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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窦冯马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古村落特色风貌与自

然和人文景观，指导保护与建设事业协调发展，为古村落保护提供基本原则、总体目

标、技术规定和规划管理依据，特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5.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

6.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7. 《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

8.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9.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

10. 《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0）；

1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

意见》（2021）；

12. 《城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项目规范》；

13. 《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7）；

14. 《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办法》；

15. 《平乡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6. 《邢台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暂行）》（2022）；

17.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

第三条 规划范围

村庄规划区范围为窦冯马村庄建成区及其因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

区域，共计 36.59 公顷。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近期 2021-2027 年，远期 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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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规划目标任务

1、摸清窦冯马村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现状情况，查找保护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2、确定窦冯马村主要价值特色，明确保护的内容与重点。

3、提出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措施，对窦冯马村的产业发展、村庄功能、人口与社

会发展、用地空间布局、各项设施建设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善。

4、完善兴固寺周围地段空间格局，改善整体环境，保护兴固寺、古民居等历史建

筑，并改造周边地段环境景观，恢复寺庙、戒堂等的历史原貌。

5、划定保护范围、明确窦冯马村空间格局、街巷地段、建筑古迹的保护方法，对

核心保护范围确定保护整治模式和具体维修改善的方法，并提出对民俗文化等非物质

文化进行物质化保存的措施。

6、制定保障规划实施的对策，指导窦冯马村保护发展工作。

第六条 规划原则

1、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

2、坚持协调发展和全局调控的原则。

3、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4、坚持永续利用的原则。

第七条 上版规划评估

《平乡县窦冯马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2010—2020 年）》于 2010 年编制完

成，该规划主要明确了“村庄规划范围、规划期限、划定保护范围、保护要求”等内

容，对窦冯马村的历史文化保护起到一定指导作用。上版规划于 2020 年到期，与目前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庄保护与发展存在衔接不足的问题，需在上版规

划基础上进行修编。

第二章 历史文化名村的价值与特色

第八条 窦冯马是保护较完整的历史文化古村落，这里有平乡特色的瓦房及其

文化，有宏大的古刹——兴固寺，其价值特色的可以概括为：冀南东部平原地区民居

建筑群，集中反映寺庙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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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框架、内容和重点

第九条 保护内容

保护内容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

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历史街巷、传统格局

和历史风貌、聚落自然环境、传统生产方式所构成的景观、能够代表一定历史阶段的

重要生产设施和建筑场所。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宗教礼法、民俗风情、名人轶事、历史地名等。

第十条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

1、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兴固寺。

2、传统建筑

主要是指反映窦冯马村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古民居建筑、宗祠等。窦冯马村历

史建筑的建筑总面积为 13870 平方米。在所有历史建筑中，东西大街北部和兴固寺保

护区范围内的历史建筑有 8360 平方米。

3、历史街巷

序号 街巷名称 长度（M） 简介及主要特色

1 街巷一 126 黄土路面、两侧传统建筑，尺度宜人

2 街巷二 124 黄土路面、两侧传统建筑，尺度适中

3 街巷三 120 黄土路面、街巷幽深，尺度宜人

4 街巷四 141 黄土路面，顺直宽阔，尺度适中

4、历史环境要素

主要包括碑刻、传统门楼、门窗等。

5、历史遗存特征分析

历史遗存有几个特点：①点状分布，不集中。②局部存留，不完整。③数量少，

形不成规模。④遗存年代相对集中。

6、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

传统格局一般包括村落的平面布局形式、轮廓、街巷、水系等要素的格局和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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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地处平原，四面均为耕地，有数个坑塘、河沟在村周围，自然环境衬托出了

窦冯马村的平原地区古村落的特色，形成一种“田园－古村”关系，对古村落历史文

化氛围特色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十一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

历史文化名村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工艺、宗教礼法、民俗风情、名人轶

事、历史地名等。

1、拥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

三月十五走道场、四月初八浴佛节、六月初六晒经会、七月十五盂兰盆节等。

2、民间艺术

在河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有南路丝弦、西乱弹（戏曲）、秧歌、跑黑驴、舞龙等。

3、民间手工艺

织土布（花布）、制香工艺等。

4、民俗民风介绍

（1）老鼠娶亲日；（2）抢面灯。

第四章 保护范围划定

第十二条 保护范围划定

保护范围——指村落内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主要分布的区域，能够较全面地

体现历史文化名村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特色。窦冯马村保护范围是村庄建成区环路之

内的区域。

第十三条 保护范围的保护要求

在窦冯马村保护范围内，为保持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的延续，应严格控制建设总

量和开发强度，新建建筑高度不应超过 2 层，新建建筑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均不得

超过目前已有建筑的 20%。

第十四条 保护范围的分级

根据窦冯马村保护范围内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的分布情况，在保护范围内进

一步分别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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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核心保护范围的划定

窦冯马村核心保护范围总面积为 7.07 公顷，分为兴固寺核心保护区和古民居核心

保护区两部分。兴固寺核心保护区主要指兴固寺和现状中学现有建筑外边界所围合区

域，面积 1.5 公顷。古民居核心保护区主要指古村落建筑群集中区域，以东西大街、

南北大街为中心，其范围东至窦氏祠堂、西至现状坑塘、北至规划道路、南至李氏祠

堂，面积 5.57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内历史建筑占地面积为 3.52 公顷。

第十六条 核心保护范围保护要求

规划禁止在窦冯马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但必要的基础

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除外。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时，应当与核

心保护区的历史风貌相协调。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民居院落应当保持传统的建筑风

格，改造整治过程中，在高度、体量、色彩、材料等方面应符合历史风貌。要求符合

青墙、坡屋顶，建筑高度不大于 4米的传统民居形式，体量宜小不宜大。

第十七条 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

1、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窦冯马村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以外至现状建成区环路之内的区

域，面积 20.53 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要求

严格控制新建建筑物、构筑物的使用性质、高度、体量、色彩，其建设控制如下：

（1）高度、体量

不得改变窦冯马村建设控制地段的历史风貌，在建设控制地带内对与历史风貌相

协调的一、二层建筑，应加强维修，不得改建、添建；使之符合青墙、坡屋顶，建筑

高度不大于 7米的传统民居形式。

（2）色彩

该地带内新建的建筑必须与环境风貌相协调，凡与村庄整体环境风貌不相协调

的，要逐步整治。色彩以灰、褐红色为基调，并尽可能多采用一些具有冀南风格地方

特色的建筑语言和符号。

(3）使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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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在使用性质上要以居住、基础设施、社

会公共服务为主，不得建有生产性质的建筑。

第十八条 环境协调区的保护

1、环境协调区的划定

在保护范围之外划定环境协调区，其范围建筑控制地带以北 500 米，建筑控制地

带以南 10 米，建筑控制地带以东 500 米，建筑控制地带以西 500 米。

2、环境协调区的保护要求

在环境协调区内，保护各类农业生产用地、植被及其他部分景观绿化等，禁止大

面积开垦农田，适度退耕还林，加大力度植树造林，丰富植被种类，改善生态，营造

宜人的视觉观赏景观。

第五章 保护范围内建筑的保护与整治

第十九条 建筑分类与评价

本规划全面普查了窦冯马村建筑物、构筑物，根据工作需要对所有院落进行了编

号，从建筑年代、建筑色彩、屋顶形式、建筑质量、建筑风貌等不同角度分析，以建

筑为单位进行分类。

第二十条 建筑分类

在对窦冯马村所有建筑物、构筑物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按照建（构）筑物具

有的价值程度、建筑年代、建筑风貌、建筑质量等内容，以院落为单位进行分类，分

类标准如下：

文物保护单位：指窦冯马村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类建筑：指具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能够反映窦冯马村历史风貌和地

方特色的建（构）筑物，年代大多为 1949 年以前，建筑风貌完整或一般，建筑质量较

好或一般。

二类建筑：指具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能够反映窦冯马村历史风貌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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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的建（构）筑物，年代大多为 1949—1980 年以前，建筑风貌一般，建筑质量较

好或一般。

三类建筑：指与历史风貌无冲突的建（构）筑物，年代大多为 1981—2000 年，

建筑质量为较好或一般。

四类建筑：与历史风貌有冲突的建（构）筑物，年代、建筑质量不限（包括 1949

年前的风貌和质量均较差的建筑物、构筑物）。

窦冯马村建筑分类表

类别

特征：

较高价值

一定价值

无冲突

有冲突

年代：

1949 年以前

1949—1980 年

1981—2000 年

2000 年以后

风貌：

完整

一般

无冲突

有冲突或较差

质量：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各类

数量

文物保护

单位
较高价值 完整 3

一类建筑 较高价值 1949 年以前
完整

（重要价值）

较好、一般

（重要价值）
13

二类建筑 一定价值 1949—1980 年 完整、一般 较差、很差 69

三类建筑 无冲突 1981—2000 年
与历史风貌无

冲突
较好、一般 941

四类建筑 有冲突 年代不限

与历史建筑有

冲突（新房子）

风貌差（老房

子）

较好、一般

（新建筑）

质量较差或

很差（年代不

限）

174

第二十一条 历史建筑档案的建立

规划将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等保护价值，能够反映窦冯马村历史风貌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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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确定为窦

冯马村的历史建筑。

1、历史建筑的确定

本规划将窦冯马村中文物保护单位和一类建筑确定为历史建筑（一类建筑中不包

括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二、三、四类建筑确定为一般建筑，其中历史建

筑按照保护价值的高低，分为有较高保护价值和有一定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一般建

筑按照是否与历史风貌冲突，分为与历史风貌有冲突的一般建筑和历史风貌无冲突的

一般建筑。

2、历史建筑档案种类

历史建筑主要包括两类：有较高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有一定保护价值的历史建

筑。其中较高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有一定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做进一步细化建档。

3、档案信息

历史建筑档案，主要包括主要历史建筑的基本信息，主要分为：

（1）院落基本信息：包括院落在村庄中的位置图、院落平面布局示意图、院落编

号、院落产权、占地面积、户主姓名、院落整体保存状况的评价，以及能够反映院落

整体外观面貌、入口处的照片等。

（2）建筑基本信息：包括对院落内的建筑的编号、照片、年代、结构、功能、质

量、风貌、色彩、材料、保护与整治模式等。

窦冯马村历史建筑档案总表

档案种类 窦冯马村历史建筑

有较

高保

护价

值历

史建

筑

1、反映重要职能与特色的历史建筑

（1）历史上曾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军事

要地、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地的建筑

（2）宗教圣地的建筑 兴固寺

（3）传统生产、工程设施建设地的建筑

（4）集中反映地区建筑文化和传统风貌

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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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或名人生活居住地的历史建筑

（5）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建筑

（6）名人生活居住的历史建筑

3、保存风貌完整和质量较好的集中反映地方建筑特色的典型历史建筑、体现村

镇传统特色和典型特征的环境要素

（7）风貌完整和质量较好的宅院府第、

祠堂、驿站、书院、会馆等典型历史建筑

（8）风貌完整和质量较好的城墙、城（堡、

寨）门、牌坊、古塔、园林、古桥、古井、

100 年以上的古树等典型历史环境要素

有一

定保

护价

值历

史建

筑

4、保存风貌和质量一般的反映地方建筑特色的历史建筑、体现村镇传统特色特

征的环境要素

（9）风貌和质量一般的宅院府第、祠堂、

驿站、书院、会馆等历史建筑
窦氏、李氏祠堂，古民居等

（10）风貌和质量一般的城墙、城（堡、

寨）门、牌坊、古塔、园林、古桥、古井、

100 年以上的古树等历史环境要素

第二十二条 历史建筑的挂牌保护

规划所确定的历史建筑中已认定公布的，应进行挂牌保护，设立保护标志，悬挂

在历史建筑出入口，标识历史建筑的名称、位置、占地面积、建筑面积、高度、形式

风格、营造年代、建筑材料、修复情况、产权归属、保护责任者等信息，以利于建筑

的保护，提高居民、游人对历史建筑的认识程度，增强保护意识；规划所确定的历史

建筑中未按规定认定公布的，可以按照建议历史建筑进行管理和保护。

第二十三条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分类保护与整治

针对窦冯马村院落及建筑现状，根据其建筑质量好坏、建筑风貌完整程度等因素，

分别采取不同的保护与整治模式。

（1）保护类建筑；（2）修缮类建筑；（3）改善类建筑；（4）保留类建筑；（5）

整治改造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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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冯马村核心保护区建筑保护与整治模式统计表

类别 价值特征
年代、风貌、

质量特征

保护整治

模式

保护整治措

施特征

对应院落

建筑数量

（栋）

对应建筑

比例（%）

文保

单位
保护

严格依法保

护
3 1

一类

建筑

具有较高

保护价值

的历史建

筑

大多为 1949

年以前价值

较高、意义重

大

修缮
基本内外不

动
13 4

二类

建筑

具有一定

保护价值

的历史建

筑

大多为 1949

年以前风貌

一般、质量较

好

维修改善
基本内外不

动
69 21

三类

建筑

与历史风

貌无冲突

的一般建

筑

大多为 1949

年以后与历

史风貌无冲

突质量较好

保留控制

基本内外不

动（动要与

历史风貌协

调）

196 60

四类

建筑

与历史风

貌有冲突

的一般建

筑

年代不限与

历史风貌有

冲突的新建

筑；风貌质量

较差的老建

筑

整治更新 内外都要动 46 14

合计 324 100

第六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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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1、建立政府主导、各部门协调配合的保护机制。

2、加大和规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

3、落实窦冯马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制。

第二十五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措施

1、窦冯马历史文化名村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工艺、宗教礼法、民俗风情、

历史地名等。

（1）拥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

三月十五走道场、四月初八浴佛节、六月初六晒经会、七月十五盂兰盆节等。

（2）民间艺术

在河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有南路丝弦、西乱弹（戏曲）、秧歌、跑黑驴、舞龙等。

（3）民间手工艺

织土布（花布）、制香工艺等。

（4）民俗民风介绍

老鼠娶亲日；抢面灯。

2、传承措施：

（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2）做好非物质文化空间的挂牌和标识；

（3）建立“窦冯马村民俗文化展馆”、“画家写生基地”；

（4）建立“河北省窦冯马历史文化名村”网站；

（5）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文化空间的展示宣传。

第七章 展示和利用规划

第二十六条 展示流线规划

1、区外旅游路线

平乡县的旅游线路可以组织为：钜鹿郡城遗址——沙丘苑台遗址——兴固寺——

梅花泉公园——大观圣作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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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内旅游路线

（1）主要景观

兴固寺、古民居、李氏祠堂、窦氏祠堂、明代吕家井、传统工艺展示区、民俗民

风互动区。

（2）游览线路

东侧进村公路——兴固寺——传统民居体验区——祠堂、古井等各节点——邢清

公路。

第二十七条 展示设施规划

1、服务设施规划内容与要求

服务设施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有：若干处摄影点、接待问讯处、餐饮服务点、礼

品售卖点、停车场、旅客休息处、医疗服务点、警务服务点、公共厕所等。对其设置

与建设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1）公共厕所可以布置在相应的公共建筑内，建筑面积为 30-50 平方米。公共厕

所在人流活动高密集区之内间距应小于 300M，活动密集区内之外的距离为 300-500M。

（2）区域内设置废弃物箱和垃圾压缩站处理废弃物。废物箱设置在区内道路两侧

和路口等人流密集地区，设置间隔规定：旅游活动区 25-50M，区内步行道 80-100M。

（3）在适当位置设置的卫生间、休息室、纪念品柜台等基本服务设施应尽量与整

个文物环境相协调，尺度宜人，可方便地进行拆卸、搬迁或移动。

（4）在整个核心保护范围应设置适当数量的公用电话、垃圾箱和休息座椅等。要

求其形式美观并符合整个文化氛围，符合当地的特色。

（5）鼓励居民以适当的方式经营旅游服务业，但不得经营损害文物及文物环境的

业务，尤其是要注意防火。

2、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旅游服务设施本着结合景点设置的原则，以满足游客休闲、游憩、娱乐为主要目

标，结合村内现有建筑，更新原有建筑的配套设施与建筑功能。

第二十八条 展示规划环境容量预测

游人主要在兴固寺、古民居，游人容量按 20 平方米/人计。村庄控制旅游人口容

量为 3500 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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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村庄建设规划

第二十九条 村庄性质与规模

1、村庄性质

依据《平乡县国土空间村庄布局规划》，窦冯马村属于特色保护类村庄。窦

冯马性质确定为：融佛教活动圣地、古朴典雅民居特色、丰富多彩民俗文化于一

体的旅游胜地。

2、村庄规模

（1） 人口规模

本规划预测 2035 年人口为 2067 人。

（2） 用地规模

现状建设用地 36.59 公顷，人均 184.05 平方米，到 2035 年规划期末村庄，人均

建设用地规模 177.02 平方米。

第三十条 用地布局规划

1、用地布局调整

根据窦冯马村现状建设情况和兴固寺实际保存情况，规划兴固寺核心保护范围向

西扩至村西的道路，占用现状学校和部分居住用地、恢复寺庙原有风貌。在兴固寺东

面规划停车场。

村中东西大街两侧规划成一条将民俗展品、文化小品、明代古井、传统民居与街巷、

古祠堂相结合的民俗观光带。

2、功能分区

以兴固寺寺庙文化和古村落历史文脉为中心，分为：古典建筑风貌区和传统建筑

风貌协调区。

（1）古典建筑风貌区

包括：兴固寺、传统民居展示区、李氏与窦氏祠堂、明代吕家井。

（2）传统建筑风貌协调区

包括：现状民居建筑和商业服务区两大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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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道路工程规划

从道路系统及交通组织上应避免大量机动车交通穿越核心保护范围。核心保护范

围内的交通结构应以满足自行车通行及步行交通为主。本规划在村庄南部，兴固寺东

南方向设立停车场。拓宽绕村环路，东、北、西三方环路宽度控制为10米，南面环路

考虑到与许冯马村的关系，道路宽度控制为7米。

规划将窦冯马村内部与历史风貌不相协调的水泥路改为沙石路，将东西大街改为

石板路，将现状土路采用砂石进行硬化，路面以下敷设给排水、电力电信、供热等管

道，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第三十二条 给排水工程规划

考虑到村庄道路狭窄，无法同时安排给排水、电力电讯等管线，本规划采用各管

线交叉布置的方式。

1、给水

规划采取集中供水方式。在村庄西部设置供水泵站，占地0.02公顷。规划管网采

用环状、枝状相结合的方式。规划区日最高生活用水量为206.7M
3
。

2、排水

由于窦冯马村污水主要是生活污水，考虑实际情况，排水采用雨污合流排水体制。

目前村庄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量（含公建污水量）按其给水量的80%

考虑，预测2035年污水量165.36M
3
/d。

规划污水管网干管DN200。村庄内污水统一汇聚至县城污水处理厂。

第三十三条 电力电信工程规划

规划电力、电信管线埋地敷设，部分困难地段可缘墙架设。同时增设有线电视、

网络线路。

第三十四条 供热工程规划

现状村庄已进行了气代煤改造，全村均以接通天然气，能够满足生活需要。

第三十五条 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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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群众生活和游客游览的需要，规划在主次街巷、人流集中地段、旅游景点、

村庄出入口等处设置垃圾箱，在村庄东南部设垃圾转运站。逐步实现垃圾清运的“户

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

第三十六条 安全防灾规划

防灾设施应满足保护村庄历史风貌的要求，健全防灾安全体系，对火灾及其他灾

害产生的次生灾害应采取防治和补救措施。

1、消防

建立专门消防值班室，以便应对突发事件。

加强消防设施建设，逐步建立村庄防灾体系，确保安全。在加强消防宣传，增强

居民消防意识的同时，大力改善消防硬件设施，提高消防整体能力。

保护区内应设立社区消防组织，并配备小型、适用的消防设施和装备。在不能满

足消防通道要求及给水管径DN<100mm的街巷内，应设置水池、水缸、沙池、灭火器及

消火栓箱等小型、简易消防设施及装备。结合村庄内古井，作为消防备用水源。

2、防震减灾

规划要求新建房屋抗震设防要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不得随意提高或降

低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生命线工程提高一级设防。村庄核心保护范围内原有历

史建筑应及时维修，加强抗震措施。

第九章 近期保护与整治规划

第三十七条 规划近期期限

规划近期期限为 2021—2027 年。

第三十八条 建筑的保护与整治

规划近期内，对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兴固寺等古建筑的保护修缮。此项资金投资约

100 万元。

第三十九条 历史建筑的建档与挂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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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窦冯马村的历史建筑档案，真实记载历史建筑的基本信息和保存状况，同时

要对每处历史建筑制作保护标志，进行挂牌保护。规划在核心保护范围出入口处竖立

明显的标志牌，标明窦冯马村历史沿革、概况特色、核心保护范围、规模、界限等。

第四十条 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对反映窦冯马村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古井、石碾、石磨进行保护，结合这

些历史环境要素，营造独具农村风情的空间环境。

在窦冯马村架设有线电视、网络线路，取消民居院落屋顶上的卫星接收器，减

少视觉污染。

第四十一条 街巷保护与改造

窦冯马村历史街巷的特色是沙石路、黄土路，网格状布局，街巷狭窄。街巷两侧

是黄土坯院落建筑，土墙土房与石街土巷相映成趣，一起构成富有韵律和变化的街巷

景观。

1、历史街巷格局

严格保护并沿用窦冯马村内石街土巷这一传统路面形式和街巷格局，保持历史原

状，尽量避免实施路面工程改造，以造成道路景观的破坏，维持路面清洁，及时清理

沿街的垃圾、粪便等污物。

2、历史街巷材料

历史街巷材料要保持传统的砂石材料，保护范围内的路面材料禁止采用沙石以外

的其他材料。保护范围内现状路面材料为土路的，规划要修建沙石路面；已经采用水

泥等路面材料的，规划要逐步改造，恢复原有的沙石路风貌。

3、历史街巷立面

保护沿街民居的传统建筑形式，保持沿街建筑立面形式、建筑材料、建筑色彩等

的统一性、连续性和视觉景观的完整性。对于与传统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采取整治更

新等措。

4、街巷休憩空间

对于部分因房屋毁坏，或破坏程度较大的街边地段，或街角敞地，采取改建小型

休憩广场，配以石桌、石凳等小型休憩设施，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便利，配植乡土树种

和花卉，营造独具乡村特色的绿化环境，从而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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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街巷中的景观节点，保持其整体景观风貌特色。

窦冯马村核心保护范围历史街巷整治

序号 名称 起止点 长 度

（米）

宽 度

（米）

整治内容 道路

功能

1 传统街

巷一

东西大街—核心

区保护范围北界 126 2-3

改造路面，铺设

沙石路，整治街

巷立面。

步行

2 传统街

巷二

东西大街—核心

区保护范围北界 124 3-4

改造路面，铺设

沙石路，整治街

巷立面。

步行

3 传统街

巷三

东西大街—核心

区保护范围北界 120 2-3

改造路面，铺设

沙石路，整治街

巷立面。

步行

4 传统街

巷四

东西大街—核心

区保护范围北界 141 3-4

改造路面，铺设

沙石路，整治街

巷立面。

步行

5 东西大

街

核心保护范围东

边界——西边界 308 3-4

改造路面，铺设

石板路，整治街

巷立面。

步行

6 南北大

街

核心保护范围北

界—兴固寺东西

大街

392 3-4

改造路面，铺设

石板路，整治街

巷立面。

步行

规划近期对核心保护范围内历史街巷及重要游览地段的街道进行改造，水泥路

面改造成沙石路，重要游览地段的街道恢复传统黄土路面，安置路灯、埋设管线，

以改善旅游环境。此项资金投资约 600 万元。

第十章 规划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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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规划实施对策

1、给予资金优惠政策；

2、加强宣传增强保护意识；

3、保护与旅游并举；

4、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成果内容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组成，规划文本与规划图

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规划说明书是对规划条款的说明、解释和论证。

第四十四条 编制主体

本规划由平乡县中华路街道办事处组织编制，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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