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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周口店镇国土空间规划

（2020年—2035年）

草案



引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细化落实《房

山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统筹谋

划新时代周口店镇发展蓝图，编制《房山区周口店镇国土空间

规划（2020年—2035年）》。



规划范围

周口店镇位于北京

市西南，地处房山区的

地理中心位置。

区位

周口店镇域范围，总面积

约120.99平方公里。

规划范围

2020年至2035年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周口店镇功能定位

以北京源文化为代表的国际文旅休闲小镇

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

彰显源文化金名片的文化特色小镇

人与山水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小镇

文化与自然相融合的文旅休闲小镇

访祖探源文旅圣地，山水和谐魅力城镇

 本次规划周口店镇发展目标



两心：彰显文化生态价值

周口店遗址文化核心
幽岚山生态核心

两团：打造镇区发展组团

北镇区组团、南镇区组团

三区：构建镇域特色体系

北区、西区、平原区

三轴：串联文旅综合服务

历史研学文化轴
山水生态休闲轴
综合联动发展轴

优化空间结构

幽岚山
生态核心

周口店遗址
文化核心

北镇区
组团

南镇区
组团

历史研学文化轴

山水生态休闲轴

北区

西区

平原区

综合联动发展轴

“两心两团、三轴三区”



完善生态格局

“三区、四廊、三节点”

三区
休闲游憩区
生态保护区
农业生产区

四廊

夹括河生态廊道
周口店河生态廊道
南水北调生态廊道
京原铁路生态廊道

三节点
周口店遗址节点
幽岚山节点

生态农业观光园节点



产业发展

 特色产业发展：打造“1+3+N”产业体系，引导周口店镇产业活力高效发展

“文旅+”

历史文化 红色文化 地质文化

 特色文化引领

生态休闲 现代农业文化研学
促进

吸引

带动

支撑

山水文化 民俗文化

“1”

“3”

“N” 多个产业项目

+

+



两线三区

优化两线三区格局，严格控制建设

空间边界。

集中建设区：限制建设区：生态控制区

4 9 87： ：

生态控制区

限制建设区
集中建设区



设施保障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保基础

满足各类公服设施基本需求 结合文化旅游进行特色发展

强特色

平原区

发挥综合职能，打造多层级
出行生活圈。

以方便村民生活为原则，以
村为基本单元就近布局。

浅山区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基础教育设施：千人用地面积达到3984㎡

医疗卫生设施：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6.5张

公共体育设施：人均用地面积>0.7㎡

公共文化设施：人均建筑面积>0.45㎡

社会福利设施：千人养机构床位数>10张

• 南北镇区：构建绿色市政设施体

系，保障发展

• 外围村庄：完善农村市政管网，

保障生活

巩固基础，提高支撑保障能力

公
共
安
全
设
施

构建“外防山洪，内保排水”的镇
域防洪排水总体格局

• 对镇域范围内主要河（沟）道进

行疏挖整治。

• 在集中建设区外侧设置必要的截

洪沟。

• 对夹括河、黄院沟、瓦井河等主

要河道进行达标治理。



设施保障

道
路
交
通
体
系

 旅游交通基础设施

• 高品质建设与幽岚山景区联通的旅

游公路，提升瓶颈路段通行能力。

• 在镇区设小汽车截流停车场，鼓励

采用换乘公交或电瓶车等方式进入

景区。

 镇域铁路系统

• 细化落实铁路廊道管控范围，改善

铁路两侧交通联系和环境品质。

 镇域地面公交系统

• 以“公交快线、公交普线、轨道+

接驳公交”多模式保障公共交通

出行链服务效能。

 镇域公路系统

• 依托干线公路提升镇域对外交通

可达性，构建主干公路骨架，充

分尊重现状道路肌理落实三四级

公路。

• 因地制宜优化镇区路网，形成尺

度适宜的街道空间。



风貌引导

总体格局：加强周口店遗址与现代城镇管控与特色塑造，挖掘

沟域文化特色，彰显山地休闲与特色历史文化魅力

城镇风貌：现代雅致，开放休闲的特色小城镇风貌

村庄风貌：多彩山林，悠然乡野的生态园野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