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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镇域基础资料

第一节 概况

一、沁源县概况

沁源县位于山西省中南部，长治市西北，地处太岳山东麓，系沁河发源之地。东

与沁县相连，以圣佛岭为界，南与屯留、安泽县接壤，东南以雕巢岭为界；西与古县、

霍县、灵石县毗邻，以绵山、霍山、漫山、灵空山为界，西南以黑虎岭为界；北部接

壤介休市、平遥县，以绵山东山为界。

县境内四周环山，西北高东南低，构成与邻县天然屏障。南北长 74 公里，东西

宽 45公里，总面积 2554平方公里，总人口 16.13万。县域内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

95.7%，河谷、阶地仅占 4.3%。海拔最高处鱼儿泉乡茶房沿 2523米，最低处中峪乡

龙头 939米，平均海拔 1400 米左右。

沁源县境内交通较为方便，粉屯线公路途经县境。由沁源县交口经沁县至武乡的

支线公路，连接着太原大口干线公路和榆次至黄碾支线公路。沁源县东北距首都北京

公路里程 744公里，距离太原 217 公里，东南距长治市 137 公里。

沁源县现辖 5镇、9乡：沁河镇、郭道镇、王和镇、灵空山镇、李元镇、中峪乡、

法中乡、交口乡、聪子峪乡、韩洪乡、官滩乡、景风乡、赤石桥乡、王陶乡。

二、灵空山镇概况

灵空山镇位于沁源县西端，东接中峪乡、李元镇，南连临汾古县，西邻霍州，北

与韩洪乡交界。灵空山镇全镇辖 19个行政村，全镇总面积 146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面积 1.1万亩，林地面积 16万亩，2010年现状人口 9417 人。

镇域四周环山、峰恋叠嶂、沟壑纵横，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灵空山海拔

1855.8米，最低处郡家沟河海拔 1070米。全镇年均气温在 8-9℃之间，年均降水量

为 679.4毫米。镇内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省道沁洪线、县道沁柏线贯穿通过。境内

自然资源丰富，有煤、铁、铝钒土等，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达到 77%。

第二节 历史沿革

公元九世纪末李唐王朝衰亡之前，灵空山并无许多著名的故事与说道，当时“灵

空山”之名也尚未形成。唐乾符六年（公元 879年）三月，唐僖宗李儇 19岁之际受

权臣指使，将其四哥李侃派往古城晋阳（即今太原），担当战乱中的太原府尹和北都

留守兼充河东节度使。然而却无人得知，李侃实则并未到任，中途遁入灵空山出家。

此乃灵空山作为历史名山之始。

第三节 自然环境

一、地质地貌

灵空山镇属于山、丘、沟、川纵横交错的地形地貌。东南西北四面环山，总体地

形西北高东南低，镇域内大部分为山地地形，境内海拔 1100——2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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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水源

1．降水量

灵空山镇年平均降水量 679.4mm。

2．河川径流

灵空山镇境内河流均属沁河水系，流域面积广阔，可利用水量 1650 万立方米，

为沁源县相对富水区。主要河流为沁河八大支流之一的柏子河，该河上游河段为季节

性河流，汇集了境内西北部的几乎所有径流。主要分为西面的西务河和北面的兴居河

两路，交汇于柏子村南。下游河段则由冯沟河，寓仁河等山涧泉水汇集而成，全长

79公里，流域面积 146 公顷，由西向东贯穿全境，经中峪乡流入沁河。

3．地下水源

灵空山镇地下水资源丰富，大部分村落均有地下水可供开采，特别是该镇西务村

有地下泉水涌出，旱涝如常。目前，全镇已有机井 3眼，主要分布在下兴居，东柏子

等村。

总结：

镇域内水源较为充足，镇域内 63%的村落能够满足用水需要，11%的村庄水资源

基本满足，26%的村庄取水资源不充足，尤其是畅村取水极为不便，需要到中峪乡取

水。

4．水源保护

水源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各村水源缺少基本的防护措施，水源地及取水点周边没

有设定必要的建设控制与生态保护设施。

三、气候

沁源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内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

秋季凉爽湿润，冬季寒冷少雪。年平均气温 8.6℃，年均降水量 656.7毫米。无霜期

一般为 110—180天。日照时间较长，年平均日照量为 2520 小时。年降雨量 600 毫米，

霜冻期为十月上旬至次年四月下旬，无霜期 50至 180天。

灵空山镇由于地处县城西部山区，境内山峦起伏，地形复杂，致使气温、降水等

主要气候要素、时空变化非常大，温带季风气候特征比较明显，四季分明。春季干旱

风大，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湿润，冬季漫长严寒。本镇日照时间长，平均年日照

时数 2519.7小时，全镇年平均气温大部分在 8℃—9℃之间，历年平均降水量 679.4

毫米。

四、资源概况

1．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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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耕地面积 1233 公顷，人均 1.96亩，高于全国 1.51亩的平均水平。灵空山耕

地面积较为充足，各类用地主要以林地、耕地、草地用地为主。

总结：

（1）镇域生态环境优良，为建设生态型小城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村镇及工矿用地偏少，需加强村镇建设。

2．矿产资源

灵空山镇矿产资源种类较多，储量丰富，占有主导地位的为煤矿资源。根据调查

发现灵空山镇原煤储量较为丰富，从地域范围来看，灵空山镇的煤矿主要集中在北沟，

东柏子，水泉坪，畅村一带。

3．林业资源

灵空山镇森林覆盖率 7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林种类较多，产量较大，目

前全镇正逐步探索山林绿化与特色农林经济作物结合的现代化农业道路，近年来种植

山核桃等的特色农产品经济林较多，并已初步形成规模。此外灵空山自然保护区内名

木古树众多，其中油松之王“九杆旗”更是被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

灵空山镇各村土地利用现状一级分类面积汇总表

行政区

域

行政区域

总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城镇村

及工矿

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其他土

地

柏子 474.27 47.08 0 354.6 24.23 26.18 5.21 10.68 6.29

燕家坪 1017.67 35.59 0 914.95 45.43 9.08 4.71 2.56 5.35

上兴居 351.31 49.39 0 261.92 9.21 10.89 7.9 4.27 7.73

南泉沟 283.95 32.94 0 224.86 14.98 3.12 0.99 1.95 5.11

下兴居 448.84 103.72 0 272.46 20.72 22.8 6.19 8.11 14.84

庄则沟 1033.24 75.97 0 749.82 170.72 10.29 10.41 3.86 12.17

东柏子 283.61 43.35 0 198.94 7.1 19.65 4.39 4.15 6.03

西务 431.39 43.19 0 343.35 12.97 5.92 9.2 10.85 5.91

杆子坪 468.56 60.73 0 342.08 37.11 9.1 5.39 5.42 8.73

水泉坪 247.79 26.45 0 176.38 5.73 22.73 3.22 10.32 2.96

王庄 961.53 74.83 0.29 695.62 117.36 28.9 11.29 20.98 12.26

北沟 664.06 37.54 0 581.99 8.31 17.06 5.09 5.8 8.27

畅村 782.97 60.73 0 661.22 14.31 22.3 3.7 11.91 8.8

好村 806.95 96.56 3.85 478.09 177.15 16.96 5.76 8.29 20.29

寓仁 1393.29 86.93 7.21 1098.61 162.02 8.43 3.69 11.59 14.81

郡家沟 247.93 49.6 0 85.58 80.5 5.94 2.67 8.03 15.61

五龙川 2193.33 104.44 0 1865.29 167.86 8.31 13.21 19.91 14.31

第一川 2443.76 173.56 0 1886.88 312.64 11.17 13.34 20.74 25.43

黑峪 367.98 30.4 0 302.99 21.26 2.37 2.25 4.45 4.26

合计 14902.43 1233 11.35 11495.63 1409.61 261.2 118.61 173.87 199.16



沁源县灵空山镇基础资料汇编

4

第四节 人口情况

一、现状人口情况

灵空山镇现有人口 941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数 318人；镇区现状常驻人口 4201

人，其中户籍人口：1985 人（柏子村 983 人；东百子村 402 人；杆子村 600人）。

灵空山镇镇域人口情况统计表

总人口

（人）

非农人口

（人）

农业人口

（人）

迁入（人） 迁出（人）

省内 省外 省内 省外

1996 年 8651 184 8467 61 0 81 4

1997 年 8572 180 8392 29 1 134 13

1998 年 8535 193 8342 118 1 121 34

1999 年 8475 186 8289 75 9 168 5

2000 年 8455 190 8265 103 2 184 4

2001 年 9795 225 9570 38 2 133 13

2002 年 9690 227 9463 64 6 130 11

2003 年 9539 238 9301 69 1 196 17

2004 年 9440 246 9194 58 4 144 9

2005 年 9277 234 9043 94 12 260 31

2006 年 9346 227 9119 52 11 106 15

2007 年 9333 254 9079 43 7 93 13

2008 年 9440 292 9148 67 14 35 22

2009 年 9555 325 9230 89 9 59 9

2010 年 9417 318 9099 80 6 137 28

二、分村人口情况

灵空山镇各行政村人口规模统计表

人口规模（人） 行政村名称 数量

0—199 黑峪、南泉沟 2

200—399 燕家坪、上兴居、北沟、郡家沟、水泉坪 5

400—599 庄则沟、东柏子、西务、畅村、寓仁、第一川 6

600—799 杆子坪、第一川 2

800—999 下兴居、王庄、好村、柏子 4

三、人口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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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通过分析灵空山镇近十年人口情况可以看出，灵空山镇现状人口呈现出以下特点：

（1）各村人口增长率趋于稳定，但是总体人口呈现出下降趋势，总的表现为镇

区人口逐年增加，主要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及人口的机械增长。

（2）非中心村人口变化波动较小，中心村人口变化波动较大，其主要原因是中

心村多是工矿企业驻地，人口也随着企业的兴衰发展而变化，总体波动较大。

（3）老龄化现象极为突出，都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在接下来的规划中，如何

合理规划老年人设施成为关键。

（4）人口流动现象突出：近年外出打工情况逐年有所增加，男性多于女性。男

性分为青年、壮年，主要在太原、长治、广东、深圳、上海、北京等几大城市从事建

筑、手工业等行业。女性分为青年、壮年，主要在太原、长治、广东、深圳、北京等

地从事服务、家政行业。

第五节 社会经济现状

一、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

2011 年，全镇工农业总值达 32.5 亿元，全镇工业总产值 31.068 亿元。其中工

业总产值达到 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农村经济总收入达 9845 万元，比上年增

长 12%；上缴税金 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10430 元，比上年

增长 20%，原煤产量达 260 万吨，比上年增加 20万吨；粮食总产量达 3192 吨，比上

年增长 4%。

二、农业发展概况

灵空山第一产业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种植业主要以玉米、大豆、谷子、土豆

为主，年粮食产量平均为 306.9 万公斤左右，养殖业以养牛、养羊为主，目前牛存栏

近 1860 头，羊存栏 9300 余只，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特设庄园、小杂粮种植和特

种养殖及农副产品加工、外出务工成为了农民增收与致富的主要来源。

此外灵空山镇正积极培育和发展农产品经营市场，做大做强反季节蔬菜大棚、猪

养殖等农业，稳步发展效益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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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灵空山镇各行政村农业种植业情况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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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农作物种植综合实力较强村庄有第一川、五龙川、下兴居、王庄、寓仁五个村。

除了以上基本农作物之外，向日葵种植较强村庄有下兴居、柏子村、畅村。空间分布

上呈现：西北、东南部等较为偏远地区的农业种植业较强。

三、第二产业发展概况

灵空山镇第二产业以煤炭业为主，煤炭相关产业为辅。境内煤炭矿资源贮藏丰富，

主要煤炭企业有康伟集团、汾西太岳煤业有限公司、华亿潞安五一煤业有限公司、新

达煤业有限公司、康伟环能建材有限公司、鸿泰洗煤厂、大众石料厂、晋豫石料厂、

精磊石料厂、建雄建材厂等其他非煤企业。另外，石灰岩资源也十分丰富。

灵空山镇主要工业企业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行业

类型

生产能力

（万吨/

年）

投产年

份

08 年

产值

同

比

±%

09 年产

值

同比

±%

10 年

产值

同

比

±%

利润

从业

人员

数

康伟集团有限公

司
煤炭 1985年 30892 40 110156 256 2E+05 54 52674 2580

太岳煤业有限公

司太岳煤矿
煤炭 150 2011年 344

五一煤业有限公

司
煤炭 60 1986年 7608 153 9259 21 27015 191 1956 421

新达煤业有限公

司
煤炭 90

四、第三产业发展概况

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旅游资源优势突出，但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餐饮服务

布局分散，不成规模，镇区缺少与旅游业规模配套的饭店酒店；交通较为便利，物流

业基础条件较好，但尚未形成气候，未形成规模化运输，与工业重镇地位极不相配。

商贸服务功能、商业金融功能还有待提升。尤其是商业流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

而且非常分散，90%为个体户，商业流通体制条块分割的状况还没有完全打破，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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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还较落后，流通效率低下，商业服务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没有实现信息化、网

络化管理。

第三产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发展缺少规划，带有较大的盲目性，且市场规模小、

档次低、辐射面窄，为生产所提供的服务水平不高。第三产业滞后还表现在产业层次

低，产业的资金、技术、信息含量不高，统一的、开放的社会服务体系尚未形成，农

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很不健全，农村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远远跟不上生产发展的实际

需要。

第六节 公共与基础设施状况

一、文化教育设施

1．文化设施

自 2011年以来，灵空山镇建成了文体活动广场，建立了具有图书阅览、卡拉 OK、

象棋等一体化、标准化的镇文化活动站，实现了一村一台投影仪、一村一台多媒体、

一村一个图书室。

2．教育设施

全镇现有九年一贯制中小学 1所，小学 6 所。在校学生数 765 人。

灵空山镇中小学基本情况表

学校类别 名 称 所 在 村 学 制 学生数 面积(M2)

中学 柏子中学 柏子村 三年 85 7206

小学

下兴居小学 下兴居村 六年 206 3650

西务小学 西务村 六年 30 900

好村小学 好村 六年 93 4000

畅村小学 畅村 六年 54 1340

王庄小学 王庄村 六年 44 3276

柏子小学 柏子村 六年 239 3300

第一川小学 第一川村 三年 14 2300

总结：

目前灵空山镇的中小学已经进行了整合优化，但镇域内教育资源配置仍不够合理，

主要表现为：

（1）教育设施落后，校舍面积不足，校舍质量差别较大。

（2）学校服务半径偏大，学生就读不便。

二、体育设施

1．现状概况

目前灵空山镇 90%的村庄进行了体育设施建设，安装了健身器材，极大地改善了

居民的休闲娱乐环境，但目前体育活动设施面积仍然不能满足居民使用需求。

三、医疗卫生设施

1．现状概况

目前灵空山镇卫生方面，参加合作医疗达 100%，有镇级标准卫生院一座，占地

面积 5000 平方米，现有病床 20张，19 村全部配备标准卫生所，全镇医护人员 37名。

灵空山镇卫生医疗机构一览表

医疗机构 医护人 床位数 医疗机构占地 医疗机构建筑面积

灵空山镇中心卫生院 18 20 5000 4000

燕家坪卫生所 1

南泉沟卫生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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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兴居卫生所 1

庄则沟卫生所 1

下兴居卫生所 1

东柏子卫生所 1

西村卫生所 1

柏子卫生所 1

杆子坪卫生所 1

西务卫生所 1

水泉坪卫生所 1

王庄卫生所 1

北沟卫生所 1

畅村卫生所 1

好村卫生所 1

康家庄卫生所 1

寓仁卫生所 1

郡家沟卫生所 1

五龙川卫生所 1

第一川卫生所 1

黑峪卫生所 1

总结：

（1）医疗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医药和城镇社区卫生发展滞后，公共卫

生资源分布不均衡，卫生资源总体利用率不高；

（2）卫生事业经费投入不足。

（3）基层卫生队伍人员年龄老化，县、乡医疗机构具备执业资格的医护人员短

缺，高、精、尖技术人才匮乏与当前发展不相适应。

四、交通条件

现状概况

省道沁洪公路穿镇而过，对外联系方便。县道沁柏公路贯通镇域南北，在镇域交

通运输中发挥重要作用。全镇实现了“村村通”全覆盖，基本满足交通的需求。

总结：

（1）省道沁洪公路路面状况不佳对其通勤能力有较大影响。镇域道路系统不完善，

横向道路联系缺乏。

（2）客运交通与货运交通混杂，交通干扰较大。

（3）镇区道路尽端路较多，未能成网成环，过境公路兼有镇区道路职能，在使用

上相互干扰，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五、给排水

1．给水

灵空山镇内水源充足， 95%的村庄取水便利。其中 50%的村庄取水方式为使用

蓄水池汇集山泉水，再通过自来水送至每户，45%的村庄采取深水井抽采地下水方式

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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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水

灵空山镇区与中心村主要道路均修建了较为完善的排水系统，基本实现管道系统

排水，其他村均采用自然排水的方式。雨水经过各村管线或者沿道路排进就近河道。

六、电力

目前灵空山镇没有电厂，王庄村有 35kv 变电站一所，为镇域村镇供电。目前各

村均已通电。

七、电信

灵空山镇区有现状邮政支局一个，服务范围过大，不能很好的满足居民的日常生

活需要。

八、燃气供热

镇域内无集中的供气供热设施。

九、环卫

灵空山镇所有的村庄均设立了垃圾收集点，总体来看灵空山镇的现状环卫设施基

础较好。

现状的垃圾处理主要采用了焚烧与填埋两种方式，垃圾焚烧处理对环境污染较大，

此外该镇还未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十、防灾

灵空山镇的煤炭开采，使得北沟、下兴居、水泉坪一带出现地质裂缝，且该地带

在暴雨情况下出现泥石流的隐患较大。

灵空山镇其它灾害情况统计

村名 主要灾害

杆子坪 采空区，地质下沉，山体裂痕

水泉坪 山体滑坡

王庄 山体滑坡、野猪、害虫

畅村 干旱

好村 山体滑坡，矿物水排放污染

第七节 文物古迹

现状概况

灵空山镇内文物遗存较为丰富，主要是有明清时期的圣寿寺，抗战至建国时期的

三十八团团部旧址。除此之外镇域内还有少量古树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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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空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较为丰富。目前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个：分别是西

务村的龙灯手工艺制作技艺、五龙川的沁源龙文化传说、东柏子村的根雕与霸王鞭、

王庄咶街传说与甜托素制作技艺。

灵空山镇物质文化遗产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年代 位置

1 圣寿寺 明清时期 第一川村

2 三十八团团部旧址 抗战至建国时期 下兴居村

3 灵空山明代和尚群墓葬 明代

4 灵空山唐代将军坟

第二章 镇区基础资料

第一节 概况

一、地理位置

灵空山镇区位于镇域中部，省道沁洪公路和县道沁柏线均经过镇区。镇政府驻地

柏子村，距沁源县城 20公里，西部与杆子坪村相邻，东部与东柏子村相邻。镇区地

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是全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自然条件

境内地势复杂，沟壑纵横，大部分属丘陵和半山区，海拔大约在 900—2300 米之

间，地势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

灵空山属沁源县西部的高寒山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凉爽，冬季寒

冷，年平均气温 8-9℃，年平均降水量为 679.4 毫米，夏季雨量充足。无霜期短，

一般为 110～130 天。日照时间较长，年平均日照量为 2519 小时。

三、社会经济状况

2011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农村经济总收入达 9845 万

元，比上年增长 12%；上缴税金达 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10430

元，比上年增长 20%，原煤产量达 260 万吨，比上年增加 20万吨；粮食总产量达 3192

吨，比上年增长 4%。

第二节 人口

根据 2010 年的统计资料，镇区常住总人口 4201 人，镇区共有暂住人口为 250

人，其中多为煤矿工人和其它商业人员。

第三节 镇区总体布局与用地现状

一、镇区布局

现状镇区主要是依托柏子村、东柏子村和杆子坪村扩展形成。由于受历史、自然

条件、交通以及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镇区现状布局沿省道沁洪公路北侧集

中布置。

镇区现状道路骨架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南北向道路不畅，镇区公共设施集中布

置在府前街的两侧，主要有镇政府、灵空山中学、灵空山小学、灵空山中心卫生院、

邮政所、商店、饭店、汽修汽配等，构成了镇区综合性较强的公建中心及对外服务的

公建带。

镇区现状工业用地比较分散，除位于镇区西部服装厂外，其他工业用地均较小。

其余镇区用地的构成以居住用地为主，由西向东依托柏子村、东柏子村和杆子坪

村布置。其中柏子村和东柏子村较近，建设用地几乎相连。杆子坪与柏子村相距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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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镇区居住用地从整体上看呈现较为分散的布局形态。

镇区的自然环境比较丰富，现状镇区周围有山丘、冲沟、农田、菜地等，独具特

色。

二、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90）、《村镇规划标准》（GB

50188—2007），镇区建设总用地指标正常，人均建设用地 83.46 平方米。在各项建设

用地指标中，居住用地指标较高，占镇区建设总用地的 53.19%。各项建设用地指标

详见《灵空山镇区现状建设用地一览表》。

灵空山镇区现状建设用地一览表

序

号

用地类别 现状面积

（ha）

占城市建设用地

百分比（%）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m2/

人）类别代号 类别名称

1 R1 一类居住用地 18.65 53.19 46.62

2 C 公共设施用地 5.05 14.42 12.64

3

其

中

C1 行政管理用地 1.94 5.53 4.85

4 C2 教育机构用地 1.96 5.58 4.89

5 C3 文体科技用地 0.12 0.35 0.30

6 C4 医疗保健用地 0.51 1.45 1.27

7 C5 商业金融用地 0.53 1.51 1.33

8 M 工业用地 1.01 2.88 2.53

9
其

中

M1 一类工业用地 0.50 1.43 1.25

10 M3 三类工业用地 0.41 1.18 1.04

11 M4 农业服务设施用地 0.10 0.27 0.24

12 U 工程设施用地 0.61 1.75 1.54

13 T 对外交通用地 3.02 8.63 7.56

14 S 道路广场用地 4.48 12.78 11.20

15 W1 普通仓储用地 0.79 2.24 1.96

16 G2 防护绿地 1.44 4.11 3.60

17 城市建设用地 35.06 100.00 83.46

18 E 水域和其他用地 140.03

19 其

中

E1 水域 4.59

20 E2 农林用地 131.22

21 E3 牧草和养殖用地 0.93

22 E6 未利用地 3.30

23 总计 175.09

注：2010 年灵空山镇区现状人口 4201 人

三、用地指标分析

根据城镇现状用地分析：镇区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正常，其中人均居住用地指标偏

大；服务于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休闲绿地等用地偏少；工业、仓储用地较少；

文化娱乐设施严重缺乏。

四、存在问题：

1.镇区布局分散，由于省道从镇区中间穿过，造成安全隐患并且不利于镇区的后

续发展。

2.住宅建筑层数普遍为低层，建筑密度大，且容积率很低；各类公共设施和基础

设施配套不完善，居住环境质量差。

3.绿地面积少，尤其缺乏公共绿地，居民缺少公共活动场所。

第四节 生产设施用地与仓储用地

一、生产设施用地

现状镇区范围内生产建筑用地较少，主要有西部服装厂和兽医站，分别位于府前

街的南北两侧。

镇区现状生产设施用地面积为 1.01 公顷，占镇区城镇建设用地的 2.88%，人均

生产设施用地 2.5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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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仓储用地

现状镇区内的仓储用地仅有收购站用地一处，位于镇区的东北侧，占地面积 0.79

公顷，占镇区城镇建设用地的 2.24%，人均仓储用地 1.96 平方米。

第五节 居住用地

现状居住用地以村为主，即由柏子村、东柏子村和杆子坪村居住用地构成。用地

布局相对集中，住宅建筑以平房为主，住宅多为农村形态和独户独院的形式，土地利

用率不高，公用工程设施配套不完善，居住环境质量较差，人均居住用地指标与国家

标准相比偏大。存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建筑层数低，土地利用率低，人均居住用地指标偏高，土地浪费现象严重。

2.居住区内道路狭窄不畅，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配套不足，给居民的日

常生活带来不便。

3.居住环境差，缺乏为居民服务的区级绿地和开敞的活动空间。

现状镇区居住用地为 18.65 公顷，占镇区城镇建设总用地的 53.19%，人均居住

用地 83.46 平方米。

第六节 公共设施用地

现状镇区公共设施集中布置在府前街的两侧，主要有镇政府、灵空山中学、灵空

山小学、灵空山中心卫生院、邮政所、商店、饭店、汽修汽配等，构成了镇区综合性

较强的公建中心及对外服务中心。

现状镇区公共设施用地为 5.05 公顷，占镇区城镇建设总用地的 14.42%，人均公

共设施用地面积为 12.64 平方米。

一、行政管理用地

镇区现状行政管理用地主要有镇政府、派出所、村委会等，布局较为集中，用地

规模相对不足。镇区行政管理用地 1.94 公顷，占镇区公共设施用地的 38.39%，人均

行政管理用地 4.85 平方米。

二、教育机构用地

镇区现状教育机构用地主要是灵空山中学、灵空山小学。

镇区教育机构用地为 1.96 公顷，占镇区公共设施用地的 38.69%，人均教育机构

用地 4.89 平方米。

三、文体科技用地

镇区现状文体科技用地有灵空山小学戏台，除此之外，镇区内无文体科技用地，

体育用地与科技用地尚属空白。因此，镇区文化体育活动设施较为缺乏，且现有戏台

设施简陋，不能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

四、医疗保健用地

镇区范围内现有医疗保健用地 1 处，即灵空山镇卫生院。灵空山镇卫生院位于灵

空山中学斜对面，基本能满足居民就医的需求。

镇区医疗保健用地为 0.51 公顷，占镇区公共设施用地的 10.03%，人均医疗保健

用地 1.2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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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业金融用地

镇区商业金融用地主要集中布置在镇区的中心，干道府前街的两侧，主要商业设

施有信用社、百货店、饭店、副食店、服装店等。

镇区商业金融用地为 0.53 公顷，占镇区公共设施用地的 10.49%，人均商业金融

用地 1.33 平方米。

存在问题：

1.现状商业金融用地较为分散，未能形成一定的规模，缺乏商业金融核心。

2.现状商业网点设施规模小、档次低、效益不佳，未形成与城镇发展相适应的、

满足居民不同需求的商业服务设施体系。

3.现状文体设施不足且活动内容单一，设施简陋，活动场所用地较少，未形成服

务全镇的多层次、多功能、满足居民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文化娱乐设施体系。

4.现状镇区内无一处公共体育活动场所，体育用地严重缺乏。

5.中、小学活动场地不足，教学设备相对落后，应不断进行完善。

第七节 对外交通

灵空山镇交通便利，区位条件优越。境内有省道沁洪公路和县道沁柏公路横穿镇

域东西，纵贯镇域南北，并结合镇域内乡村公路形成镇域公路网，沟通了镇域内外的

交通联系。为镇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便利的对外交通条件。

存在问题：

1.省道沁洪公路和县道沁柏公路镇区段车流量较大，路面质量不佳，路面宽度不

能满足现状交通运输的需求。

2.乡村公路等级低，路面质量差，不能满足现状及今后交通运输的需求。

第八节 道路交通

现状镇区道路骨架还未形成完整的路网体系，镇区南北向交通联系较少，主要交

通由镇区的干道府前街承担。

存在问题

1.道路系统不完善，功能性质不明确，过境公路兼有镇区道路职能。

2.镇区道路狭窄不通畅，路面质量较差。

3.镇区内无社会性活动广场，缺乏为居民服务的休憩、娱乐的开敞空间。

第九节 绿化

镇区内目前没有公园绿地，道路两侧的绿化树木十分稀少，各行政办公单位、学

校、医院院内的庭院绿化及居住区内的绿化普遍较差。

第十节 给水排水

一、给水

灵空山镇镇区供水由自来水系统供应，水源地位于镇区西部，通过深井提升地下

水后，再通过输水管线送入水塔，最后通过配水管线供应用户。

存在问题：自来水供应系统不够完善，水质缺乏深度处理。

随着村镇工业企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供水设施基本能满足

居民用水量不断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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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

灵空山镇镇区现状有排水设施，基本上可实现有组织排放，镇区污水及雨水大多

通过镇区内的排水沟和路面自然排水系统就近排入周边渠道，而未经污水处理。不利

于镇区环境保护，且对地下水源的安全卫生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雨季时期，道路

泥泞；冬季污水结冰，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急需尽快解决镇区基础设施的配套工

程，改善城镇的环境面貌。

第十一节 燃气供热

一、燃气

镇区现状燃气使用罐装液化石油气，但由于本地燃煤资源较为丰富，方便又经济，

液化石油气使用率偏低。

二、供热

灵空山镇镇区现状主要采用分散锅炉房与家庭土炉供热，没有区域集中供热。镇

政府为锅炉集中供热，居民大量使用煤为原料取暖，不仅产生大量废气，直接损害居

民身体健康，同时产生大量的固体垃圾，增加了镇区的垃圾清运量。另外，由于垃圾

随意堆放，易造成二次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现状供热状况存在能耗高、热效率低、污染严重等主要问题。

第十二节 电力电信

一、电力

现状镇区用电由王庄村 35千伏变电站供给，基本满足灵空山的发展电力需要。

二、电信

现状灵空山镇区设有一处中波台和一座卫星地面电视接收站，可转播中央、省台

广播、电视节目，在镇区中部有邮政所一处。

第十三节 环保环卫

一、环境保护

镇区的环境污染主要是指工业企业污染、居民生活污染以及运煤车辆抛洒等形成

的污染物。镇区内工业污染较小，主要是洗煤厂等所排放的烟尘。另外，居民生活和

采暖锅炉所排放的废气、废渣污染。

镇区缺少对现状环境监测，环境保护亟待加强。

二、环境卫生

镇区的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现由环卫人员清扫垃圾，运输工具是平车和三轮车。

主要存在问题：环卫设备简陋，达不到国家颁布的卫生标准，缺少机械设备，已

不能满足人口、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垃圾清运工作需求，需增加环卫设备和人员。

第十四节 防灾

镇区缺少市政消防设施，火灾只可依靠沁源县消防队和邻近消防队。近年来，虽

无重大火灾发生，但镇区仍然存在火灾隐患。部分木结构建筑年久失修，极易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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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建筑密度较大的区域，火灾极易蔓延。

第三章 上版规划总结

第一节 2000 版总体规划

《灵空山镇总体规划（2000-2020）》于 2001 年 7 月经沁源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在新形势的推动下，灵空山镇的城镇建设有了长足发展。城镇功能进一步加强，人民

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总体规划在城镇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

作用。

第二节 上版规划实施情况总结

随着城镇建设的深入，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沁洪公路的建设突破了原

有总体规划；汽车站的位置也在规划的基础上有部分调整；新一轮的县总体规划在灵

空山镇规划设立工业园区等等，新情况的出现改变了城市的结构形态，原总体规划已

经不能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十二年来的实践证明，2000 版总体规划有效地指导了灵空山镇的城镇建设，主

要表现在：

1.城镇居住用地的在柏子村西部相对集中发展形成一定的规模。

2. 城镇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按照规划完成。如中小学、邮政所、人

民医院及其他的商业服务设施等。

3.城镇的中心服务职能进一步提升，城市中心的辐射能力得到强化。

尽管在上版规划指导下，灵空山镇的城镇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

规划并未实施、实施但不合理或与规划预期不符现象，主要表现在：

1.沁洪公路的建设未能为灵空山镇的城镇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

2.城镇工业用地考虑不足；

3.城镇布局没有严格按照规划执行。

4.城市绿地系统建设不够完善，防护绿地没有按照规划完全实施，城镇绿化用地

不足。

总体而言，上版规划体现了当时灵空山发展的特征和需要，在城镇长远发展的许

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显示出了一定的预见性，为灵空山镇的长远的建设发展构建了框架。

第三节 修编必要性

1.适应县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调整的需要。

2.工业园区的建立。

3.商贸物流业的发展需要。

4.城镇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5.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6.行政区划的调整。

7.现行规划即将到期。

8.适应新的城市规划编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