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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能源矿区城乡统筹发展探索--府谷

县黄甫化工区+农区+社区一体化发展规

划 

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鲁向平    

 

 

  【摘要】该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陕西实际,以府谷县

为例,充分利用皇甫镇获批新的能源化工区和新型编制镇的机遇,将能源矿区+农

区+社区进行了一体化规划设计,试图探讨一条新的城乡、工农一体化实体示范模

式,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建议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步完

善和辐射推广。  

  【关键词】 陕北能源矿区; 城乡（工农）一体化;规划实例。  

 

一、发展的背景  

根据府谷县委、县政府确立的打造我国 大的载能工业基地县战略目标和其制定

的“双百”（百机关单位帮百村、百工矿企业带百村）兴农工程，结合党的十七

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党中央对统筹城乡

发展提出的新方针和新要求，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

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进一步推动府谷城乡（工农）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一项根本性战略措施。  

二、必要性与可行性  

1、从府谷县的县情和资源优势出发  

认真研究和搞好府谷皇甫川化工工业集中区+ 农区 +社区一体化发展规划，依托

新型化工园区的有利条件，做强做大该县的重化工业，同时带动现代特色农业和

新型社区的发展，就成为未来府谷县培育新的增长点，这是带动全县经济社会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优化选择和必然趋势。  

2、国内外重化工产业转移的趋势和机遇   

府谷能源重化工基地陆续大量涌现和蓬勃兴起，首先是由于本县矿产资源的优

越，具有不可代替的资源优势，其次是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再次，具备了工业

集中区、农区副食品基地、新型社区一体化建设的内部需求和外部条件。因此，

无论是国际重化工向中国转移，还是国内重化工基地在陕北资源区集结，都为府

谷县工业集中区+ 农区 +社区一体化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  

3、进一步振兴府谷经济社会的战略措施   

府谷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形势喜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

识到，府谷自身快速发展过程中许多矛盾凸现，如西北部和东南部区域经济、城

乡收入、工农结构、贫富悬殊“四大失衡”，导致诸多现实矛盾凸显并有不断加

大之势；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大量“空壳村”的出现、农产品效益低下、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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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脆弱等问题仍然存在，导致人与自然、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矛盾难以缓解；

对于刚刚起步的府谷县域经济来说，全面实现府谷的小康社会，任务更多、路程

更长，只有高起点规划，规模化聚集，企业化运作，社会化服务，才能实现工农

业并举，经济和生态协调。  

三、基础条件与优劣势分析  

1、地理位置   

 府谷县位于长城沿线陕北黄土高原东北部和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东与山西河曲、

保德隔黄河相望，南与本省神木县相邻，西部和北部与内蒙古伊旗和准旗接壤。

该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森林草原亚地带向鄂尔多斯干旱草原的过渡地带，属中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半干旱区。这一特殊性对该县现代特色农业的内容选择和优

化配置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2、土地资源  
  府谷县土地总面积 3200.5 平方公里，其中农林牧生产用地 375.3 万亩，占总面积的 78.2%。

非生产用地占总面积的 21.8% ,生产用地以农用地为主,耕地又以山坡旱地为主，广种薄收，

单一经营。真正意义上的宜农地资源不足是其本质特征，继续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历史

意义。   
3、水资源   
  府谷县年平均降水量 453.5 毫米，黄河流经该县东部，境内流程 103 公里，多年平均流量

822 立米/秒。全县平均沟壑密度 1.93 公里/平方公里，平均侵蚀模数 2.47 万吨/平方公里/年，

年平均输入黄河泥沙 0.79 亿吨，占黄河龙门站年输沙量 12.3 亿吨的 6.4%，是黄河上中游水

土流失严重县之一。地下水资源主要是潜水，为地下水富集带，开发潜力巨大。   
4、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    
全县含煤面积 1359 平方公里，探明储量 131.12 亿吨，主要由西部侏罗纪煤和东部石炭二叠

纪煤两大煤系构成，均属优质动力煤和化工用煤，且煤层赋存条件优越，还有丰富的铝矾土、

高岭土、石灰岩、耐火粘土铁矿等矿产资源。其中铁矿 1 亿吨，钼矿 891.6 万吨，石灰石 5
亿吨，耐火粘土 535 万吨。以煤电化载能基地建设为标志的现代工业，将会在全国产生重大

影响。   
5、 经济与社会资源   
 2007 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53.12 万亩，粮食产量 6.39 万吨。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 2.43
亿元。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6.7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1 亿元，完成财政收入 12.8 亿

元，首次突破 10 亿元大关，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3.5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934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2580 元。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巨大，并有继续扩大趋势，农业园区建设已

经进入规划实施阶段。  
6、工业基础优势   
在工业方面，府谷县县大力抓好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全县 132 个煤矿整合为 84 个，井田

面积由原来的 265 平方公里增加到 495 平方公里，资源占有量由 9.24 亿吨增加到 23.48 亿吨，

总产能由 815 万吨，提高到 2646 万吨。大力整合民营资源资本，组建了府谷煤业、镁业和

煤化工集团，规模优势进一步凸显。  
7、政策机遇优势   
 2007 年初，该县确定 155 个机关单位与 176 个工矿企业结对帮扶 165 个村组共建新农村，

并确定 7 个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乡镇结对帮扶 7 个纯农业乡镇。全县累计达成意向帮扶资金

2.44 亿元，已到位资金 1.61 亿元。高庄则、芦草畔、水口等新农村建设初具规模，引起全

省上下的广泛关注。花坞枣业、环渤海饮品、天漠小杂粮、绿丰食用菌、高庄则大棚疏菜等

一批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农业龙头产业相继建成。一个坚持社会联动，扎实推进和谐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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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府谷化工园区+农区+社区的一体化规划建设也将成为府谷县未来 3-5 年经济社会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的发动机，成为以高技术为主导、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现代府谷能源化工工业基

地和工农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样板。   
四、发展思路和战略目标  
1、基本思路   
 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借助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强势发展，利用本县获批现代

大型化工项目的新机遇，依靠各级政府的大力协调和支持，以特色矿产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大型企业为龙头，采用现代能源化工企业生产园区建设、现

代农业和食品工业基地建设、现代生活社区的建设与完善一体化设计与运营的新模式，全面

贯彻科学发展观，广泛应用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理念和方法，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

会和谐发展规律，实现化工产业链园区的规模化、聚集化、生态化，农区基地建设的特色化、

产业化，搬迁农户和产业工人居住的聚集化，生活服务的社会化。逐步把府谷县皇甫化工园

区建设成为陕北能源矿区+农区+社区和谐永续发展的新型示范基地。 
2、基本原则  

━坚持永续发展原则  树立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矿产和自然资源,实行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实现经济、

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坚持市场导向原则  在化工产业开发中,不论是化工生产基地建设、支柱产业

和主导产品的确定,还是特色农业的培育与发展,都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立足国内

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坚持产业链循环开发原则 要遵循现代化工产业和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化发展规

律，充分利用府谷皇甫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选择，形成以大公司、大

企业集团为核心，中小企业群协作配套的产业集群来引领化工产业和特色农业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  

━坚持统一规划，分类指导，保证重点，突出亮点，分步实施原则。本系统的发

展思路和规划内容，必须搞好总体设计，控制好整体过程的时序，把握好每个环

节的重点，突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亮点。实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农

民利益的共赢。  

3、发展目标  

在府谷建成一个以秦家寨化工园区为依托，以合成氨、化肥、乙醇工业产品为主

导，以先进制造业、现代物流业为支柱，建成新的工业集中园区，以下川口村为

依托，采取以工补农的方法，建成以现代特色农业为主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水

源保障基地；以皇甫镇为依托，建成第三产业相对发达、功能齐全、服务优良、

环境优美的工农一体化新型生活社区，成为府谷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引

擎和重要增长点，成为晋陕蒙能源化工开发的重要加工贸易区，并成为我国能源

矿区工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探索基地和示范窗口。  

五、规划的重点内容与规模  

1、秦家寨化工工业集中生产区建设  

 占地面积 37.33 公顷，生态环境建设 200 亩，皇甫川川道整治 10 公里。秦家寨

村需整体搬迁到综合生活中心社区，涉及村民 300 人左右。其一体化设计的意义

在于该项目本身在工业方面实现了产业链设计和循环设计，本项目又加入了生态

工业园区概念设计。其 大的特征是工矿企业有必要、有义务承担环境整治和扶

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任务。 终目标是带动所有进驻皇甫川化工集中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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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工农业协调互动、统筹发展，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  

2、下川口村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建设  

（1）现有基础。全村 230 人，49 户，土地总面积 1500 亩，可利用土地总面积

1200 亩，其中农耕地 980 亩。在耕地构成中水地 260 亩，梯田 80 亩。该村农村

经济比较落后。  

（2）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①采用四方战略联盟启动模式，即政治家+企业家+科学

家+新型农民经合组织。继续研究探讨运行体制和机制，搞好下川口村新型农业

经合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兴茂集团下川口村农业公司的筹建；农户的整体搬迁。

②技术模式：鸡猪沼菜（经济作物）+现代节水技术的现代旱区农业循环经济模

式。   

(3)实施内容与规模： 实施抽黄二期工程;30 户庭院经济示范;1000 亩现代设施

农业展示园示范;10000 亩辐射推广。2008 年起逐步展开，力争三年完成。 终

目标是带动整个皇甫川流域现代农业的发展和产业链延伸。。  

3、现代工农一体化社区建设与完善  

（1）概况。皇甫镇在清朝时是重镇，蒙汉时期贸易发达，以皮毛、土特产经营

为主，现保留有李家大院，魏家大院、孤楼庙等名胜古迹。 

现状。镇政府系统机构设党委、政府、人大、财政所、纪检委、司法所、计生服务站等。皇

甫镇现有邮政所，电信、移动公司；镇上设卫生院；镇上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从事农户

小额信用贷款业务。镇供销社现实行承包管理；镇兽医站；皇甫镇中心小学生。皇甫镇离县

城 38 公里，通班车。现状是乡镇经济的实力比较薄弱，属纯农业乡镇，在历史上来说是府

谷县农业立地条件较好的乡镇之一。。  
（2）新的机遇。新获批的黄甫川工业集中区位于清水川河道两岸，规划面积 20.29 平方公

里，是府谷县规划的煤化工区。区内依托西王寨井田，建设一期 600 万吨/年、二期 900 万

吨/年的煤矿及洗煤厂，配套建设 180 万吨煤制甲醇项目，并利用煤矸石建设一期 2*300MW,
二期 6*300MW 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和 150 万吨/年水泥等综合利用建材项目。新建 30 万吨

合成氨、52 万吨尿素、60 万吨 MTP、180 万吨兰炭、10 万吨硅铁和 30 万吨焦炉气制甲醇。

远期规划建设 150 万吨甲醇、100 万吨二甲醚及高岭土深加工项目。  
另一机遇就是，皇甫镇正在报批新的建制镇规划。  
（3）基本功能  为整个工业园区提供生活、商业、金融、办公、休闲、娱乐、文化、体育等

现代生活综合服务；成为化工工业园内搬迁村民的安置区；带动发展现代食品业和服务业，

并建成府谷东部 大的工农业特色产品的批发和贸易市场。该镇将来 大的变化是综合社区

服务功能的提升。  
4、发展的基本思路    
在以下几个方面实行重点推进：一是应着力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把工矿区、农区和小

城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统一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明确分区功能定位，使城

乡发展能够互相衔接、互相促进。二是应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三是应强化城

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四是应主动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五是应着力推进城乡社会管理

一体化。其基本思路是形成矿区、农区、社区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城乡、

工农差别的千古矛盾。  
5、内容与规模  
（1）集中住宅区的建设 10000--20000 人，重点首先搞好生活区的建设。近期镇区居民人口

达到达到 30000-50000 人。  
（2）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建议与新的皇甫建制镇规划，反复磋商，密切对接，由

社会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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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规划与论证，建议提前展开，以加速现代特色农业的产业链延伸

和企业化经营。  
六、组织管理与对策建议  
1、加强领导，强化规划   
搞好府谷县能源矿区+农区+社区一体化统筹发展规划，要以县域经济范围为整体，将矿区+
农区+社区发展的各个要素全都纳入统一的规划管理之中。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趋势，统一编制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规划等，促进城乡、工农的可持续发展。  
2、大力提升皇甫镇的社区功能  
提高农区和矿区的城镇化水平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有效地发挥好皇甫镇的经济集聚和人

口集聚作用，通过小城镇带动，全面提升农区和矿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层次。因此，加

快皇甫镇的配套建设，强化城镇功能，是当前统筹城乡发展、工农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3、实行总公司开发管理体制  
由府谷县政府授权成立一个带有部分行政职能的开发公司，具体负责皇甫化工工业园区内的

事务。基本体制框架为“领导小组+开发公司”模式。领导小组由县级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负

责人组成，开发公司建议由府谷县有经济实力的集团公司广泛参与，组建规范的皇甫化工工

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由开发公司对各产业园区进行统一开发建设。开发公司统一负责工业园

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和应用、土地开发、房产经营、招商工作，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

境，吸引国内外资金和技术。县乡政府各部门本着高效、负责的原则，在皇甫煤化工集中区

提供规划区内的公安、消防、文化、教育、卫生、环境、计划生育、绿化、商业网点管理和

工商行政管理等行政保障。  
 4、统筹城乡、矿区、农区生产力布局，建立合理的城乡和工农产业结构    
   在统筹生产力布局中，农业综合发展是基础，化工园区是核心。农业生产要体现高效生态

农业的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区域化布局的思路，以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村自身二、

三产业的升级。化工集中园区要注重内部循环经济的发展和与农区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

社会、生态的永续发展。   
5、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发展的投入   
政府和企业应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支持和保护力度，让化工集中园区周边广大农民更

多地享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当前，至少应在以下四方面加大财政和企业的投

入力度：一是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二是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的投入。三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四是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建设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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