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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根据遂溪县岭北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文件要求

01 西塘村规划定位

西塘村：岭北镇国道沿线乡村振兴的首要展示窗口

n 岭北镇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两核两轴，一带三区”

“镇区核心”重点加快推进省产业

园和镇区扩容提质，大 力推进典型

镇美丽圩镇三年行动建设，完善城

镇公共服务设施 体系，提升城镇景

观风貌。 

“调丰副核心”重点加快推进调丰

村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主村道“白

改黑”、绿化美化、四小园等风貌

提升；结合文化、农业、生态资源，

完善乡村旅游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带动镇域南部乡村振兴发展。

“融湛城镇发展轴”主要依托省道 

S374，引导镇区及周边土地资源、

重点项目向临湛地区布局，发挥岭北

组团协同打造遂溪县融湛发展区战略

支点作用，承接湛江主城区产业功能

外溢，同时立足岭北优势服务湛江主

城区。

“区域协同发展轴”主要依托国道 

G207，协同遂溪中心城区、岭北副

中心发展，推进沿线景观风貌提升，

加强相邻镇街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形

成种植示范基地，共建区域农产品物

流仓储设施。

“一带”：岭北建新历史文化带

强化岭北、建新文化协同保护和

利用，重点保护岭北镇调丰古村

落、建新镇苏二村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与文化资源整合利用。依托

县道 X687，以南粤古驿道为文

化主线，推进岭北、建新旅游精

品路线“串珠成链”，共同打造

遂溪文化特色品牌。

城镇集聚发展区：即岭北镇区，包

括镇区生活区、省产业园区、北部

湾农产品流通示范园三大片区，围

绕做大做强工业专业镇，推进三大

片区空间提质和产镇融合发展。

现代农业示范区：即镇区周边行政

村，依托特色果蔬种植，以现代化

农业发展为主。

文旅融合发展区：包括调丰村和横

山村，以文化旅游、农业旅游为特

色，打造临湛乡村文化、农业休闲

旅游目的地。

西塘村：临近镇区核心 西塘村：“区域协同发展轴“
西塘村：”城镇集聚发展区

“+“现代农业示范区“

u 西塘村毗邻镇区，资源区位优越、规划定位明确、水果产业优势显著；

u 岭北镇的水果首发站/红色底蕴特色村庄/绿美乡村展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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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筑基、红色铸魂、生态赋能”

集水果产业示范展示、红色文化研习、生态乡村体验于一体

打造雷州半岛乡村振兴示范村

通过对区位优势、上位规划、产业特色、文化属性的分析，定位主题形象

引领农业转型的科技示范村/红色文化底蕴的研学标杆村

三生融合的全国文明村

02 乡村主题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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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简村·生态康养片区

振兴示范核

（西塘公园）
（党群服务中心）

03 发展分区落位

Ø 以临国道四村，东塘上、东塘下、西塘、西塘边

为核心，依托西塘党群服务中心。发挥核心集聚，

辐射带动作用，强化综合承载力，提升服务配套

功能，使其成为西塘村的综合服务门户。

Ø 依托西塘村现状公园及和事堂广场片区，通过规

划与设计，打造振兴展示的功能，形成西塘村的

振兴示范核心。

综合服务核

下洋村·薪火相传片区

产业乡风片区

西塘村/西塘边村/东塘上村/
东塘下村

Ø 依托县道——东简大道，串联全村，向东链接

岭北镇区，直面广东遂溪产业转移工业园，引导

西塘村向岭北镇区的同城发展，引导西塘村人口

和产业向重点片区集聚提升。

Ø “以点带线，以线促面，点面结合”以轴线串联

三大特色主题展区，分别展示西塘的产业、文化、

绿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特色等。

一 轴 双 核 三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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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乡村平面布局

p文体公服：提升人居品质，建设和美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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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简村

西塘边村 东塘上村

东塘下村

罗门塘村

西塘村

下洋村

西塘村党群服务中心

新增文体设施

新增停车场

新打造垃圾回收点位

现状公厕分布

垃

厕

停

文

完善文化体育设施

打造停车空间

完善垃圾分类

加强公厕管控

Ø 加快推进西塘村红色长廊、入口门户、祠堂广场

等活化项目。全面打造乡村文化底蕴。

Ø 完善村内公共活动场所的配套休闲健身设施，绿

化美化周边景观。

Ø 依托西塘村文化广场、文化楼、祠堂广场，开展

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Ø 利用建设用地，在党群服务中心、西塘村核心、

肖简村核心等打造停车场所，完善道路交通功能。

Ø 完善打造沿线路灯维修检查，保证村庄安全。

停 新增停车场

Ø 保证“一村一收集”，对于垃圾收集点位重新选

址，既能保证垃圾回收的方便快捷、村民使用的

方便又避免对人居环境的不利因素。

Ø 重新打造垃圾分类收集点、绿化美化处理。

垃 Ø 建立公厕网格化长效管护体系；加强对公厕保洁

质量的监督管理，常态化巡查。



湛 江 市 遂 溪 县 西 塘 村 典 型 村 建 设 规 划
Construction Planning for the Typical Village of Daling Village, Shuibu Town

5

Ø 沿东简大道两侧提升绿美建设，打造乡村绿轴，

形成西塘村的生态景观轴线

乡村平面布局

p绿美布局：打造西塘”一线四块多点“的精品化绿色空间

乡村公园园

乡村公园园

振兴科普公园园

滨水生态公园水

乡村公园 园

乡村果园园

乡村菜园 园

特色产业示范园 园

乡村果园园

乡村菜园园

乡村菜园园

乡村果园园

乡村公园园

红色公园园

乡村菜园园乡村果园 园

乡村庭院 园

肖简村

西塘边村
东塘上村

东塘下村

罗门塘村

西塘村

下洋村

西塘村党群服务中心

一线：东简大道绿美建设

四块：绿色生态小版块建设

多点：房前屋后等

Ø 四大板块：西塘村板块（含西塘、边村、东塘上

村、东塘下村）；下洋村板块；肖简村板块；罗

门塘板块。

Ø 因地制宜建设：充分利用村头巷尾、房前屋后的

空闲土地打造“绿色生态小板块”等小生态板块。

Ø 选取当地材料：采用木材、竹、砖石、瓦片等当

地乡土建材进行圈围。选择村花乡草、果树蔬菜

等农家常见植物，打造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巧

用空间资源，见缝插绿。

Ø 以主带辅，主次结合，根据现状打造各主题公园，

同时携带周边房前屋后绿色版块的建设。

Ø 产业结合，与现状特色果园产业、金花茶、林木

产业等融合，打造经济化景观。

Ø 耕地保护与文化弘扬，充分调动农民群众保护耕

地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实现耕地资源的空间布

局优化和可持续保护良性循环。维护历史文化遗

产的真实性、历史风貌的完整性、文化的延续性。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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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村典型村发展目标(2025-2035年)05

Ø 总体目标

Ø 分期目标

一年开局起步

以关键项目驱动，聚焦建设和规划主线,
全面提升西塘村居住环境质量，有序实
施典型村培育计划

2025

有序设施典型村培育计划

2027

三年初见成效
形成广东省典型村样板

完成12项考核和30项建设任务，实施
动态监控，确保经得起省市县抽验复查，
确保成果创建广东省典型村。

五年显著变化
开创共同富裕新局面

实施成果显著，巩固种植业，农产品加
工业、服务业的产业根基，盘活村庄资
源，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2029

十年根本改变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全村完成以人居环境根本改变为重点的项
目建设，村人居环境得到根本改变，基本
建成现代化和美乡村，同时，村经济实力
和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村发展更加协调，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35



湛 江 市 遂 溪 县 西 塘 村 典 型 村 建 设 规 划
Construction Planning for the Typical Village of Daling Village, Shuibu Town

7

西塘村典型村建设导则06

一，西塘村典型村建设总目标：

       利用临近国道、镇区的地缘优势、毗邻广东遂溪产业转移园的优越条件，充分挖掘西塘村的产业转型特色，围绕西塘村大力

发展的南亚水果农业资源条件，凸显西塘村的果乡文化特色，以西塘特色产业引领农业示范转型样本的打造，以西塘的革命老区

村庄所代表的红色文化铸造西塘文化底蕴，环绕“红韵西塘品果香”，进行一产提质增效、二产提档延伸、三产助推融合，以“水果”

作为西塘的形象主题完成一二三产的紧密融合，打造岭北镇G207国道沿线上，独具产业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窗口。

二、西塘村典型村建设具体措施：

（1）提升西塘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01，西塘下辖西塘、肖简、东塘上、东塘下、下洋、罗门塘、边村7个自然村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垃圾点位打造、三清三拆、

墙体喷绘以及家禽圈养，电力、电信线路需按规划统一接驳，严禁私自乱搭乱建；家庭圈养严格集中标准化打造；进一步提升规

划村容村貌，更好建设干净整洁村和美丽宜居村。

        02，西塘下辖7个自然村的道路水泥路面修补修复，肖简村至东简大道800m入口道路拓宽，一边1米，厚20厘米；党群服务

中心及肖简村等增设停车场，改善村级人居环境和交通条件，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成果进一步巩固，提升。

       03，西塘下辖7个自然村的村内路灯及沿东简大道两侧路灯进行出新修补，保证村民夜间行车行路安全，实现西塘的照明设

施完善，实现“四好农村路”的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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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西塘村村庄风貌和绿美建设：

        01，西塘村下辖7个自然村内村民公园出新提升：以“产业科普、乡风展示”为主题打造西塘自然村的综合展示公园；以“生

态康养、宜居乡村”为主题打造肖简自然村的文化楼广场及滨水公园；以“薪火相传、红韵西塘”为主题打造下洋自然村的文化公

园及其他村民小公园提升建设内容。

        02，西塘村下辖7个自然村绿美生态小版块建设：优化提升东塘下村小公园以及村内房前屋后绿美生态小版块建设等。

        03，西塘村下辖7个自然村的入口村标打造及现状空闲宅基地、拆违地的绿美建设提升。

        04，西塘村党群服务中心改造提升工程等绿美建设内容。

（3）现状农房风貌更新及新建农房风貌指引：

       01，农房风貌宣简洁、实用和具有当地特色。建筑风格宜以粤西风格为主体，提炼本土元素，设计提取当地传统特色民居

及现状村落环境建筑的色彩，以湛江特色作为主要农房风貌改造风格，根据实际情况同时结合现代人群需求，以砖红色及相近

颜色、浅米黄色、灰色为主调色，以木色、深灰色作为点缀色。

       02，屋顶与檐口：平屋顶改檐口及女儿墙：女儿墙通过栏杆、构造柱等镂空设计，实现通透轻盈的效果，鼓励“平改檐”，

根据有无女儿墙采用不同的挂瓦方式。

西塘村典型村建设导则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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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村典型村建设导则05

        03，其他建筑构件指引原则：传统民居建筑窗户保持原始风貌，可通过材料替换、增加保护层（如刷涂具有防水作用的

节能环保漆）等方法提升窗扇构件的使用寿命和节能效果。现代建筑对已经破损或有安全隐患的门窗进行修缮或整体翻新，宜

采用原有或相近材质，应与建筑自身及整体风貌相协调。

       04，设备设施指引原则：空调室外机遮蔽宜采用与整体风貌相协调的形式。可利用与建筑墙体颜色协调的装饰格栅，把空

调外机和连接管隐藏起来，空调挡板可选择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图案。空调管用扣板遮盖后，可将其涂成与外墙一致的颜色，

也可利用仿生绿化缠绕对管道进行美化。

       05，新建农房应依据村庄总体风貌定位，既要延续传统建筑的形式意向，打造独树一帜的雷州风格民居，又要充分利用新

型节能技术，提高岭南新农村住宅建设的科技含量，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农村宅基地和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第十一条要求，西塘村新建农房宅基地定位每户80平方米以下。新建农房总平面布局方正、完整；建筑分为三层，

开间：7.5米 ；进深：10米；占地面积：79.89平方米；建筑面积： 234.77平方米。

（4）现状资源保护措施：

      01，西塘村党群服务中心红色长廊出新，传承西塘红色文化底蕴。

      02，西塘村下辖7条自然村内共9口古井，现状古井周边空间打造记忆空间，进行古井保护。

（5）乡风文明建设：

      西塘村党群服务中心科普惠民中心加建两层，保证乡村文化空间规范化运行并常态化开展活动，宣扬发展文明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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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业发展提升：

      抢抓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西塘村的农业资源、文化资源和区位资源的优势，围绕

“资源增效、村民增收、农村增活力”的发展方向；着力凸显西塘已成熟的”特色南亚水果“产业，实现三产融合。

一产，优化现今模式，引入智慧农业系统，打造从育种——终端销售一体的农业生产系统，同时提升相关配套，基于西塘本身

临近国道、镇区、产业园的先天优势，交通便捷、发货迅速，抢占农产品销售第一线的位置，打造“岭北镇水果首发站”。通

过培育优质品种，提升品质；进行立体种养，多元增收；智慧农业赋能，增质提效三大行动抓手，实现一产筑基、提质增效。

二产，转变单一初级农产品为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这种加工通常包括将农产品转化为更具价值的

产品。与产业园企业寻求合作可能，塑造自身品牌，打响西塘水果农产品特色，增设高端产品线。拓展水果文创产业，输出西

塘果乡文化，塑造西塘特色品牌，彰显村庄特色。三产助推，农旅融合，打造西塘“红韵西塘品果香”的特色主题，规划“一

轴三片多点、产研学一体的乡村游线”，构建西塘水果主题IP，促进一二三产的融合，借助临近国道的交通优势，吸引人流游

览西塘果园风光、体验水果采摘、研学水果种植知识，对外输出西塘“果乡“形象，打造岭北镇国道沿线乡村振兴的展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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