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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也是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改革的大背景下，按照国家、省、市、县的要求，曹黄林镇组织编制

了《曹黄林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对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空间发展战略的细化落实

，是曹黄林镇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的蓝图和总体行动纲领。本《规划》的

编制工作秉承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时代发展关键词，从

曹黄林镇的实际出发，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对

曹黄林镇的保护、开发、整治进行整体的空间谋划，构建覆盖山水林田湖

草全系统的国土空间管控体系，以期为下一步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

基本依据，为建成产业绿色发展、城镇特色突出、乡村美丽宜居的新时代

曹黄林提供规划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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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总则

1.  范围期限

2.  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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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至2025年，

远期至2035年。

规划范围为曹黄林镇行政辖区，下辖21个行政村，总面积119.66平

方千米。

规划范围包括镇域和镇区两个层次。

范围期限1.1

 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图

周楼村

付点村

刘寨村

丁寨村

周楼村

汪庄村
李店村

曹黄林村

冯庄村

六里井村

马寨村

娄寨村

凉亭村

何小庄村

回龙村

谢老寨村

杨乡村

许店村

曹寨村

项岗村

戴寨村

曹黄林镇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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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底线约束从生

态安全格局出发统筹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合理布局生态、农牧、城镇

空间，不断巩固全乡生态功能。通过资源要素配置管控推动绿色、循

环和低碳发展。

规划原则1.2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人为本、提升品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科学布局生态空间、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盘活苏木空间与产业资源，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能力与水平，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结合曹黄林镇发展实际，深入挖掘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

特色产业等特征，突出地域特色，传承地域文化。保护全乡的自然山水

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加强风貌塑造引导与

管控营造全域特色、提升全域魅力。

 全域管控、集约节约

强化自然资源统筹利用和用途管制，探索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量，

盘活存量的内涵式发展路径，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

 上下结合，强化实施

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核心指标，并将指标分解至村庄。强化规划实

施时序，提出分阶段调控要求，确保近期项目可实施可管控，同时为后

续发展预留条件，确保苏木规划可实施、城乡发展可持续。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统筹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县、镇、村三级联动和部门协同机制。

强化规划编制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保障规划共谋、共建、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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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明确战略目标

1.  主体功能

2.  总体定位

3.  发展目标

4.  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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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2.1

根据《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信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息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传导要求，曹黄

林镇落实上位规划主体功能区定位为：

重要农产品主产区

产城融合，高质量、高品质发展阶段。生态格局持续优

化，资源利用水平显著提高，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明显增强，

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2025年
近期目标

产业创新转型、品质初步提升阶段。生态环境质量愈加

良好，产业创新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逐步改善，城乡居民生活品质有效提升。

2035年
远期目标

发展目标2.3

总体定位2.2

县域南部中心镇

商贸物流和交通服务基地

生态宜居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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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上位国土空间保护格局，严守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合理划定各类保护线，明确水资源、耕地、湿地等管控范围。

◆ 科学统筹安排各类空间，因地制宜，构建合理的总体空间格局。

 保护优先

 区域协同

◆ 发挥对外交通优势，强化对外交通联系，完善镇域交通网络，整合

镇域优质资源，积极主动融入息县产业发展体系，推进与周边区域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

◆ 以火车站、高铁站为带动，以G230、G312等对外交通线路为纽带，

联动沿线其他镇，共同构建高质量经济发展带。

◆ 优化城乡空间格局，合理布置各类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 强化中心带动，引导资源集中，优化镇域建设布局，完善镇村建设

体系。

 特色彰显

◆ 充分发挥交通资源优势和水资源丰富的生态资源特色，采取“生

态+”的理念，引领曹黄林镇特色发展之路。

◆ 打造商贸物流服务品牌，提升城镇品位，将曹黄林镇建设成为商

贸强镇、生态靓镇。

◆ 优化路网布局，落实上位重要交通规划，优化内部路网，建设内畅

外联道路体系。

◆ 完善升级公共服务配套，优化资源配置，构建科学的公服配套体系。

◆ 健全镇域区域供水、排水等设施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精细治理

◆ 建立健全规划实施和传导保障机制，以事权为基础，对接审批与实

施管理，精准传导管控内容。

◆ 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国土空间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推进城乡精细治

理和精准服务。

发展策略2.4

 品质提升

 强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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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构建空间格局

1. 严守底线约束

2.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3.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

4. 镇村结构体系

5. 特色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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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曹黄林镇耕地保有量不低于8152.78公顷（12.23万亩），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目标不低于7505.30公顷（11.26万亩）。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 制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要农产品供给。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曹黄林镇生态保护红线规模16.76公顷，属河南息县淮河国家湿地

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内应严格规范人为活动。

曹黄林镇城镇开发边界规模130.20公顷，全部为城镇集中建设区。

严格管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城镇建设向开发边界内集中。

严守底线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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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底线约束3.1

镇域村庄建设边界图

洪涝风险控制线

落实运粮河及寨河洪涝风险控制线，面积468.88公顷，管控雨洪行

泄和蓄滞空间，保障防洪排涝系统的完整性和通达性。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至2035年，曹黄林镇村庄建设边界规模1217.57公顷，并预留30公

顷村庄建设边界机动指标，用以保障未预见性建设需求。

采用“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方式，根

据具体的土地用途类型进行管理，统筹协调村庄建设和生态保护，有效

保障农业生产发展配套设施用地。优先保障农村宅基地、产业用地和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建设需求，严禁在边界外进行宅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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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3.2

镇域村庄建设边界图

构建“一心一带、两轴三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带：沿河生态防护带

两心：曹黄林镇区全域综合服务中心

             许店集镇东部生活服务中心

两轴：G230南北向乡村发展轴

          G312东西向乡村发展轴

三区：东部农业发展区

中部城镇建设区

西部乡村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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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功能分区3.3

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生态保护区
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自

然区域,面积16.76公顷，占镇域国土面积的0.14%。

生态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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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1557.37公顷，占镇域国土面积的13.01%。

林业发展区
可在符合林业开发建设管控要求前提下，进行生产活动，挖掘林地生产

力，面积为238.21公顷，占镇域国土面积的1.99%。

农田保护区
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切实保护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

保护的区域，面积7617.58公顷，占镇域国土面积的63.66%。

一般农业区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农业生产发展为

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面积832.99公顷，占镇域国土面积的6.96%。

村庄发展区
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村庄公共服务水平， 因地制宜发展村 庄产

业，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面积1573.29公顷，占镇域国土面积的
13.15%。

城镇发展区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 是城镇集中开发建设并可满足城镇生产、生

活需要的区域，面积130.20公顷，占镇域国土面积的1.09%。



15

规划构建“镇区－中心村－基层村”的新型村镇体系。

镇区所在村：镇区人口规模1.1万人，位于曹黄林村、李店村、汪庄村。

中心村：许店村、付店村共2个村。

基层村：剩余村庄共16个村。

镇村结构体系
镇村体系

村庄分类

将曹黄林镇21个行政村划分为城郊融合类3个、集聚提升类4个、整治改

善类14个。

村庄类型 数量 行政村名称

城郊融合类 3个 曹黄林村、李店村、汪庄村

集聚提升类 4个 谢老寨村、杨乡村、许店村、付店村

整治改善类 14个
冯庄村、何小庄村、凉亭村、六里井村、娄寨村、马寨村、

杨寨村、曹寨村、代寨村、丁寨村、回龙村、刘寨村、项岗村、周楼村

镇域镇村体系规划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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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体系

打造 “一心、两轴、四区”的产业空间结构

3.5

镇域产业体系规划图

一心：依托曹黄林镇镇区产业服务中心

两轴：230国道城镇发展轴；

             312国道产业发展轴。

四片区：

现代农业种植区

种养殖区

现代物流区

农业观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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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强化支撑体系

1.  综合交通

2.  公服服务设施

3. 市政公用设施

4. 安全韧性与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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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4.1

落实上位规划，强化对外交通连接，形成“3121”对外交通骨架网络

3铁路：现状宁西铁路并设息县火车站、规划南信合铁路并设高铁息

县站、规划水公铁联运铁路连接线

1高速：大广高速，规划在国道312处设有出入口

2国道：南北向国道230、规划东西向国道312新建工程

1省道：规划省道217

依托宁西铁路、大广高速、水公铁联运连接线，规划“一横一纵，铁公结合”的过境

货运通道和对外集疏运通道，构筑高效集约的现代物流体系，提高物流运输效率。完善县

乡道和内部村道网络，加强镇村之间道路连通，提升农村道路建设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

构建外联内畅的综合交通体系

镇域综合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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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服服务设施4.2

以15分钟生活圈理念， 打造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实现公共服务

均等化， 稳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构建 “镇区-中心村-基层村”三级乡村生活圈

教育

医疗

文化

养老

体育

至2035年，按照均衡布局原则，实现小学中学全覆盖。

至2035年， 以镇卫生院建设为核心， 村卫生室建设为基础， 加快医疗
网络一体化建设。

至2035年，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
100%。

至2035年，加强全民健身， 做到村级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

至2035年，完善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的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体系。

镇区服务中心

基层村
生活圈

中心村
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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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公用设施4.3

增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环卫工程:采用“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一县处理垃圾收运

处理模式。镇区设垃圾转运站， 村庄设置垃圾收集点。

给水工程:充分利用现有给水设施， 以一个村或几个村共用给

水设施， 水源采用地下水，镇区周边村庄接入镇区管网。

供电工程:按照“保安全、促发展”的原则积极发展风电、太

阳能发电、垃圾发电等新能源， 作为乡镇电力供应的重要来源。

供热工程:规划镇区和村庄以分散采暖为主。至2035年， 清洁

供热能 源实现全覆盖。

排水工程:各村合理配置污水处理设施， 通过处理和过滤系

统， 将污水中的有害物质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内， 确保污水排

放达到环境相关标准。

网络通信:按照全覆盖的要求建设通信设施， 完善居民点的无

线网络覆盖， 满足居民移动通讯及移动数据交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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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韧性与防灾减灾4.4

打造安全韧性的防灾体系

镇区设置1处二级普通消防站。各行政村依托村委会设立微型消

防室，设置消防水池，储备消 防水源，建立最小消防应急单元

，合理设置消防给水管道，按规定设置消防车道或穿过建筑物的

消防车道。

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人防工程体系；贯彻“长

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原则，基本建成种类齐全、布局

合理、功能配套完善的人防防护工程体系。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生命线工程和重要建设工程应当按规范要
求提高抗震设防等级。

镇区按照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防，排涝标准近期为3年一遇，
远期为5年一遇。

人防工程规划

消防规划

抗震规划

防洪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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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镇区规划

1.  功能结构与发展方向

2.  镇区规模与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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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心-两轴-四区”的功能结构

功能结构与发展方向5.1

一心：综合服务中心

两轴：东西城镇发展轴和南北城镇发展轴

四区：中部商贸服务区、东部产业发展区、

东部生活居住区、北部生活居住区

发展方向：重点向北发展，加强集镇区内部存量空间集约利用,，结合

周边村庄建设用地布局完善镇区空间结构。

镇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村庄建设区

村庄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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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规模与用地布局5.1

至2035年，镇区人口1.1万人，镇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130.20公
顷。

镇区国土空间用地规划图

打造“绿美乡镇”， 依托镇区现状闲置用地合理布局绿地与开

敞空间， 以“主题公园+街头游园”的形式打造多级多节点景

观结构， 实现镇区“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的绿化空间布

局。

根据“镇区、乡村”等社区居民属性特点， 在“均衡化”的基

础上“有差异”的分区分类供给， 建立居民步行5-15分钟的社

区生活圈,实现与镇区发展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绿地与开
敞空间

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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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规划实施保障

1.  规划传导

2. 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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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传导6.1

 实施规划传导

10.1

◆落实县级规划

落实县级规划确定的职能定位、约束性指标、三区三线和规划分区、重要控制线、重

大基础设施和生态廊道等空间布局。

◆详细规划传导

划分详细规划编制单元，明确向下传导主要内容，确保规划内容和指标落实。

确定曹黄林镇需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的行政村有13个，编制通则式村庄规划有8个。 实用性

村庄规划按照《河南省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导则》编制。通则式村庄规划 按照《<“通则

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编制要求（试行）》编制。

以城镇开发边界为界，将集镇区划分为2个详细规划管理单元。落实总体规划中提 出的人

口和建设用地规模、开发容量、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设施布局、蓝绿空间 布局等管控内

容。

详细规划传导（城镇开发边界内）

村庄规划传导（城镇开发边界外）

详细规划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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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施保障

加强组织协调：建立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制定

推进乡镇规划的实施措施，按照项目计划制定乡镇年度工作安排，监督检查各年度

工作的推进执行情况。

加强人才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展空间规划建设管理等职业技能培训，全面

提高一线职工技能素质。

严格工作考核：建立健全空间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考核评价监督问责机制。

建立规划监督制度：确定监测指标体系、滚动制定阶段规划目标、建立面向公众的

监测数据库。

建立规划责任制：主管部门会同旗直属部门和各级政府，制定规划实施的阶段目标

和量化指标体系。

建立规划评估制度：主管部门定期向旗政府提交规划实施评估报告，审议意见，对

阶段规划目标以及监测指标体系、阶段工作计划进行调整。

 强化工作领导

 严格规划实施监管

 切实落实公众参与

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通过多渠道宣传和培训，提升村民意识教育，加

强村民参与本轮规划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增强乡镇总规对公众参与的吸引力：本轮规划编制中必须围绕农民利益和发展现状

来确定各项规划控制措施，变被动规划为富含人性化的主动规划，增强本轮规划对

公众参与的吸引力。

拓展和深化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平台，提升公众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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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重大决策

部署，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和其识，提高规划成果质量，现将《曹黄林镇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公众征求意见稿予以公示，热忱期待社会各界

人士及广大群众参与，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规划所有数据合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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