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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背景解读

1.1 编制背景

1.2 编制层次、范围及期限



1.1 编制背景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

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

规划，“实现多规合一” ，是对一定区域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

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发

挥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家规划落地体系中的基

础性作用，为国家发展实施提供空间保障。

突出作为空间总体规划定位，横向上发挥对各类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纵向上发挥对下层次

国土空间规划和详细规划的管控引导作用。

“五级三类”：五级 (国家、省、市、县、乡镇)；三类 (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市级国土空间规划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耕地保护规划

土地整治规划

基础设施规划

生态保护修复规划

……..

国土空间规划 专项规划

详细规划

城镇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乡村地区村庄规划

自然资源部成立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自然资源部。由

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整合了原国土等8个部、委、局的规划编制和资

源管理职能。并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1.1 编制背景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作用与任务

乡镇级空间单元处于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最低层次，直面社会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焦点，是生态文明建设指引、全域管控

与城乡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以实现各类国土空间要素精准落地为目的，以建立乡镇全域“一张蓝图”为主要工

作内容，是“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最基本组成部分。

反映国家战略 指标调控，确定目标与空间政
策 优化国士空间治理模式 战略性：顶层设计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市级国土空间规划

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资源指标调控，项目规则管控 落实国家空间
战略与目标任务 支撑省域空间重大战略安排

全域管控，用途管理 明确市县国土开发保护
格局 落实主体功能定位和资源利用 控制指标

面向地方管理建设实施 落实指标和边界落地 

形成全用途管制蓝图

协调性：中间传导

实施性：中间传导

实施性：细化落实



1.2 规划层次、范围及期限

 规划层次

包括镇域、镇区两个层次。

 规划范围

镇域：包括苌庄村、玩花台村、柏村村等31个行政村。

 规划期限：2021-2035年

近期2025年，远期2035年；

规划基期年2020年。



02 现状分析

2.1 区位交通

2.2 土地利用现状



2.1 区位交通

 三市交界，区位优越

苌庄镇位于禹州市西北部，位于登封市、新密市和禹

州三市交界处，区位优势明显；

镇中心距登封、新密与禹州城区均在30公里以内，半

个小时车程可达；

交通位置便利，镇区到最近高速口仅1km距离；

苌庄镇南部紧邻花石镇物流港，距离10公里。

 综合交通便捷

苌庄镇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境内有盐洛高速、禹登铁

路；且设有盐洛高速出口——苌庄收费站

S319、兴阳线、从镇域穿过；X020、X003等县乡道

作为重要的支路，补充完善了公路网布局。



2.2 土地利用现状

 镇域国土要素以“林、田”资

源占比大。



03 目标定位思路研究

3.1 发展定位

3.2 产业发展与布局



3.1 发展定位

唐钧故里，锦绣苌庄

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

中国唐钧研发基地

市域西北工业重镇



3.2 产业发展与布局

 形成“一心，一带、一轴、三区”产业空间

布局结构。

“一心”： 镇区综合服务中心；

位于苌庄村。依托镇区，以现代综合服务业为基础，大力发展

商贸服务业，形成镇域综合服务中心。

“一带”： 乡村休闲旅游带；

依托G234、Y031及其他乡道形成乡村休闲旅游带，串联部分

景观点，联通镇域。

“一轴”： 商贸物流产业轴；

依托S319、G234形成商贸物流产业轴，以道路交通和商贸服

务为基础，带动镇区产业发展。

“三区”：商贸工业发展片区、现代农业产业片区、特色种植

旅游片区；

以现有产业为基础，着力发展农业、文旅产业、制造业，做大

做强，增加苌庄镇产值，提高苌庄镇集体收入，增加居民收入。                



04 强化国土空间布局

4.1 村庄分类划分

4.2 镇村体系规划

4.3 落实重要控制线

4.4 国土空间格局

4.5 规划分区



4.1 村庄分类划分

 根据村庄分类指引，将苌庄镇全域村庄分为五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集聚提升类、整治改

善类、搬迁撤并类。

村庄分类 村庄名称 个数

城郊融合类 苌庄村 1

特色保护类 五坪村、莱沟村、九里山村、石庙村、于王沟村、锁
石沟村、杜沟村

7

搬迁撤并类 长路村 1

集聚提升类 柏村村、缸瓷窑村、桑庄村 3

整治改善类
党沟村、葡萄寺村、杨圪塔村、磨河村、南苌庄村、
玩北村、铁山村、毛栗沟村、函岭村、西陈村、棠梨
山村、观岩村、郭楼村、石板河村、上王庄村、孙河

村、尚秦村、玩花台村、梨园沟村

19



4.2 镇村体系规划

 镇村体系

结合各村实际情况，根据对现有各行政村的交

通、经济、规模及空间区位等条件的分析，规划苌

庄镇镇村体系等级结构划分三级：镇区—中心村—

基层村。

传统村落名单

村庄名称 级别

莱沟村 省级第四批

五坪村 省级第四批

锁石沟村 省级第五批

九里山村 省级第五批

石庙村 省级第五批

于王沟村 省级第五批

村庄分
类

村庄名称 数量

镇区 苌庄村 1

中心村
柏村村、桑庄村、缸

瓷窑村
3

基层村

杨圪塔、磨河、南苌
庄、玩花台、玩北、
铁山、毛栗沟、锁石
沟、杜沟、五坪、石
庙、莱沟、九里山、
棠梨山、观岩、西陈、
函岭、于王沟、党沟、
梨园沟、郭楼、孙河、
石板河、尚秦、上王
庄、葡萄寺村、长路

村

27



4.3 落实重要控制线

 重要控制线规模

⚫ 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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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62公顷。

⚫ 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国家、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生态保

护红线规模9.51公顷。

⚫ 城镇开发边界

严格落实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

界规模与管控要求。城镇开发边界规模82.00公顷。

⚫ 村庄建设边界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规模771.69公顷。



4.4 国土空间格局

 镇域空间结构

以自然的地理格局和产业发展为基础，结合适宜性

分析，合理构建生态屏障，明确开发保护区域和重要节

点，确定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确定“一核、一屏、四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指导三大空间布局。

一核  以城镇区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和休闲农旅体验

为发展核心。

一屏  以北部的荟萃山、寨山、函岭山、九里山、

摘星楼诸峰共同构筑的具茨山脉生态屏障。

四区  传统村落保护游览区、特色产业发展区、镇

综合发展区、现代农业产业片区。

传统村落保护游览区

特色产业发展区

镇综合发展区

现代农业产业片区



4.5 规划分区

 规划分区管控要求

生态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项目准入，禁止城镇化和工业

化活动。

生态控制区：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且符合空间准入、强度

控制和风貌管控要求的前提下，可进行适度的开发利用和结构布局调整。

农田保护区：从严管控非农建设活动，严禁非农化和非粮化，鼓励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完善区域内农业基础设施水

平。

乡村发展区：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

（1）一般农业区：严格限制一般耕地转为其他用地，严格控制农业设施建

设用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允许准入利用农村本地资源开展农产品初加工、发

展休闲观光旅游而必需的配套设施建设。

（2）林业发展区：严格限制农业开发占用林业发展区。

（3）村庄建设区：结合具体建设地块设计，制定相应管制规则。

城镇发展区：应优先利用现有存量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农用地在

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矿产能源发展区：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保护为主。合理调控能源资源开发

利用总量，严格矿产开发准入条件，强化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开展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与矿区土地复垦，发展矿业领域循环经济。



05 支撑体系规划

5.1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5.2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规划

5.3 市政基础设施体系规划



5.1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1+1+2+1+1”

 高速 2条

盐洛高速：西北--东南方向穿越镇域北部，北至登封

市、南至许昌市。焦平高速（新建）：南--北方向穿越镇

域西部，北至焦作市，南至平顶山市。

 国道 1条、省道 1条

G234（改扩建）南--北方向穿越镇域西南部，北至登

封市，南至禹州市。

S319穿越部分镇域，位于镇域南部，东至长葛市。

 县道 2条

X020南北方向穿越镇域东部，南至顺店镇，北至浅井

镇。X003（改扩建）南北方向穿越镇域中部，南至顺店镇。

 高速出入口 1个 客运站 1处

高速出入口位于镇域南部南苌庄村；客运站位于苌庄

村。



5.2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规划

 公服配置原则

级别 项目 配置标准

中心镇区

教育设施 设置中学、小学、幼儿园

医疗设施 卫生院、康养中心

文化设施 览馆、杂技博物馆、文化站、体育场地

商业设施 集贸市场、百货店、宾馆、日杂商店、超市

福利设施 老年活动中心、敬老院

中心村

教育设施 设置幼儿园

医疗设施 标准化卫生所

文化设施 文化大院、图书室、广播室、健身活动广场

商业设施 小型农副产品市场、超市、食品店、食杂店

福利设施 老年活动中心、留守儿童中心

基层村

教育设施 根据需要设置幼儿园

医疗设施 设置卫生室

文化设施 文化室、图书室、广播室

商业设施 商店



5.3 市政基础设施体系规划

 给水、排水、环卫、通信配置原则

级别 项目 配置标准

镇区

道路 道路实现硬化和亮化，实施道路亮化工程

给水 自来水供应覆盖率达到100%，接白沙水厂

排水 远期采用雨污分流，新建污水处理厂

环境卫生 设置垃圾转运站，集中堆放和转运垃圾，配套环卫车辆

通信设施
通信网络、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100%、邮政支局、电信

支局

中心村

道路 村内主要道路硬化

给水 自来水供应覆盖率达到100%，接白沙水厂

排水 设置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部分接污水处理厂

环境卫生 设置小型垃圾转运站，集中堆放和转运垃圾

通信设施 通信网络、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90%、邮政网点

基层村

道路 村内主要道路硬化

给水 自来水供应覆盖率达到100%，接白沙水厂

排水 结合周边村庄，设置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环境卫生 设置垃圾收集点，集中堆放和收集垃圾

通信设施 通信网络、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90%



06 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

6.1 生态修复

6.2 国土综合整治



6.1 生态修复-----水生态水资源修复

 水环境治理

开展截污整治，严控镇区、工业、农业等废水直排。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促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相协调。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

 水生态修复

在河流两侧通过水生植物群落修复与生境营造、基地修复、植物群落构建与物

种配置提高水生态循环，提升水质净化效果。

 节约保护饮用水

坚持和落实节水优先的方针。

着力推进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利用大数据建设智慧水利。

严格取用水监督管理。
饮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6.1 生态修复-----矿山治理与修复措施

 正在开采矿产治理措施

制定合理开采方案，排除可能引起地质灾害的隐患；

合理处理矿区产生的矿井涌水及生活污水；

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减少噪声对生活区的影响；

采取洒水措施，控制粉尘污染。

 已废弃矿山治理措施

矿山地质灾害隐患消除；

地形地貌重塑；

矿区生态系统功能恢复；

植被恢复。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对治理技术可行、经济合理、风险可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采取削坡、锚固、挡墙、

护坡、排水、加固、绿化等一系列工程措施消除隐患和危害，恢复地质环境。

绿化 绿化 削坡 护坡



 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自然资源禀赋特点，以提高国土空间发展品质和资源利用效率为目

标导向，践行“整治+"理念，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与农用地整治相结合，进行整理复垦，优先复垦为耕地，结余指标优先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预

留部分用地指标，用于村庄产业项目落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进行整治。可通过机械、科技作业对土地进行复垦，按照耕地

标准进行整理，达到补充耕种的效果。

 高标准农田建设

为了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耕地

生产效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以提高粮食产能为目标，通过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

境保护以及其他整治工程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6.2 国土综合整治



07 历史文化与风貌塑造

7.1 镇域城乡风貌

7.2 旅游景观布局



7.1 镇域城乡风貌

 特色景观风貌布局

依托苌庄山水资源本底，以体现乡村风貌、彰显城镇

特色为原则，构建“四区、两廊”景观风貌格局。

 特色景观风貌目标

 总体格局

两廊    磨河生态绿廊、龙潭河生态绿廊；

四区    山林生态景观风貌区、田园大地景观风貌区、

            红色文旅景观风貌区、丘陵自然景观风貌区。

活力田园  景镇融合



7.2 旅游景观布局

 特色旅游基础

依托山水资源本底，历史文化遗留，特色产业观

光，打造体现苌庄风情的旅游线路。

 旅游景观节点布局

四区

苌庄镇旅游服务中心区、历史遗迹风景区、红色

遗迹风景区、山水传统建筑风景区。

两轴    

依托镇域县道打造南北向两条景观轴；

多点    

传统村落 、历史遗迹 ；

唐钧文化、水库景观 ；

红色遗址 、产业观光。



08 镇区布局规划

8.1 优化用地布局

8.2 规划分区

8.3 加强风貌管控



8.1 优化用地布局

 规划结构

规划形成“一心、两轴、四区”的镇

区空间结构。

“一心”：综合服务中心；

“两轴”：以结合X003道路形成的镇

区发展主轴。

以沿从西到东贯穿镇区道路形成镇区

发展次轴。

“四区”：综合服务区、生活宜居区、

工业集聚区、西部产业发展区。



8.1 优化用地布局

 用地布局
城镇规模：至2035年，城镇人口达到

约0.76万人，城镇建设用地82.00公顷。



8.2 规划分区

 镇区分区结构

根据最新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导则，

乡镇镇区建设区包括居住生活区、综合服

务区、商业商务区、物流仓储区、工业发

展区、绿地休闲区、交通枢纽区、战略预

留区八大类。

根据苌庄镇镇区的实际情况，规划镇

区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为五大类。

包括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工业

发展区、绿地休闲区、商业商务区。



8.3 加强风貌管控

 风貌管控

打造“三区”的景观风貌格局， 总体

形成高低错落、疏 密有致、舒适宜居、环 

境优美的空间形态。

 三区

将苌庄镇镇区划分为三个风貌区——

现代产业风貌区、品质宜居风貌区、传统

工业风貌区



09 传导管控与实施保障

9.1  规划传导策略

9.2  实施措施与建议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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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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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