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规划“一张图”















2、规划“一张表”



表1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现状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面积（ha） 比例（%） 面积（ha） 比例（%）

农业用地（A）

耕地（A1） 58.78 2.94 107.85 5.39 49.07 

园地（A2） 60.52 3.02 50.25 2.51 -10.27 

林地（商品林）（A3） 1246.82 62.26 1188.42 59.34 -58.40 

草地（A4）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农用地（A5） 12.52 0.63 10.83 0.54 -1.69 

合计 1378.64 68.84 1357.35 67.78 -21.29 

建设用地（H）

城镇建设用地（H1） 67.56 3.37 77.25 3.86 9.69 

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H2）

农村住宅用地（H21） 4.80 0.24 1.28 0.06 -3.51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H22） 0.06 0.00 0.06 0.00 0.00 

经营性建设用地（H23） 6.86 0.34 6.14 0.31 -0.72 

公用设施用地（H24） 1.28 0.06 0.84 0.04 -0.44 

公园与绿地（H25） 0.24 0.01 0.64 0.03 0.40 

道路交通用地（H26） 0.53 0.03 0.26 0.01 -0.27 

“留白”用地（H27） 0.00 0.00 2.00 0.10 2.00 

其他建设用地（H28） 0.00 0.00 0.00 0.00 0.00 

采矿用地（H3） 0.82 0.04 0.50 0.02 -0.33 

对外交通用地（H4） 19.22 0.96 30.11 1.50 10.90 

水利设施用地（H5） 0.00 0.00 0.00 0.00 0.00 

风景名胜区及特殊用地（H6）
风景名胜用地（H61） 0.00 0.00 0.02 0.00 0.02 

特殊用地（H62） 0.05 0.00 0.78 0.04 0.73 

其他建设用地（H7）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01.42 5.06 119.89 5.99 18.47 

生态用地（E）

水域（E1） 100.49 5.02 100.39 5.01 -0.10 

林地（生态林）（E2） 393.52 19.65 408.80 20.41 15.28 

湿地（E3） 0.00 0.00 0.00 0.00 0.00 

自然保留地（E4） 28.56 1.43 16.20 0.81 -12.36 

合计 522.57 26.09 525.39 26.24 2.83 

村域总面积 2002.63 100.00 2002.63 100.00 0.00 



表2    近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投资额（万元） 建议资金来源

1
人居环境整治

新村卫生及村容容貌治理 2020-2025 30 政府补贴

2 建筑立面改造 2021-2023 50 政府补贴

3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2020-2025 20 政府补贴

4 减量化宅基地土壤修复项目 2020-2025 50 政府补贴

5 新村建设 黄沙坡集中安置区项目 2022-2025 100 村民自筹

6

产业发展

亲子农庄 2020-2025 50 社会投资

7 生态农业种植区 2020-2025 50 政府补贴+社会投资

8 经果种植发展区 2020-2025 50 社会投资

9
公共服务设施

新村室外活动场所改造提升 2020-2025 50 政府补贴+村民自筹

10 村委会及幸福院改造提升 2020-2025 100 政府补贴+村民自筹

11

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拓宽修缮 2020-2022 50 政府补贴+村民自筹

12 生态停车场 2020-2025 30 政府补贴

13 村庄电力通信线路整治 2020-2025 50 政府补贴

14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 2020-2025 30 政府补贴

15 厕所革命 2021-2023 50 政府补贴+村民自筹

16 污水处理设施 2021-2022 50 政府补贴+村民自筹

17

历史文化保护

传统风貌建筑、历史风貌建筑修缮 2020-2023 150 政府补贴

18 文保单位保护 2020-2025 100 政府补贴

19 古树名木、古井保护 2020-2025 30 政府补贴

合计 1090



3、规划管制规则



（1）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

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鼓励按照规划开展维护、修复和提升生态功能的活动。因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保障项目建设等无法避让的，由省级人民政

府组织论证，提出调整方案，经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经国务院批准。因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需要，在不影响

主体功能定位的前提下，经依法批准后予以安排。 

（2）一般生态空间

1）一般生态空间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的要求进行管理，严格实行区域准入和用途转用许可制度。对一般生态空间内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地的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2）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用、破坏。禁止新建、扩建、改建除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以外的工业项目；禁止房地产开发活动；禁止违规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侵占滩涂湿地；禁止新、改、扩建对生态环境安全有影响的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一般生态空间产业准入负面清单。3）从严控制建设开发和农业利用强度，从严控制生态用地向农业用地、城镇用地

转用；一般生态空间内的建设活动以盘活存量、优化结构为主，严格控制增量，增量利用应发挥生态服务功能为导向。4）鼓励农村生活、生产类建设用

地逐步退出，鼓励农业用地、城镇用地向生态用地转用，鼓励结合土地综合整治、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等各类工程实施，因地制宜促

进生态空间内建设用地逐步有序退出。5）加强生态修复监督管理，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单位和个人应认真履行有关法定义务，及时恢复因不合理

建设开发、矿产开采、农业开垦等破坏的一般生态空间。6）允许农业复合利用，控制农业开发强度，减少农药、化肥投入，实行休耕和种植结构调整，

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鼓励25度以上的坡耕地逐步实施退耕，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提升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在不损害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因地制宜

地适度发展旅游、农林牧产品生产和加工等产业。 

1  生态空间管制规则

（1）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的管制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的相关规定管控规定。 

2  农业空间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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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农业空间

1）严格控制一般农业空间内的农用地转用，对质量等级较高的耕地、园地、林地等农用地实行优先保护。2）一般农业空间内禁止建窑、建房或者擅自

挖沙、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禁止采矿建设；禁止新建二类、三类工业及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工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一般农业空间产业准

入负面清单。3）从严控制一般农业空间转为城镇空间，加强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经批准建设占用区内耕地，需按照“耕地占补平衡”原则，补充数量和

质量相当的耕地。4）一般农业空间内的建设活动以盘活存量、优化结构为主，严格控制增量，增量利用应发挥农业生产功能为导向；鼓励一般农业空间内

的废弃工矿和闲置宅基地复垦为农用地，引导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对未利用地和废弃工矿、宅基地等规划用地开垦或复垦为耕地的，不得改作其他用途，

对新增的耕地应加强管理。5）允许符合要求的零星建设项目用地使用预留的机动指标，待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时落地机动指标、明确规划用地性质。6）允

许实施农林复合利用，但严禁挖湖造景等行为。

规划期内村庄建设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1）建筑退距：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为：国道不少于20 米，省道不少于15 米，县

道不少于10 米，乡道不少于5 米；

（2）蓝线宽度8 米以下的带状水面（沟渠、溪流等）两侧公共空间预留不宜小于2 米；蓝线宽度8 米及以上的最小宽度不宜小于8 米；面状水面退让距

离不应小于10 米。 

（3）建筑高度。原则上不宜超过三层。城镇开发边界及周边地区进行集中安置的新村安置小区、公共服务设施、经营性设施可根据需求适当增加建筑

高度，原则上不应超过6 层。 

（4）充分考虑当地建筑文化特色和村民生活习惯，新建和改造建筑应尽可能采用坡屋顶。 

（5）零星建设用地：在建设用地总量不突破、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可将村庄规划中预留的5%机动指标用于零星建设项目用

地。项目准入采取清单式管理，应符合国家与省市政策要求，同时符合县市负面清单管制要求。优先保障村庄发展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准入项目的建设用

地，用地选址应符合一般生态、农业空间管制要求及相关部门管理政策与标准要求。 

（6）特殊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施。具体参照《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执行。能源、

军事等其他村庄特殊用地管控参照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要求执行。

3  建设空间管制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