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市华龙区岳村镇、孟轲乡、濮东办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草案



前  言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重大战略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国

土空间规划的工作要求，特组织编制《濮阳市华龙区岳

村镇、孟轲乡、濮东办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统筹编制岳村镇、

孟轲乡、濮东办三个乡镇（街道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规划》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高效能空间治理，

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政策，是对市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的细化落实，是对岳村

镇、孟轲乡、濮东办所辖范围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利用、修复作出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是编制详细规

划和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概况

空间本底

人口规模

文化底蕴

p 隶属于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位于华龙区东北部

p 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性大陆性气候，地形平坦

p 2020 年常住人口 28634 人

p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11.99%

p 岳村镇是全国特色小镇，东北庄村为中国传统村落

p 东北庄杂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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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总则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期限

1.4 规划范围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

布局与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谋划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严格保护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坚持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为岳村镇、

孟轲乡、濮东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提供空间保障和支撑。

1.2 规划原则

1 坚持底线约束，集约节约

2

3

4

5

坚持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坚持城乡融合，绿色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分类实施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1.3 规划期限

本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至2035年。

1.4 规划范围

                 2021-2025年               2026-2035年近期 远期

乡镇域：岳村镇、孟轲乡、濮东办辖区范围内、市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外

区域，涉及23个村（社区），面积32.53平方公里。

岳村镇区：岳村镇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西至昌湖路，东至安康路，南至绿

城路，北至锦田路，总面积2.63平方公里。

规划范围图

乡镇域

岳村镇区

辖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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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目标定位

2.1 总体定位

2.2 发展目标



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

2.1 总体定位



2025年 城乡融合有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完善

2.2 发展目标

2035年 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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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与周边区域功能、产

业、交通、设施等多方面协同发展的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

城乡融合有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更加协调；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生态

保护修复取得明显成效，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增强；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不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更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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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优化布局国土空间

3.1 底线约束

3.2 空间格局

3.3 规划分区



3.1 底线约束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底线

城镇开发边界 明确城镇未来发展的空间边界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1076.75公顷（1.6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691.49

公顷（1.04万亩）。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284.12公顷。

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村庄建设边界 明确村庄开发建设及需要重点管控的国土空间范围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面积564.32公顷。



3.2 空间格局

构建“一核两轴，一带三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核”
岳村镇区，形成岳村镇综合服务核心。

“两轴”
绿城路发展轴，县道X008发展轴。

“一带”
潴龙河生态带。

“三区”
镇区综合发展区、城乡融合发展区、现代农业发展区。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3.3 规划分区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按照全域全覆盖、不交叉、不重叠的原则，划定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

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等4个一级规划分区，其中城镇发展区和乡村发展区细化

至二级规划分区。

4个一级规划分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城镇

发展区。

8个二级规划分区：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区、林业发展区、居住

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工业发展区、物流仓储区、绿地休闲区。

 城镇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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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自然资源保护利用

4.1 耕地资源

4.2 林地资源

4.3 建设用地

4.4 水资源



4.1 耕地资源

严守耕地保护目标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证耕地数量稳定、质量可靠、生态改善、布局优化。

实施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确保耕地总量稳定，通过土地整理、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未利用地开发等方

法补充耕地，实现占补平衡。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持续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耕地集中连片与质量提升，形成高标准农田

保护示范区。



4.2 林地资源

水资源底线约束   

加强林地资源

保护

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提升森林生态系统质

量和稳定性。

优化调整林地

和树种结构

筛选适应性强的乡土树种、景观树种和吸附灰尘的树种。

推进林草增长方式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合理拓展造林

绿化空间

利用道路两侧路肩、村庄房前屋后空闲地，通过补植、改

造、优化、扩建等，拓展造林绿化空间。

4.3 建设用地

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提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

促进城镇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和

可持续利用。优化村庄建设用地结

构，推动村庄建设用地减量化。

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及强度控制，

严控新增建设用地。推广节地模式和

节地技术，引导各类建设节约土地。

4.4 水资源

优化用水结构
与节约用水

加强水资源保障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优先利用外调水，加强地表水调蓄能力。

加强节水措施，提升资源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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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统筹镇村协调发展

5.1 产业规划

5.2 镇村体系

5.3 村庄布局

 



5.1 产业规划

第一产业

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提高粮食产能。

发展乡村特色农业，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第二产业

推动乡镇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培育发展农业全产业链。

打造乡镇产业园区，加快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第三产业

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及区位优势发展近郊旅游。

以“文化+”发展为推动，深入挖掘杂技文化、

民俗文化和儒家文化，实现产业的融合发展。

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空间布局

打造“一带四区”的产业空间格局

一带 四区潴龙河休闲带

杂技文旅体验区

民俗文化体验区

休闲农业观光体验区

现代高效农业种植区



5.2 镇村体系

构建“1+2+17”镇村等级体系

“1”

岳村镇区，是岳村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全镇的核心发展片区，承担

公共服务、商贸服务、旅游休闲、居住等职能，构建城镇生活圈。

“2”

2个中心村，南田、东寨-西寨，是乡村片区生活服务中心，具有较为齐全的公

共设施，构建中心村生活圈。

“17”

17个基层村，控制基层村的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率，适度配

置基础设施。

村庄布点规划图



保障农业农村建设用地需求。统筹利用村庄空闲地、闲置宅基地等存量建设用

地，以及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保障乡村振兴项目需求。

加强村庄建设用地管控。各类乡村建设行为原则上应在村庄建设边界内开展，

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村庄建设边界外原则上不安排乡村建设用地。

5.3 村庄布局

分类引导村庄发展

强化产业支撑，重点提升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水平，辐射周边村庄，保障合理

的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和乡村产业等新增建设用地。

加快向城镇社区功能转变，完善与城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城镇公共服务的配

套覆盖。

城郊融合类

集聚提升类

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及传统风貌格局，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突出保护优先、

活化利用，重点完善旅游配套、提升服务产业等。

特色保护类

保障基本生产生活安全，统筹解决村民生计、生态保护等问题，着重解决好村

庄近远期衔接的问题。要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制搬迁和集中上楼。

搬迁撤并类

加强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整治改善类

强化乡村振兴空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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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6.1 道路交通

6.2 公共服务设施

6.3 公用基础设施

6.4 综合防灾减灾



6.1 道路交通

强化对外交通功能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设施，以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等干线交通构筑

区域交通发达、对外交通便利的交通体系。

完善城镇道路交通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设施，加强城市道路基础建设，提升道路水平。

形成“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4级城市道路系统。

构建活力乡村网络

提升现状村庄道路设施水平，完善路旁景观，排水和照明等设施，形成顺畅的

交通“脉络”。



6.2 公共服务设施

落实城镇发展目标，切实保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供给，完善基础性公共

服务配套建设，实现公共设施均等化布局。在尊重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人口发展趋

势，分级分类设置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城镇-中心村-基层村”三级公共服

务体系。

基层村

中
心

村



6.3 公用基础设施

给水工程

采用城市(镇)管网延伸和村庄集中供水两种供水工程形式。

排水工程

岳村镇区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部分村庄设置生活污

水处理站。

电力工程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电力设施，接入市中心城区配电网。

燃气工程

统一规划燃气管道，就近接入市区燃气门站，实现全域覆

盖。

通信工程

岳村镇区保留现状邮政支局，中心村设置邮政代办网点，

开展综合服务业务，加快邮政储蓄业务的发展。

环卫工程

采用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垃圾收运处理模式，

垃圾统一转运至市静脉产业园垃圾处理厂处理。



6.4 综合防灾减灾

地质灾害防治

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隐患调查数据库。完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加强以

群测群防为主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平台建设。

防洪排涝规划

防洪的主要对象是马颊河、潴龙河。规划岳村镇区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

排涝标准为5年一遇。

抗震规划

新建、改建工程必须按照国家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防。一般工程按基

本烈度设防；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城市生命线工程应按高

于本地区基本烈度一度的要求加强抗震措施。

 消防规划

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原则，健全消防法规和严格的监督制度，完善

消防基础设施，加强消防队伍建设，最大限度减少火灾损失。

 人防规划

加强人防系统建设，对乡镇域的人防体系进行系统配置。至规划期末，人

防体系要达到国家和地方及专业部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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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历史文化与景观风貌

7.1 历史文化保护

7.2 景观风貌管控



7.1 历史文化保护

保护体系

从“文物古迹”扩展到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文物保护单位、传统

村落、历史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种类型内容。

中国传统村落1 保护传统村落营建中的自然地理环境，

加强村庄建设与自然环境的融合，继承村庄

营建的传统肌理结构和空间关系，延续传统

村落整体形态布局特征，加强对传统民居的

修缮引导和对新建改建建筑的风貌管控。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 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

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范围为本体范围，参照文物保

护单位的保护措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活化

利用。加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以东北庄杂

技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文化空间

建档和挂牌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文化

空间的展示与宣传。

岳村镇东北庄村

岳村光荣亭

明清胡同

邢氏墓志

东北庄杂技



7.2 景观风貌管控

依托田、林、水资源本底，凸显平原城郊区域的风貌要素特色，以彰显城郊特

色为原则，总体形成“两廊两带、三区多点”的景观风貌格局。

风貌格局

两廊

高铁生态廊道、濮东生态廊道

多点

多个景观节点

三区

杂技文化风貌区：依托杂技园区和东北庄，打造独具特色的杂技文化风貌。

现代城镇风貌区：体现现代、简约、大气的风貌特征，协调商业、公共服务、

居住等建筑风貌特色，打造具有生态人文魅力的现代小镇风貌。

田园景观风貌区：充分挖掘村落自然风光、地方元素、风俗文化等特色，打造

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特色田园景观风貌。

两带

马颊河生态景观带、潴龙河生态景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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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乡镇政府驻地规划

8.1 空间结构

8.2 道路交通



8.1 空间结构

坚持“中心集聚，镇园一体”的空间发展方向，规划形成“一带双心，

四轴四区”的总体格局。

“一带”：潴龙河生态带。

“双心”：综合服务中心、文旅服务中心。

“四轴”：绿城路城镇发展轴、镇园一体发展轴、镇区空间拓展轴、杂技产业

发展轴。

“四区”：综合服务区、杂技文化园区、生态休闲区、宜居生活区。

镇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8.2 道路交通

落实快速路绿城路，提升道路网密度，构筑“一快五主八次”交通体系。

“一快”：绿城路。

“五主”：县道X008、锦田路、鼎盛路、澶东路-富民路、安居路。

“八次”：临河寨路、社区北路、文化路、杂技路、富贵路、政通路、光阳路、

安康路。

镇区道路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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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9.1 农用地整治

9.2 建设用地整治

9.3 生态修复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以水域环境综合治理、森林生态修

复、土壤污染治理为抓手，保障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围绕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目标推进农

村建设用地整治，优化农村建设用地布局。持续开展城镇低效用地整

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岳村镇区空间布局。

调整、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低效林草地和园地整理等工

程，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采取土地

平整、土壤改良等措施，开展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改善农田基

础设施，构建高标准农田。

9.1 农用地整治

9.2 建设用地整治

9.3 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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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10.1 规划传导

10.2 规划实施



10.1 规划传导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专项规划

上级规划传导内容的落实

本次规划向下传导

约束性指标
主导功能
重要控制线
重大设施

4个城镇单元

24个乡村单元

公服专项
交通专项

……

严格落实本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村
庄建设边界、各类控制线、主次
干路、重大市政和公共服务设施
等刚性管控内容。

落实相关约束性指标，不得违背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批准后纳入市级国土空间基础信
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



10.2 规划实施

加强党的领导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

精神，坚决把中央的重大战略和重要要求落实到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

制定近期实施规划

制定近期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农业、生态修复和国土整治等项目

实施计划。

健全监督问责机制

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强化规划严肃性。国土空

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规划约束性指标考核评

估监督问责机制。

纳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纳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国土空间规划审

查、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全过程的智能化动态管理。

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动态监测国土空间保护和利用行为，及时预警规划实施中的各类风险。建立

“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规划评估机制，将体检和评估结果作为评价政府工

作成效和规划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据。



本规划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濮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华龙区分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