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州市神垕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征求意见稿）

注：本版本为草案公示，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审批文件为准。



【神垕印象】 中国钧瓷之都

进入神垕山，

七里长街观。

七十二座窑，

烟火遮边天。

客商遍地走，

日进斗金钱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是驰名中外的钧瓷文化发祥地；

是中国北方陶瓷的主要产地和集散地；

是中原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

是五千多年陶瓷文化积淀而成的历史文化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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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原则

02 规划期限与范围



01.01规划原则

➢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底线约束，严格落实“三区三线”，保护优质
耕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充分尊重居民意愿，从人的实际需求出发，统筹优化空间和资源配置，构建覆盖城乡、公平均等的公共服
务体系，深化基础设施布局，打造魅力景观 展示体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增强城乡居民幸福感。

➢  上下结合、全域管控 

深化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和约束性指标，明确对详细规划的指标分解和指导要求，坚持全域规
划统筹，合理安排生态、农业、建设发展空 间，协调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自然资源统筹利用，实现全
域全要素的统一管控。

➢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深入挖掘自然与人文资源禀赋，统筹考虑区位、产业、经济等特征，塑造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风貌特
色的乡镇，打造山清水秀、有文化有底蕴的 特色乡镇。

➢ 侧重实施、公众参与 

加强规划的实施性与落地性，突出规划分期实施，重点对近期实施项目做出统筹安排和行动计划，组织相
关部门、专家、居民参与到规划全过程中， 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01.02 规划期限与范围

➢ 本次神垕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范围为神垕镇镇域范围。

➢ 镇域总用地面积为48.73平方公

里。

◆ 规划层次：包括两个层次

◆ 规划范围

➢ 镇域 

➢ 镇区规划范围

◆ 规划期限:2021-2035年

➢ 近期2025年，远期2035年；

➢ 规划基期年2020年。



总体定位01

02 发展目标



02.01总体定位

依据上位规划和自身发展条件，明确本镇发展定位和区域职能：◆ 发展定位

禹州市域西南副中心
许昌市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钧瓷文化创意研发中心，以钧瓷文化创意为主导

的文化旅游型城镇

古镇瓷乡



02.02发展目标

落实禹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和规划指标，综合考虑神垕镇自身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发展条件，

规划提出“钧都古镇、万彩神垕”的发展目标，即充分整合现有经济、区域、环境、空间与文化资源，重新构造适应

神垕建设禹州市域西南副中心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城镇的功能体系、环境体系、空间体系和交通体系，打造一座谱写千

年钧瓷传奇的活古镇。

近期到2025年

三条空间管制控制线全面落地；各级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体系建立；农业产业格局得到优化，耕地保护指标得到

落实，初步形成镇域发展的基本格局，镇域内现状城乡建设用地减量提质取得阶段性进展，整体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提升，

文化旅游乡镇格局基本奠定，近期建设项目有序推进并落地。

远期到2035年：

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安全和谐、开放高效、魅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形成以钧瓷文化创意、文化休闲旅游为主导的中国钧瓷文化创意研发

中心及文旅小镇。

远景到2050年：

随着神垕镇钧瓷文化、“千年古镇”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在“城乡协同、联动发展”的发展目标引导下，文旅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发展的局面基本形成，乡镇特色风貌和钧瓷产业特色独树一帜，形成国际钧瓷文化旅游小镇。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01

02 重要控制线划定

03 规划分区与管控



➢ 以自然地理格局为基础，结合适宜性分析，合理构建生态屏障和廊道，明确开发保护区域、轴带及重要节点，确定国

土空间用地结构

➢ 打造“一核两轴两廊，四区两节点”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指导三大空间布局

◆ 总体格局

一核：以神垕镇区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和文旅

体验核

两轴：一横一纵游览展示轴线

两廊：肖河、小青河生态廊道

四区：城镇综合发展区、钧瓷产业发展区、

浅山丘陵生态保护区、生态农业种植区 

两节点：以“镇—村”为载体，打造区域居

民点协作发展轴和发展节点。

强化镇区， 打造镇域发展高地，引领辐射全

域发展，并重点与周边近郊村庄实现一体化协同。

扶持组团式分布的集聚提升类村庄，包括罗王村、

白裕村2个组团核心，提升其设施服务层级和产

业发展能力，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外围支点。

构建思路：

03.01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落实重要控制线

➢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的保

护任务。永久基本农田规模788.78公顷。

➢ 严格落实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镇开发边界规模。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606.37公顷。

➢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规模424.99公顷。

03.02 重要控制线划定



◆划定地质灾害防护线，确保人居安全

➢ 综合考虑各类灾害影响，充分运用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成果，科学划定灾害安全防护范围。确定镇域内主要地质

灾害点共7处，其中滑坡1处，崩塌2处，地面塌陷4处。地质灾害安全防护范围分区划定具体由相关部门出具的管理

要求为准。

➢ 管控要求 

高风险区，除地质灾害综合治

理项目外，禁止其他各类项目

规划建设；

中风险区，建设用地规划布局

应减轻主导地质环境因素对地

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影响， 

并提出兼顾地质灾害防治的明

确措施； 

低风险区，建设用地规划布局

应避免引发地质灾害同时加强

建设过程管理，把好地灾防治

关。

03.02 重要控制线划定



➢ 落实禹州市规划分区和调控目标，在此基础上结合神垕镇土地利用现状，共形成6大类分

区，作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

◆落实规划分区和调控目标

03.03 规划分区与管控

规划分区

含义规划一
级分区

规划二级
分区

生态控
制区

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
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区域。

农田保
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

乡村发
展区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
业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

域。
一般农业

区
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

域。
村庄建设

区
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重点发展的村庄用地区

域。
林业发展

区
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

区域。

城镇发
展区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
城镇集中
建设区

城镇集中开发建设并可满足城镇生产、生活需
要的区域。

其
中

居住生
活区

以住宅建筑和居住配套设施为主要功能导向的
区域。

综合服
务区

以提供行政办公、文化、教育、医疗以及综合
商业等服务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

商业商
务区

以提供商业、商务办公等就业岗位为主要功能
导向的区域。

工业发
展区

以工业及其配套产业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

绿地休
闲区

以公园绿地、广场用地、滨水开敞空间、防护
绿地等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

特别用途
区

为完善城镇功能，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保持城
镇开发边界的完整性，根据规划管理需划入开
发边界内的重点地区，主要包括与城镇关联密
切的生态涵养、休闲游憩、防护隔离、自然和

历史文化保护等区域。

矿产能
源发展
区

为适应国家能源安全与矿业发展的重要陆域采
矿区、战略性矿产储量区等区域。



镇村体系与村庄分类01

02 产业发展规划



➢ 镇村等级

➢ 顺应人口向中心镇区集中的趋势，构建以镇区

为核心增长极，中心村为次级中心，基层村为

重要节点

➢ 中心镇区：北大社区、东大社区、关爷庙社区

、红石桥社区、南大社区、清岗涧社区、西大

社区、杨岭社区、翟村社区；

➢ 中心村：罗王村、白峪村；

➢ 基层村：驻驾山村、梁桥村、苗家湾村、温堂

社区、白家沟村、边沟村、郗庄村、槐树湾村

、于沟村

◆根据神垕镇现实发展需求及村民的意愿，规划形成“镇区+中心村+基层村”的三级镇村体系

04.01 镇村体系与村庄分类

◆ 村庄布局规划

分类 个数 村名

城郊融合类 5
北大社区、南大社区、红石桥社区、

清岗涧社区、翟村社区

特色保护类 6
东大社区、槐树湾村、白峪村、西大

社区、于沟村、关爷庙社区

集聚提升类 2 罗王村、杨岭社区

整治改善类 7
驻驾山村、梁桥村、苗家湾村、温堂
社区、白家沟村、边沟村、郗庄村



04.02产业发展规划

◆ 产业发展指引

坚持“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总体目标，依托神垕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传承独具魅力的钧瓷文化，在充分挖掘陶瓷产业

资源与良好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丰富产业业态，完善服务功能，将神垕打造成为国际钧瓷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国家5A级旅

游景区和国际陶瓷文化特色小镇。重点围绕“钧瓷+”“文旅+”，做优特色农业，做精绿色工业，做好现代旅游业。

钧瓷+

文旅+ 绿色
加工

现代
旅游
业

特色
农业

生态
康养

文化
体验

户外
运动

古镇
观光

研学
教育

中药
材

冬桃
种植
园

特色
养殖

电商
直播

服务
配套

建材

绿色
矿山

陶瓷
农产
品加
工

文创



道路交通规划01

02

基础设施规划03

综合防灾规划04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05.01道路交通规划

◆综合交通规划

衔接交通专项规划，从区域连通、内部优化、农村道路设施完善等方面，构建外联内畅的综合交通体系。

➢  落实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规划，加强镇域

道路系统与各类对外交通设施的连接，形成对

外交通骨架网络

➢ 规划省道S232提高道路质量，加强镇域对外

联系

➢ 规划唐华线道路升级为233省道，并规划连通

233省道与省道232，加强镇域对外联系。

➢ 规划在神垕镇区东部规划镇区东环路，减少过

境交通对镇区的干扰。

➢ 完善镇域道路网络，加强镇村、各旅游节点和

产业节点之间道路连通。 

➢ 提出农村道路建设目标，提升农村道路建设水

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 加快建设“四好农村路”，实施道路黑化工程， 

至规划期末，农村道路达到“组与组硬化路百

分百通达，村与村等级公路百分百通达”的 

“双 百”目标。



分级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形成“镇—村”二

级体系，侧重解决不同的公共服务需求。

05.02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复合化 品质化 均等化 特色化 多元化

鼓励用地
和建筑利
用方式复
合

体现地方
文化、展
现城乡内
涵、提升
品质追求

城乡公共
服务质量
和水平的
均等化

充分考虑
地方特色、
人口结构
和新型科
技等影响

供应结构
和供应方
式的灵活
应对

根据河南国土空间编制办法、河南省村规划

编制技术导则，结合乡村振兴要求，落实“乡

村生活圈”理念，按照镇级－村庄级两级结构，

完善镇域公共服务设施。

镇级生活圈：5公里服务半径

为全域居民服务的中学、医疗设施、文化设

施、社会福利设施、社会管理设施等

村庄级生活圈：2公里服务半径

满足居民最基本需求的村委会、小学、幼儿

园、文化站、健身场地、卫生室、小卖部等。

使
用
频
率
递
增



05.03基础设施规划

• 全镇由镇区水厂提供供水，满足基本供水需求，规

划期末，达到安全饮水水质标准

给
水

• 镇区：规划保留镇区污水处理厂

• 村庄：多村集中或者单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规划有

污水处理设施

排
水

• 保留神垕镇东北部有 1 座现状 110kV 变电站，另

多村集中或者单村集中有变压器，满足全域各种需求。

电
力

• 规划期末，全域新建通信铁塔，有线电视入户率达

到85%，宽带网入户率达到100%。

通
信

• 全镇在镇区设置一处垃圾转运站，采用村收集-镇

收集处理的方式。

环
卫

➢ 提升城镇承载力，提升城镇品位，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镇区：镇区规划一处天然气供气站

• 村庄：多村集中式配送燃气，在特色保护类和集聚

提升类等村庄布置液化气储配站，而后分供给不同村

庄，燃气入户率达95%。

燃
气

精准识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痛点、堵点。

坚持因村施策、精准施策，分区域解决好基础设施薄弱问题。

高效率、高质量推进乡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不仅注重数量的

增加，更关注质量的提升。



➢ 防灾体系

以镇政府为防灾指挥中心，卫生院为防灾救护中心，

镇域广场游园等为空闲地为应急避难场所，镇域主

要道路为防灾疏散通道。

➢ 防洪规划

主要河流水体均按2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具体项

目建设须符合《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的要求。

➢ 消防规划

镇区保留消防站与消防队。消防用水由城镇管网或

就近水体供给。中心村设置消火栓并组织义务消防

队，配备高压水龙带，灭火器。基层村备消防设施。

➢ 抗震规划

神垕镇位于地震基本烈度七度区，建设项目应按照7

级抗震烈度设防。重要民生设施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

➢ 人防规划

建立健全报警、通信系统，充分考虑平战结合，综

合考虑人防地下工程设施的合理利用。

➢ 地质灾害防治

划定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采用专业进行防治。

05.04综合防灾规划

建设综合防灾体系



历史文化保护01

景观风貌塑造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06.01 历史文化保护

民俗文化|演艺精湛、工艺极致、节庆丰富、传说神秘

民间演艺 民间工艺 民间节庆

• 戏曲：历史悠久，“一

把泥”剧团家喻户晓

• 社火表演：形式灵活多

样，舞狮耍龙、铜器舞、

旱船、高跷、盘鼓、秧

歌等一应俱全

“一把泥”、铜器舞、旱船 剪纸、烙画、钧瓷烧制 “小年下”、“延九”、二月二、十月一

• 钧瓷烧制：“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的制瓷工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 剪纸：精湛与细腻的纸

上工夫

• 烙画：意在笔先、落笔

成形

• 一年四季，庙会节庆活动不断，

或根据季节时令，或结合历史

文化，或纪念本地事件，人气

旺盛

民间传说

金火圣母、驺虞桥、金鸡嘴

• 金火圣母

• 驺虞桥与白虎庙

• 金鸡嘴

• 钢叉楼与“李三不愁”

• 牛金山与黄瓜庙

保护规划：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成

立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完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建档及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在全面普查的

基础上，建立禹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档案和数据库，并建立健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机制。

钧瓷烧制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依托山水资源本底，以体现乡村风貌、彰显城镇特色为原则，构建景观风貌格局。

➢ 总体格局 “四片区、多节点”

四片区：

林地生态景观风貌区

村庄田园景观风貌区

浅山丘陵景观风貌区

文化观光景观风貌区 

多节点：

由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组成的景观节

点， 如文化景观节点、山体自然景观

节点、古镇风貌节点等

06.02 特色景观风貌



镇区布局规划01



强化副中心功能培育

➢ 经济副中心：商业综合体、酒店、专业

市场、特色产业园区、商贸物流中心；

➢ 文体副中心：博物馆、文化馆、体育中

心、全民健身馆、公园；

➢ 医疗副中心：区县医疗分支机构、医养

结合；

完善镇区服务功能

➢ 完善小学、幼儿园配置

➢ 新建基层社区配套

多样化发展

➢ 文旅用地

➢ 工业用地

07.01 镇区布局规划

◆  规划高效的用地布局



国土综合整治01

生态修复02



在梳理乡村国土空间现状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目标，识别出整治区域，确定综合整治内容， 列出

综合整治重点项目清单和项目准入负面清单

◆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思路与方法

2、项目准入负面清单

禁止破坏生态环境
禁止占用耕地搞人造景观

禁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
禁止破坏乡村风貌和历史文脉

严格控制未利用地开垦
严格保护历史文化建筑

◆梳理现状问题

国土空间利用粗放，空间
品质低劣

乡村耕地碎片化
耕地质量较低

土地资源利用低效化
建设用地不足

农村人居环境恶化
生态质量退化

......

◆提出整治目标

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和
质量

强化耕地保护
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

◆确定整治区域和内容 ◆列出整治清单

1、生态修复

乡村国土绿化美化、山水林
田湖草修复、矿山整治、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

1、整治修复项目清单

生态修复项目清单
综合整治项目清单

2、农用地整治

高标准农田建设、低效园林
用地整理、耕地后备资源开
发......

3、建设用地整治

宅基地复垦、低效闲置建设
用地复垦、工矿废弃地复

垦、......

08.01  国土综合整治



➢ 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突出乡村特色和田园风光，见缝插绿，增加乡村生态绿量

◆ 生态修复

因地制宜实施“清、理、增、优”行动，推动村旁、宅旁、水旁、路旁绿化，合理布局小微绿地，增加生态绿量

清
• 乱搭乱建

• 乱堆乱放

• 残破空建

理
• 划定边界

• 规范堆放

• 秩序井然

增
• 小微湿地

• 小型绿地

• 活动场地

优
• 优化标识

• 绿化遮挡

• 美化修饰

08.02  生态修复



规划传导策略01

实施措施与建议02



09.01 规划传导策略

◆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报批的通知》（豫自然资

办发〔2024〕43 号）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导则，明确向城镇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传导的约

束性指标及产业发展、风貌管控、人居环境整治等规划引导要求。

村庄建设边界、生态保护红线、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等底线管

控

单元范围边界、面积、功能定位、建设用地布局，以

及单元内涉及的重要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公园

绿地面积、防灾避难场所等的配建标准或空间布局要

求。落实“四线”等强制性内容

发展目标、农村住房布局、空间

格局与分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村庄建设边界、生态保

护红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等

底线管控的指标和空间布局



09.02 实施措施与建议

◆加强考核，科学投入，优化配置，深化改革，依法治教，提升质量

建立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

详细规划的依据；

大力推进生态修复项目，推进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改造项目；

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向社会公布宣传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建立规划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将规划核心内容及

时公示公告；

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权责对应”的原则，细化明确规划实施任务分工，重点对约束性指标和各类空

间底线边界的执行情况考核，将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资源执法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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