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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35年）

[公示草案]



前 言 PREFACE

为全面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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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19〕18号）、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发〔2021〕5

号），深入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与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统筹安排全域全要

素空间资源布局，为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保障，根据

《韶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乳源瑶

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及国家、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制

《乳源瑶族自治县一六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镇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和指

导各类建设的指南，为编制详细规划和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

活动提供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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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

本规划国土空间范围包括 镇域 和 镇区 两个空间层次。

镇域范围包括一六镇全部行政村和社区，即包括为民社区、一六村、东七村、东粉村、团结村、

罗屋村、乐群村、西岸村共8个村庄（社区）。镇区范围位于一六村和罗屋村。

 规划期限：2021年 至 2035年

近 期 至 2025 年 远 景 展望至 2050 年基 期 为 2020 年

规划范围示意图



农文旅

融合发展

样板

乳源山水

康养特色镇

2035 

以“百千万工程”及“典型镇”建设为契机，发挥优势农

产品种植集群、乡村旅游、健康医养主导产业优势，坚持

“红色领航、绿色发展”，促进建设空间集约高效，

提高设施服务品质，建设美好城乡人居环境，打造 乳源

山水康养特色镇 。

促进农业的产业环节与旅游产业相互融合，发展新型业态，

做大做强 庄园产业 ，打造集 现代农业、休闲旅游、

高端医养度假 于一体的乳源 农文旅融合 发展样板。

02 目标定位

 目标愿景

 城镇性质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全面实现现代化 ，国土

空间开发科学有序，国土空间治理高效，实现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等的 全面提升 。



03 发展规模

 至2035年：

镇域常住人口 1.5万人 ，全镇城镇化水平达到 30% ；城镇常住人口

1.5万人 ；统筹考虑短期停留人口对城镇设施需求，预留公共服务设施和基

础设施的配置保障能力。

持续推进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优先保障重点平台、重大项目和民生项目，逐步引导土地利用方式从增量扩张向

增量与存量并重转变。引导城镇建设用地混合利用。镇域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控制

在120平方米以内。

镇域常住人口

1.5万人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120 平方米

全镇城镇化水平

30 %



04 三条控制线落实与管控

 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3.91平方公里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13.41平方公里。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全镇陆域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6.21平方公里。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 1.90平方公里 以内。

镇域国土空间重要控制线划定图



05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构建“两心两轴两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两心：以 一六镇区 为主体的综合服务中心，以 大健康产业园 为产业发展中心。

两轴：依托 省道S250线乳桂经济走廊 及 县道X359，形成产业发展轴和城镇发展轴。

两区：为 北部农文旅融合发展区和 南部生态农林区。

镇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图



镇域乡村建设分类引导图

 优化镇村体系，分类引导乡村差异化

05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镇域国土空间用地用海规划图

 统筹安排各类农业用地，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将2020年国土变更调查现状村庄范围内的存量未使用建设规模重新优化布

局，进行合理腾挪，存量未使用建设规模在满足本村农民建房、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一二三产业等需求的基础上，节余部分允许在镇域范围内腾挪使用，优先

保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乡村振兴用地需求。

05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06 自然资源保护利用

水资源

与湿地

保护与

利用

按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要求，

强化水资源承载力刚性约束，

进一步提高用水效率。

森林资

源保护

与利用

深入推进绿美一六生态建设，

有序推进造林绿化工作，多途

径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蓄

积量，增强森林碳汇功能。

耕地资

源保护

与利用

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粮

食主要农产品基本种植面积，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

矿产资

源保护

与利用

严控矿产开采总量，提高矿产

资源开发效率。规划至2035年，

全镇持证矿山100%达到绿色

矿山建设标准。

持续支

撑碳达

峰碳中

和

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

策部署，落实广东省制定的达

峰 目 标 与 减 排 任 务 。 力 争 于

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



07 产业发展

 全力推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优化
结构

以生态资源为载体，挖潜三产融合价值链

强化
管控

健全工业用地控制指标体系

完善
保障

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

延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使农产品初

级加工向精深加工发展；支持现代服务

业，统筹使用新增和存量建设用地。

划定工业用地控制线，加强工业空间集

约利用，积极盘活存量低效闲置的工业

用地，推动产业升级和土地高效利用。

优先支持符合现代服务业政策的项目用

地，服务民生设施建设，促进服务业创

新发展。



08 均衡设施布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

镇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图

基础设施

支撑体系



08 均衡设施布局

 建立公共服务中心体系，完善城乡社区生活圈

◼ 设施均等化：至2035年，全镇15分钟社区生

活圈覆盖率达到100%；

◼ 分级分类：城镇以居民步行15分钟、5-10分

钟距离为半径分别构建社区生活圈；乡村重点

结合行政村保障乡村基本公共服务配置。

完善城乡社区生活圈

◼ 镇级——社区生活圈的服务中心；

◼ 村级——依托行政村集中居民点或若

干自然村组，按照15-30分钟慢行可

达的空间尺度，配置公共服务设施。

构建两级公共服务中心体系

镇域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09 国土修复整治与存量更新

 推进生态系统修复治理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存量建设规模

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

存量建设用

地盘活利用

生态系统

修复治理

将生态修复区域划分为 森林生态屏障修复重点区、河湖湿

地保护修复重点区、矿山生态修复重点区 三大区域，统筹

实施差异化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与生态环境质量。

加快含 矿山生态修复重点工程、造林绿化重点工程、水资

源 与 水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工程 在内的生态保护修复重点

工程实施。

为提高国土开发利用的效率和质量，逐步构建农田集中

连片、村镇宜居聚集、产业集聚升级的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格局，将国土整治区域划分为 农用地整治区 和

建设用地整治区 。

加快含 农田综合治理重点工程、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重

点工程、城镇工矿用地整治重点工程 在内的国土综合整

治重大工程实施。

积极盘活镇区低效建设用地，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积极盘活闲置低效工矿用地，促进产业结构和布

局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依法依规利用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 等政策，有序推进空心村、农村闲置宅基地整治复

垦，宜耕则耕、宜林则林，为城镇发展提供土地等要素保

障。



09 国土修复整治与存量更新

 推进生态系统修复治理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存量建设规模

系统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识别宜耕后备资源开发潜力，统筹农业产业发

展需求，明确农用地整合优化重点片区与项目。

      识别城乡拆旧潜力空间和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拆旧复垦、

拆旧建新、功能置换等盘活利用路径，推动存量建设用地高效利用。

镇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子项目分布图



10 历史文化保护利用

 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体系

合理利用

历史文化

资源

构建历史

文化保护

传承体系

划定

历史文化

保护线

规划构建“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树名木”

多层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 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严格保护镇域内 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及

13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文物保护单位、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相关数据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动态调整。

⚫ 保护古树名木：保护镇域内 43株古树名木，其中一级古树名木1株，二级古树名木5株，

三级古树名木37株。

⚫ 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文化空间，强化乳源瑶族自治县历史文

化的宣传与系统性展示。

多类空间融合

⚫ 弘扬一六红色文化、客家文化、瑶族

文化，培育文化精品景区、文创旅游

基地等相关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实现

文化发展与旅游经济的共赢。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 衔接各类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范围，

将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入历史文化保护线。



11 规划实施保障

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多规合一”，强化规划严肃性，规划一经批准，任何部门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土空间规

划管理培训，防止换一届党委和政府领导改一次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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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传导

落实深化县级规划确定的单元划分方案和单元规划指引，城镇开

发边界内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强度做出实施

性安排；按照重新编制、详规覆盖、通则管理3种方法，对一六镇

现有的7条村庄规划进行分类优化提升引导。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以国土“三调”为基础，整合县镇“两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与实施所需各类空间关联数据，形成坐标一致、边界吻合、上

下贯通的一张底图，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工作基础。

推进重大项目保障措施

加强重大项目用地保障，通过规模整合、整理、腾挪、拆旧复垦

和异地购买等方式，推动空间资源向重大项目集聚，实施差异化

的用地和布局保障措施。对已明确选址的项目，强化建设用地规

模落实；对未明确选址的项目，做好用地规模预留。



公众意见提交途径

电子邮箱：ryy5290001@sina.com

邮寄地址：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一六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收)

邮政编码：512737

（电子邮件标题或信封上请注明“乳源瑶族自治县一六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字样）

公示渠道

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http://www.ruyuan.gov.cn/

一六镇人民政府公示栏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乳源瑶族自治县一六镇人民政府联系


	幻灯片 0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