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推进
生态涵养区保护与绿色发展的战略格局，落实《房山分区规

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 2035年）》的各项要求，

谋划新时期河北镇发展蓝图，编制《房山区河北镇国土空间

规划（2020年－2035年）》。

■ 河北镇区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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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概述



以山水格局为骨架，
奇洞名园为支撑。

    以历史文化为核心，
文物民俗为依托，将河北
镇整体风貌定位为“山水
奇园，京畿风韵”。

    全面提升镇区整
体风貌品质，差异化
引导镇村特色风貌，
打造房山北部山区重
要门户型城镇节点。

地质景观奇特，自然资源与历史

遗迹丰富的旅游休闲山水小镇

02    发展定位

目标一
生态文旅名镇

目标二
房山北部重镇

目标三
山水宜居小镇

发挥生态优势和交通区位
优势，依托石花洞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核心资源，打
造首都近郊“景镇一体”
的生态文旅名镇

依托独具特色的山水地理
格局和千年历史底蕴，重
点建设河谷地带的镇区和
滨水村庄，建设宜居兴旺
的山区滨水小镇

依托门户区位和交通节点
优势，强化房山北沟门户
职能，打造房山北部山区
旅游集散门户、北沟乡镇

综合服务中心



■ 空间格局示意图

构建“两山一水，两轴两核三区”

的总体空间格局

大安山、大房山

两山

大石河

一水

城镇综合服务核
西山综合服务核

两核

中部河谷宜居片区
北部山地生态片区
南部山地生态片区

三区

大石河综合发展轴
108区域协同发展轴

两轴

03    空间格局



1个
基础产业

1个
核心产业

1个
培育产业

特色农业

休闲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

构建 “1+1+1”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1+1+1”的现代产业体系

突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地位，依托交通区位

优势和自然人文资源优势

04    产业发展



分离式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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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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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联系，提高对外交通辐射能力。

    加强镇域内通往各景区景点的旅游通道建设和沿线景观提升。

    结合滨河道、登山道、乡村路构建镇域绿道系统。

布局高效便捷的对外交通

打造畅通优美的旅游通道

构建融于山水的绿道系统

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

05    交通体系

■ 交通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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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示意图

基础教育

满足2035年学位预测
需求

医疗卫生

实现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村村覆盖

社会福利

建成因地制宜、结构
完善的社会福利服务

公共文化

建设文体中心和体现
地方特色的博物馆

公共体育

加强体育设施与其它
设施空间共建共享

06   公服配套



■ 风貌格局示意图

大石河滨水景观风貌带 特色民俗村

滨河景观村

地质景观村

山顶视廊节点

城镇开发边界

山地郊野景观风貌带

京畿古韵城镇风貌区

滨河生态景观风貌区

浅山特色文化风貌区

全面提升镇区风貌品质，再现京畿古驿文化风韵
差异化引导村庄特色风貌，重塑山水村居生态格局

以山水格局为骨架，奇洞名园为支撑，历史文化为核心，文物民俗
为依托，确定河北镇“山水奇园，京畿风韵”的整体风貌定位

浅山特色文化风貌区

京畿古韵城镇风貌区

滨河生态景观风貌区

风貌定位：“山水奇园，京畿风韵”

风貌格局：“两带、三区、多点”

07   镇村风貌

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