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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思路研究1
1.1 规划层级与期限



1.1规划层级与期限

◼ 规划层级与期限

 规划层级

◆ 古城镇包括两个层级：

◆ 镇域、镇区（镇政府驻地）。

 规划期限：2021-2035年

近期2025年，远期2035年；

规划基期年2020年。



目标定位思路研究

2.1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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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发展定位

◼ 本次规划从多规合一的角度出发，结合古城镇是航空港试验区承载区核心载体、以“三粉”为特色
的农副产品加工、现代物流为主导的综合型乡镇；推进红薯特色加工、物流产业园创新建设、发展
生态体验农旅业、将古城镇打造为：

生态宜居小镇•三粉特色名镇•工贸物流重镇

以现代农业种植为基础、以“三粉加工”为特色的，兼顾农副产品加工、建材铸造、包装制品、
工贸物流等多种产业类型的综合性乡镇



镇域国土空间格局与布局3
3.1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2 重要控制线划定

3.3 规划分区与管控



➢ 一心：以古城、大北、唐凹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和休闲

农旅综合服务中心

➢ 两轴：依托县道X019与省道S103形成一横一纵两条

镇域主要发展轴

➢ 四区：浅丘生态涵养区、机械建材加工区、现代薯粉

产业区、生态农业种植区

3.1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 “一心、两轴、四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衔接《禹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中市

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以自然地理特征为基础，统筹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关系，

构建“一心、两轴、四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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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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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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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1公顷。

➢ 村庄建设边界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规模892.8公顷。

◼ 重要控制线划定

3.2 重要控制线划定



古城镇规划分区表

3.3 规划分区与管控

◼ 古城镇共形成6类一级分区，作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的重要依据

规划分区

含义规划一级分
区

规划二级分区

生态保护区 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陆地，包括陆域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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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业发展区 以草原牧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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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仓储区 以物流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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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枢纽区 以机场、港口、铁路客货运等大型交通设施为主要功能导向的区域。

战略预留区 在城镇集中建设区中，为城镇重大战略性功能控制的留白区域。

城镇弹性发展区 为应对城镇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方可进行城镇开发和集中建设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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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点体系与乡村振兴4
4.1镇村体系与村庄分类规划

4.2产业发展与布局



4.1镇村体系与村庄分类规划

◼ 根据古城镇现实发展需求及村民的意愿，规划形成“中心镇区+中心村+基层村”的三级结构体系

镇村等级 个数 名称 功能原则

中心镇区 3 大北村、古城村、唐凹村
综合服务职能，打造集镇区服务功
能的“十五分钟生活圈”，生活圈
内不设中心村。

中心村 3 刘楼村、李黄村、桐树张村
产业特色明显，其选取与功能配置
主要考虑镇域远郊的村庄，服务半
径一般按带动3-5个左右基层村为宜。

基层村 19

关岗村、古王庄村、蔡坡村、
大路陈村、瓮厢村、小集村、
狮子口村、常庄村、崔庄村、
丁庄村、山连村、马庄村、石
龙王村、魏庄村、小靳庄村、
钟楼村、岗王村、龙屯村、张

堂村

承接中心村带动，辅助城镇中心与
中心村。

分类 村名 村庄个数

城郊融合类 大北村、古城村、唐凹村 3

特色保护类 狮子口村、关岗村 2

集聚提升类 刘楼村、山连村、李黄村、桐树张村、瓮厢村 5

整治改善类
魏庄村、钟楼村、崔庄村、丁庄村、小靳庄村、蔡坡村、
大路陈村、龙屯村、马庄村、石龙王村、常庄村、小集

村、古王庄村、岗王村、张堂村
15

◼ 结合现状情况，将全域村庄分为四类



◼ 统筹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用地需求，规划产业空间布局

4.2产业发展与布局

➢ 构建以铸造加工为主导，现代农业产业为基础、三

粉加工为特色的“1+1+N”产业体系，规划形成“

一心、两轴、三区、多节点” 的产业空间布局结构

➢ “一心”：古城镇综合服务中心。

➢ “两轴”：沿县道X019东西乡村振兴发展轴、沿省

道S103南北乡村振兴发展轴。依托深厚的红薯种植

农业基础和成熟的三粉加工，配合机械建材铸造等

产业总体建设布局，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 “三区”：西部山地特色农业区、中部精品农业区

、东部现代高效农业区。

➢ “多节点”：三粉加工基地、建材铸造加工基地、

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等形成的产业节点。



基础保障体系规划5
5.1 综合交通规划

5.2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5.3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5.4 综合防灾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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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综合交通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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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对外交通

骨架网络。

• 3高速：郑栾高速、盐洛高速、许昌北绕城高速。红线宽度40-

60米，防护距离20-50米

• 1高铁：郑万高铁

• 1省道：省道103。红线宽度30-50米，防护距离10-30米

• 3县道：县道X019、X016、X042。红线宽度10-24米，防护

距离5-10米

➢ 完善内部网络，加强镇村、产业节点之间道路连通。

• 规划石龙王、常庄至李黄村公路，并接入县道网络，改善镇域

西部村庄交通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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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与村”的 “双百通达”目标。



5.2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  按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全覆盖的要求，完善村落的公共服务设施

类别 项目 中心镇区 中心村 基层村

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
幼儿园 ● ● ○

小学 ● ● —

初中 ● ○ —

基本医保

中心卫生院 ● — —

一般卫生院 — — —

急救站 ● — —

卫生室 ● ● —

基本社会保障

大型养老院 ● — —

中型养老院 — — —

小型养老院 — — —

居家养老服务站 ● ●

文化设施

大型综合文化站 ● — —

中型综合文化站 — — —

小型综合文化站 — — —

基础文化活动室 ● ● —

体育设施

大型体育中心 ● — —

中型体育中心 — - —

小型体育中心 — — —

居民健身点 ● ● ○

【注释：●为必配项目，○为可配项目】

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



5.3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 给排水工程规划

➢ 给水：近期保留现状给水全覆盖，实行集中供水，远

期水源切换为南北水调。

➢ 污水：规划1座污水处理厂，集高效生化处理、沉淀、

消毒等单元处理为一体。

➢ 雨水：镇区和中心村雨污分流，基层村雨污合流，采

用0.3*0.3的雨水渠。

◼ 电力电信工程规划

➢ 保留现状110kv古城变电站。

➢ 加大5G建设力度，加快5G基站建设步伐，到2035年

度，实现5G网络乡镇全覆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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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靠山一侧应设置截洪沟。

➢ 消防规划

镇区设消防站，站点建设结合政府公用设施，成立专职或义务消防队。

消防用水由城镇管网或就近水体供给。

➢ 抗震规划

古城镇抗震设防基本烈度为Ⅶ度，一般建设工程按区划图或地震小区

划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防。重要民生设施按照抗震设防烈度Ⅷ度的

要求进行设防。

➢ 人防规划

建立健全镇区报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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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专业检测，中期防治，避让搬迁等

方法，对地质灾害易发点进行防治。

5.4综合防灾规划

◼ 综合防灾规划



景观风貌塑造与历史文化保护6
6.1镇域风貌格局

6.2历史文化保护



6.1镇域风貌格局

◼ “三区、四廊”的风貌格局、保护生态环境、体现乡土特色、传承历史文化、彰显城镇特色

➢ 三区：城镇综合风貌区、平原产业风貌区、山地丘

陵风貌区。

• 城镇综合风貌区：包括古城镇镇区及其周边部分区

域，展现平原乡镇的特有风貌。

• 平原产业风貌区：包括村庄特色农业区、精品农业

区、高效农业区。

• 山地丘陵风貌区：包括小靳庄村、山连村、李黄村

丘陵地区。

➢ 四廊：生态水域涵养廊。

• 南水北调生态水域涵养廊

• 石梁河生态水域涵养廊

• 红河生态水域涵养廊

• 白水河生态水域涵养廊。



6.2历史文化保护

◼ 传统村落保护措施

◼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 保护村落的传统选址、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观

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

➢ 整治文化遗产周边公共场地、河塘沟渠等公共环境。

➢ 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以及“修旧如故”的

原则，文物古迹进行保护、维修、整治与改善，继承优

秀传统文化。

➢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保护镇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 重点保护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3处。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

7.1规划思路

7.2镇区方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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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镇区规划思路

◼ 规划重点

空间整合 路网构建 完善设施 景观提升
打造集约
宜居空间

在空间上分为综合服务

区、居住区、工业区，

如何使三个区成为一个

整体。形成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如何构建较为完善的镇

区道路系统，形成主次

支结构完善的路网系统，

合理选择道路断面形式。

如何解决过境交通与城

镇生活互相影响的问题。

如何构建合理的公共

服务设施系统，形成

等级分明的公共服务

设施系统。配建完善

的基础设施。

如何构建切合实际的

绿地系统，打造生态

田园城镇，构建山清

水秀的生态空间。

合理确定城镇开发强

度，使古城镇建成生

产空间集约高效、生

活空间宜居适度的城

镇。



◼ 用地布局思路
➢ 镇区东侧以居住用地为主，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 镇区西南侧以工业、物流为主，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

➢ 沿过境交通、镇区主要道路布局防护绿地，减少干扰。

7.2镇区方案布局

◼ 空间结构

“一心、两轴、三片区”的功能结构体系

➢ 一心：综合服务中心，主要承担行政、公共

服务等综合功能；

➢ 两轴：沿古城大道综合服务功能拓展轴；沿

省道103产业经济发展轴

➢ 三片区：工业生产片区、综合服务片区、休

闲宜居片区



生态修复与土地综合整治8
8.1生态修复

8.2国土综合整治



◼ 水资源修复

加强水资源保护修复，对石梁河、白水河、红河、泥河等镇域内河流沟渠，因地制宜提出生态修复措施。

➢ 坚持和落实节水优先的方针

实施农业节水增效：调整作物的灌溉措施，实施农业节水技术改造 。

工业节水减排：推行先进节水工艺，提高工业废水的重复利用率。

➢ 严格取用水监督管理

强化用水总量监管，严格取水许可，推动重大取水口监管，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严格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

➢ 着力推进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遏制地下水严重超采行为。

8.1 生态修复

◼ 林地资源修复措施

➢ 重点推动南北水调干渠两侧防护林地保护修复，与山连村、李黄村林地修复，重点进行保护修复。

➢ 积极抚育中幼林，优化林地结构，调整树种结构。

➢ 建立完善火灾监测预报系统，加强防火设备的配置。



◼ 农用地整治

8.2 国土综合整治

农用地整治分为：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后备资源开发。

➢ 高标准农田建设原则

规划对现状建成高标准农田进行检测保护，严格控制，禁止在高标准农田上进行破坏的生产建设活动。

➢ 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

农田平整、土壤质量提升、农田水利、田间道、农田防护、农田输配电、气象灾害防御与资源利用等。

➢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

经统计古城镇现结合2020年变更调查数据与适宜性评价，统计现状标注“即可恢复”与“工程恢复”属性的用地，现状

“草地”作为耕地后备资源。

➢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整理

综合考虑扣除已批准未建设用地、城镇开发边界、拟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和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两侧生态安全区域等。



规划传导与实施

9.1规划传导策略

9.2实施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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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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