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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依据《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2021），

落实《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国

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晋国土空规办〔2022〕3号）

等相关文件的指示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结合五台县中心城区社

区建设实际情况，划定社区生活圈的范围，并提出各层级社区生

活圈的建设要求，明确各类服务要素的配置条件和标准，打造方

便快捷生活圈，推动城市发展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转变，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开展本次《五台县社区

生活圈划定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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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总则
1.1 规划原则

1.2 规划期限

1.3 规划范围



1.1 规划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贯彻新发展理念

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强化系统治理

因地制宜塑造特色生活圈



1.2 规划期限

1.3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五台县境内的城镇社区和行政村（除五台山风景名胜

区），其中城镇社区以《五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五台县中心城区位于台城镇和沟南乡，北部以

现状北外环路为边界，西部以农村道路为边界，东部以东外环路为边

界，南部以沧榆高速为边界，涉及台城镇和沟南乡2个乡镇，总面积

15.64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2021-2035年，近期年为2025年，目标年为2035年。



02
社区生活圈划定
2.1 划定目的

2.2 划定原则

2.3 划定结果



2.1 划定目的

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构建更加便捷、舒适的社区生活环境，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其相应基础保障服务设施体系的均衡化。

2.2 划定原则



2.3 划定结果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规划五台县中心城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共3个。

15分钟生活圈名称 四至范围 空间规模（公顷）

城北新区15分钟生活圈
北至北外环，东至古城路，南

至学府街，西至政明路
174.22

老城15分钟生活圈
北至佛海桥，东至迎宾路，南

至迎宾路，西至文昌路
234.32

高铁新城15分钟生活圈
北至迎宾路，东至东外环、南

至南外环，西至西外环
160.48



2.3 划定结果

 5—10分钟社区生活圈

规划五台县中心城区5-10分钟社区生活圈共10个。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名称 序号
5—10 分钟社区生活圈名

称
面积（公顷）

城北新区15分钟生活圈

1 城北新区-1 74.87 
2 城北新区-2 50.17 
3 城北新区-3 49.17 

小计 174.22 

老城15分钟生活圈

1 老城-1 32.17 
2 老城-2 36.86 
3 老城-3 64.83 
4 老城-4 67.63 
5 老城-5 32.82 

小计 234.32 

高铁新城15分钟生活圈
1 高铁新城-1 84.08 
2 高铁新城-2 76.40 

小计 160.48 



2.3 划定结果

 乡村社区生活圈

针对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构建“乡集镇、村/组”两个社

区生活圈层级，强化区域与乡村层面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的统筹。规划五台县14个乡集镇层级、 185个村/组层级的乡

村社区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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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圈要素配置

3.1 完善品质与便捷的社区服务

3.2 塑造舒适与和谐的居住环境

3.3 营造低碳与便捷的乐行社区

3.4 实现绿色与活力的公共空间

3.5 构建高效与韧性的防灾体系



3.1 完善品质与便捷的社区服务

◼ 高效复合的行政服务

生活圈配置的行政服务内容：街道办事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派出所、

社区服务站。

行政服务设施规划指标：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以提升服务半径1000m覆盖

率为规划目标，实现15分钟内步行可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提升服务半

径500m覆盖率为规划目标，实现5-10分钟内步行可达。

街道办事处

以服务半径1000m覆盖率为规划目标，适当规划新增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主

要开展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等工作，含司法所和就业服务中心。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按照5-10分钟的步行距离布置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原则上1个社区布局1处，以行

政管理、社区卫生、社区养老、文体活动、便民商业等五类功能为主导。

派出所

按照15分钟的步行距离布置派出所，服务半径1000米，在建设用地宽松的情况下

宜独立占地，建筑面积1000 ㎡。

社区服务站

按照15分钟的步行距离布置社区服务站，服务半径1000米，可综合设置，建筑面

积600 ㎡。规划在西米市社区、东米市社区、向前社区、学府社区、碧海花园社区、

迎宾社区、工业园社区增设社区服务站。



3.1 完善品质与便捷的社区服务

◼ 丰富多元的便民商业

商业设施：以政府主导的商业公共设施为主，包括便民市场、社区食堂、

社区超市、生活服务站、地摊经营点，重点补充“一店一早、一菜一修”

等基础民生保障业态，发展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

便民市场

便民市场为基础保障型设施，服务半径宜取800-1000 米 ， 服 务 人 口 按

1.5~2.5万人配置，建筑面积宜为2000-3000㎡。规划新建1处便民市场。

地摊经营点

地摊经营点为品质提升型设施，服务半径为1000米，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前

提下选择路面较宽阔区域设置规范地摊经济。

社区食堂

社区食堂为品质提升型设施，服务半径为500米覆盖范围，宜结合社区服务站、文

化活动站设置，新规划53处社区食堂。规划新建3处社区食堂。

社区超市（早餐店）

社区超市为基础保障型设施，服务半径为500米覆盖范围。

生活服务站

社区生活服务站为品质提升型设施，可综合设置，服务人口为2-3万人。



3.1 完善品质与便捷的社区服务

◼ 全面优质的医疗服务

社区层面卫生服务设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托育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规划指标：卫生服务中心以提升服务半径1000m覆盖率为规

划目标，实现15分钟内步行可达；社区卫生服务站以提升服务半径300-

500m覆盖率为规划目标，实现5-10分钟内步行可达；托育机构以提升服

务半径300米覆盖为规划目标，实现5-10分钟内步行可达。

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服务中心按照行政区进行规划，原则上每个街道设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

务人口超过5万人的街道，结合实际增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新增6处卫生服务中

心。

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卫生服务站主要提供预防、医疗、计生等服务，服务半径300-500米。规划新

增3处社区卫生服务站。

托育机构

托育机构是面向0-3岁婴幼儿的日间托管服务，服务半径300-500米。规划新建16

所托育机构。



3.1 完善品质与便捷的社区服务

◼ 健全周到的养老服务

生活圈配置的养老服务设施：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护理站）。

养老设施规划指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以服务半径1000m-1500m覆盖率

为规划目标，实现15分钟内步行可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以提升服务半

径300-500m覆盖为规划目标，实现5-10分钟内步行可达。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作为基础保障型设施设置，宜独立占地，服务半径为1000米。

规划新建3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均宜大于1000 ㎡。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护理站）

按照5-10分钟生活圈规划布置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规划配建10个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主要为老年人日托服务包括餐饮、文娱、健身、医疗保健等。出于便民考虑，

日间照料中心可与社区服务中心（站）综合设置，建筑面积宜大于350 ㎡ 。



3.1 完善品质与便捷的社区服务

◼ 均衡优质的终身教育

教育设施：根据生活圈生源情况，统筹考虑区域发展、用地限制和实施时

序等因素，规划满足基础教育设施人均配建标准。

教育设施规划指标：初中以提升服务半径1000-1500m覆盖率为规划目标，

实现15分钟内步行可达；小学以提升服务半径500-800m覆盖率为规划目

标；幼儿园以提升服务半径300-500m覆盖率为规划目标。

幼儿园

幼儿园以实现5-10分钟内步行可达，规划新建幼儿园5所（公办），新建住宅小区

组团配建幼儿园4处，幼儿园宜独立占地，选址交通便利，靠近公园绿地。

小学

规划小学每500米服务半径设置一处，规范班级数量不宜超过36班，建议完全小

学班级数不少于12个班，班额为45人。规划新建小学4所（公办）。

初中

规划初中每1000-1500m服务半径设置一处，规范班级数量不宜超过36班，建议

完全中学班级数不少于18个班，班额为50人。规划新建初中1所（公办）。



3.1 完善品质与便捷的社区服务

◼ 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设施：全面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在现有文化资源的

基础上，大力推进社区文化活动设施建设，打造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空间。

文化活动设施规划指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广场以提升服务半径

1000m覆盖率为规划目标，实现15分钟内步行可达；社区文化活动站以提

升服务半径500m覆盖率为规划目标，实现5-10分钟内步行可达。

文化活动中心

结合新建及现状规模适宜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置文化活动中心，

实现服务半径1000m覆盖最大化。规划建设3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文化活动站

文化活动站宜结合社区服务站综合设置，或结合社区闲置用地和用房设置，实现

服务半径500m覆盖最大化。 依托新建扩建的社区服务站综合设置文化活动站6处。

文化广场

单处规模不低于1000 m²，宜结合公共绿地、商业文化建筑、社区中心等设置，

并保证硬地面积，设置观演座椅，设计社区专属文化标志物。



3.1 完善品质与便捷的社区服务

◼ 精彩活力的体育健身

体育健身设施：结合公园绿地综合设置体育建设场地，鼓励学校、单位等体

育场（馆）、运动场向社会开放。

体育健身设施规划指标：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以提升服务半径1000m覆盖

率为规划目标，实现15分钟内步行可达；室外综合健身场地以提升服务半

径300m覆盖率为规划目标，实现5-10分钟内步行可达。

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按15分钟出行距离进行布置，包括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规模

的球类场地。规划结合公共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统筹新建1处大中型体育健身场地。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按5-10分钟出行距离进行布置，包括健身广场和由不同健身器

材组成的可供身体锻炼的场地。



3.2 塑造舒适与和谐的居住环境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以水电路气信邮、供热、消防、安防、生活垃圾分类等配套设施更新及小区内公

共部位维修为重点，扎实推进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有序

实施城镇房屋建筑更新改造和加固工程。因地制宜实施小区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

建筑节能改造等。以“一老一小”人群需求为重点，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加

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倡导住房类型多样、安全舒适

建设高品质的住宅产品，提供舒适健康的室内环境，实现社区多元融合、兼顾公平，

注重营造文脉传承、特色鲜明的住区风貌。

塑造整体的居住区建筑风貌

塑造整体的居住区建筑风貌，传承地区历史文脉，协调建筑与周边环境，营造社区

人文魅力。



3.3 营造低碳与便捷的乐行社区

构建安全通达的高密度道路系统

居住社区内，道路间距宜小于200米，公共活动中心区内宜小于150米。根据实际

需求和建设条件合理确定支路的红线宽度，宜为9—24米。交叉口的道路红线倒角半径，

主干路与其他道路交叉口倒角半径宜为10—20米，次干路与次干路或支路交叉口倒角

半径宜为10—15米，支路与支路的交叉口倒角半径宜不大于10米。

建立舒适连通的步行网络

步行网络由城市道路的人行道、街坊通道、地块内公共通道、公共绿地内的步行道

等各类步行通道组成。居住社区的步行通道间距宜为100—180米。公共活动中心区与

交通枢纽地区，步行通道间距宜为80—120米。

打造便捷多层次的公共交通

配置公交车站，并满足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其中人口密集地区宜满足300米服

务半径全覆盖。

合理布局停车设施

新建地区优先保障居住用地停车需求，停车配建按标准执行，并保证一定比例的公

共停车位。已建住宅通过内部挖潜、区域共享等多种途径增建停车位。



3.4 实现绿色与活力的公共空间

社区公园/公共空间

社区公园为基础保障型设施，服务半径宜取1000米，服务人口按1.5~2.5万人配置，

建设规模宜为10000 ㎡以上。

口袋公园/小型公共空间

口袋公园为品质提升型设施，服务半径宜取500米，服务人口按0.5~1.2万人配置，

建设规模宜为4000 ㎡以上。规划新增10处口袋公园。



3.5 构建高效与韧性的防灾体系

应急避难场所

依托体育场（包含中小学校操场）、公园绿地、地下人防空间构建5-10分钟防灾

圈。规划服务半径不大于500m、人均避难面积不宜小于0.8 ㎡的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保障每个生活圈内部或周边地区均有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每处应急避难场所均配套相应

的防灾设施和指挥设施，同时结合现状道路设置应急通道。

防灾指挥设施

结合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等设置，原则上每个街道设置1处。

社区微型消防站

保证5分钟~10分钟可达，与其他用房综合设置，建筑面积不宜小于350 ㎡ 。



04
城镇社区生活圈布局引导

4.1 空间结构

4.2 要素布局

4.3 共享使用



⚫ 由文昌山、自

然山体、唐家

湾水库、滤泗

河等组成的生

态环；

4.1 空间结构

⚫ 新建路南北向

城市发展轴；

根据《五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五台县中心城区

整体形成“一轴串三心，一环连七区”的空间结构。本次《规划》与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相衔接，加强社区生活圈与各级公共

活动中心、交通枢纽节点的功能融合和便捷联系，倡导TOD（公交导向型发展）

导向，形成功能多元、集约紧凑、有机链接、层次明晰的空间布局模式。

一轴

⚫ 城北新区综合

服务中心

⚫ 老城行政商业

中心

⚫ 高铁新城现代

服务中心

三心       一环  

⚫ 城北新区组团

⚫ 古城组团

⚫ 老城组团

⚫ 文昌山居住组团

⚫ 沟南居住组团

⚫ 高铁新城组团

⚫ 高铁新城功能拓展组团

七区



4.2 要素布局

分层级引导服务要素合理布局

各类服务要素应布局在人口密度高、活动频率高、公交服务密

集地区，减少居民日常生活出行距离，并优先满足老幼人群等弱势群

体的就近服务。15分钟层级服务要素倡导将各类服务要素集约化建

设，形成综合性的“一站式”服务中心，涵盖社区服务、就业引导、

生态休闲等功能，依托社区资源培育特色功能。5—10分钟层级服务

要素宜灵活均衡布局，并与生活性街道、公共空间、绿道邻近设置，

保障老人、儿童的便捷友好使用。

强化服务要素功能关联

除需独立用地的服务要素以外，鼓励各类要素综合设置，并将

功能关联度高的要素相对集中布局。促进共享办公、文化活动、体育

健身等服务要素与商业服务业用地混合布局，提升实体商业活力和体

验度；鼓励运动场地与其他公共空间的复合建设，为满足居民多样化、

便捷可达的健身需求提供场地条件；鼓励服务儿童与老人的设施复合

或邻近设置；鼓励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倡导医养结合、文体结合。

以慢行网络链接服务要素

构建“小街区、密路网”的社区生活圈空间结构，通过慢行网

络加强就业、居住、社区服务、生态休闲等服务要素之间的有机串联，

设置活力的街道界面和休憩设施，优化绿化环境，提升出行体验。城

市更新地区可通过开放内部或增加街巷、设置空中连廊和地下通道等

方式加密慢行网络。。



4.3 共享使用

倡导设施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服务设施不同时段利用效率的同时给居

民生活带来便利。鼓励各类学校的图书馆、体育场馆、各类训练中心，在确

保校园安全的前提下，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新建

和改建学校体育设施、文化设施，要便于向公众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体

育设施和文化设施要积极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



05
机制保障
5.1 制定全周期实施管理机制框架

5.2 差异化落实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

5.3 加强建设管理与服务保障



5.1 制定全周期实施管理机制框架

规划从全生命周期管理入手，重点包括“决策——空间——资金—

—运营”全生命周期管理、“摸清底账——发展谋划——布局规划——

行动计划”的规划决策机制、差异化的空间载体获取路径、多元化的建设

主体与多样化的建设资金来源、运营管理主体与管理运营费用、社区自治

与社区规划师制度。

决策机制：核心即科学合理的社区规划编制方式，通过科学的编制流

程保证规划的科学性，通过加强公众参与保证规划的针对性，通过统一的

规划技术标准保证规划的执行力。

空间获取：挖掘各类可能承载社区公共服务的空间资源，其对象主要

区分为新建区与建设区，前者的主要空间来源是土地出让过程中以出让条

件加以补充与明确；后者的主要空间来源于对公共产权地区的梳理、整治、

置换。

资金保障：获取充足稳定的建设资金与运营资金，通过扩大政府、市

场、社会三方面的资金来源，为社区公共服务的建设与运营提供有效的资

金支撑。

运营管理：通过引入多元的管理运营主体，确定规范的运营机制，扩

大公众参与以保障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运转与高效利用。



5.2 差异化落实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

⚫针对规划区域的地块，在土地出让前

开展公共要素规划评估，把握社区整体

公共服务水平，缺口通过社区内土地出

让或改造中予以补充。街区控规方案编

制中，结合近期拟出让地块，对公共服

务短板的针对性补充。明确各地块公共

要素规划清单和具体规模，并纳入出让

条件。鼓励土地受让方提供公共服务要

素。

规划区

⚫ 通过评估实现渐进式动态更新，具

体操作主要包括存量更新、改造挖

潜、复合共享三种方式

建成区



统筹协调组织建设

鼓励建立各种社会组织，为民众参与社区事务提供便利，在医疗卫生、文体教育、

人文关怀等各方面提供服务。依托本地规划专业人才设立社区规划师制度，促进社区自

治。

5.3 加强建设管理与服务保障

社区发展主导组织建设

通过创新型公共治理机构“社区综合委员会”的建立，整合社会各个领域的力量，

将不同的资源导入社区建设，改变过去“强政府、弱社会、独治理”的格局，形成政府、

社会各界与居民群众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社区综合委员会作为社区行政管理与居民自

治的综合整合机构，可下设社区听证会、公共服务委员会、基金与募捐会、专家咨询委

员会等多层面的专业委员会，共同开展社区自治工作。

开展全过程的公众参与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规划、建设、运营中开展全过程的公众参与，切实了解居

民需求与意愿，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建设中，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

开展社区生活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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