

 
调出地块现状用地图                     调出地块规划用地图 

综合考虑额济纳旗发展方向及近期重点项目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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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期暂无开发利用意向的地块调出城镇开发边界，以保证

优化前后不突破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和增量规模。 

6、优化前后城镇开发边界对比 

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为 3534.6379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扩

展倍数为 1.2897。方案优化后，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为

3534.6379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 1.2897。城镇开

发边界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变，未突破城镇开发

边界管控要求。 

7、优化前后规划用地布局 

（1）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用地调整主要涉及达来呼布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策克口岸道路工程项目一期工程和策克口岸道路工程项目二

期工程项目的用地调入，本次调入交通运输用地 46.3677 公

顷。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调整主要涉及黑鹰山边境派出

所生活用房项目的用地调入，本次调入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0.0423 公顷。 

（3）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调整主要涉及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

区供热管线一期和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供热管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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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项目的用地调入，本次调入公用设施用地 0.1387 公顷。 

（4）其他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方案优化调出用地涉及草地 16.9381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9368 公顷，其他土地 28.6738 公

顷。 

优化前后规划用地布局 
用地类型 调入用地面积（公顷） 调出用地面积（公顷） 

交通运输用地 46.3677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0.0423 

— 

公用设施用地 0.1387 — 

草地 — 16.9381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 0.9368 

其他土地 — 28.6738 

合计 46.5486 46.5486 

8、相关规划的衔接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的调整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同步进行修改，以保证城镇开

发边界优化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同步衔接。 

9、听证论证及踏勘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调入调出区块均已完成以上辖区周边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征求并已获得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同意

调整的回函，具体文件详见举证材料。 

五、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影响分析 

1、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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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方案中调入用地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

线，不会对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造成影响。调

入用地内不涉及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源地等

生态敏感区域。 

2、城镇建设的影响 

优化方案中调入用地有利于额济纳旗促进低效用地及存

量用地的利用，促进闲置土地资源实现最大效益，有利于推

动城镇和园区高质量发展和建设。 

本次调入用地涉及项目主要为公益性设施项目。调入用

地主要包括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公用

设施用地。本次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化调整有助于完善旗域配

套设施功能，推动额济纳旗提档升级，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方案中调出用地不属于已批准建设用地及已批准实

施土地征收的成片开发用地，近期无项目选址和建设意向，

优化方案调出用地对城镇建设影响较小。 

本次调入区和调出区均不涉及中心城区黄线、城市蓝

线、城市绿线、城市紫线等强制性内容。不影响中心城区的

空间布局和发展建设。 

3、城镇结构和用地布局的影响 

1）城镇结构的影响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后，额济纳旗旗域空间结构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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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不涉及空间发展轴的改变，未减少强制性内容等情

形。 

2）用地布局的影响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后，额济纳旗用地布局中调整了

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

所调入的用地均符合额济纳旗用地布局功能要求，符合国家

及地方的发展要求，对额济纳旗用地布局的影响较小。 

六、结论 

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为 3534.6379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扩

展倍数为 1.2897。方案优化后，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为

3534.6379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 1.2897。城镇开

发边界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变，未突破城镇开发

边界管控要求。 

综上所述，本次城镇开发边界优化积极响应额济纳旗发

展诉求，经额济纳旗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拟调入及调出片区

均有各自功能互补及产业协同的必要性，符合城镇和开发区

产业集中集约高质量发展要求，符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关

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

边界实施细则（试行）》的管控要求。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

方案的优化，有助于增强开发边界管控和利用的科学性与可

实施性，方案优化是必要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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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图 

1.调入项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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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量指标调入调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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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达来呼布镇调入项目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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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达来呼布镇调入项目用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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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达来呼布镇增量指标调入调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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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调入项目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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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调入项目用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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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增量指标调入调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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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策克镇调入项目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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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策克镇调入项目用地分布图 

 

 

策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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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策克镇增量指标调入调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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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调入调出区与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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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1. 关于 2024 年额济纳旗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

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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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关于 2024 年度额济纳旗城镇开

发边界优化调整方案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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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乌拉乌拉嘎查关于额济纳旗城镇

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方案征求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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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达来呼布镇乌兰格日勒嘎查关于对《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

关于<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方案>征求意见

的函》的复函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 

45 

5. 苏泊淖尔苏木人民政府关于《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局部

优化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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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苏泊淖尔苏木策克嘎查关于对额济纳旗城镇开发边界局

部优化调整方案征求意见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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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达来呼布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举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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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黑鹰山边境派出所生活用房项目举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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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供热管线一期项目举证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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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阿拉善盟策克口岸经济开发区供热管线二期项目举

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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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策克口岸工业园区道路工程项目一期工程举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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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策克口岸工业园区道路工程项目二期工程举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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