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思想1.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系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

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的重大要求，优化农

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提升国土空间资源利用效率，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转型，谱写绿

色崛起、跨越发展、全方位振兴的新篇章筑牢基础，建设经济繁

荣、社会和谐、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现代丰利。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及层次
本规划范围分为镇域和镇区两个层次。

u镇域：丰利镇全域国土空间，总面积为178.34平方公里。

u镇区：为古丰社区、花园桥村、周桥村、华严村、玉窑村涉及的城镇

开发边界，共计3.0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基期年为2020年， 2021-2035年。

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远景展望至本世纪中叶。

1.2





现代农业新样板

先进制造产业强镇

滨海生态宜居美镇

城镇性质2.1



推进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落实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沿海协同高质量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公共服务

设施和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效补足，人居环境进一步

改善。

基本形成安全稳定的生态格局，生态保护工作成效卓

著，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建成有较强竞争力的滨

海农业大镇、制造强镇、旅游名镇。

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体系完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

和谐、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现代丰利。

2025年

2035年

2050年

发展目标2.2





构建“一心、两轴、五区”的总体格局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3.1

一心 镇域综合服务中心

两轴 洋骑线产业发展轴、新建西路-苴沿线产业发展轴

五区 镇区、枫发工业集中区、现代农业发展区、特色渔产品+绿
色能源示范区、滨海工业发展区。



生态保护红线
丰利镇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贯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将永

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划定在长期稳定利用耕地上，对永久基本

农田实施特殊保护，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

“非粮化”。

城镇开发边界
遵循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要求，合

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促进城镇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优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

底线管控3.2



构建“一带、两片、四廊”的生态保护格局

一带：海陆交错带生态屏障。

两片：两个重要的生态片区，包括南部生态农业片区、北部生态渔业

片区。

四廊：四条重要的生态廊道，包括东凌河、九洋河、马丰河、如环河

等二级河道。

生态保护格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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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引导乡村发展

镇村布局优化4.1

集聚提升类 搬迁撤并类

特色保护类 其他一般类

应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持村庄环境整治卫生，做

好长效管理维护。

要严格限制新建、扩建活动，

但在实施搬迁撤并的过渡期

内要保障村民的基本生活服

务需求。

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

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

性和延续性。

有序推进改造提升，优化环

境，完善配套，激活产业，

增添活力，建设宜居宜业的

美丽乡村。



产业空间布局4.2

亿润现代农业园

枫东科技产业园
枫发工业集中区

环港海藻加工区

构建“一心、四片、多点”产业空间格局

一心：镇域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为实现全镇一二三产高质量发展提供

服务。

四片：四大现代产业片区，包括高效农业片区、特色渔业片区、海上

风电+渔光互补片区、滨海工业片区。

多点：多个产业发展节点，包括枫发工业集中区、枫东科技产业园、

环港海藻加工区、亿润现代农业园等。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4.3

加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

保护古镇区的整体历史环境与空间肌理，保护历史遗存的真实

性、传统风貌的完整性和街区生活功能的延续性。

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分

级保护制度，积极探索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新路径。





综合服务中心、文化展示中心。

构建“两心、三轴、四区”的城镇空间格局 

新建西路城镇功能服务轴、马丰河景观廊道、斜港河景观廊道。

古镇区、品质生活区、枫发工业集中区、枫东科技产业区。

两心

三轴

四区

城镇空间格局5.1



构建“镇级-村级”三级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体系 

完善镇区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构筑十五分钟生活圈

文以惠民  构建文化服务设施体系

幼有善教  完善文化教育设施体系

体有所健  优化体育健身设施体系

病有所医  健全医疗服务设施体系

老有所养  改善养老服务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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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
服务点

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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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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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
服务点

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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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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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综
合服务
中心

镇级公共服务设施

提升文体活动、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

设施。

村级公共服务设施

重点配套文化活动室、老人照料中心等

设施。

公共服务体系5.2





综合交通6.1

打造“铁路+公路+水运”多式联运交通体系

形成“1城际、1普速”铁路网，包括泰州-海安-如东城际
铁路、海洋铁路。

临海高速、G328、X352、新建西路-苴沿线、新长雪线、 
228 国道如东段（洋骑线）、X253、X204。

通栟线、九洋河两条航道。

公路

水运

铁路



城乡基础设施6.2

完善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

      供水
构建供水安全保障与水资源配置基础设施网络，促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保障农村集中供水安全。

      排水
逐步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体制，提升城乡污水处理率。

      能源
坚持绿色发展，持续推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积极推动海上风力发电项

目建设，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完善天然气管网及配套设施，实施区域燃

气互联互通。

      通信
积极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大力发展建设高速、移动、安全的新

一代移动通信网，增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生产生活紧密衔接。

      环卫
完善固体废弃物收运、处置系统，实现垃圾收集分类化，垃圾运输密闭

化，垃圾处理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

      综合防灾
防洪标准不低于30年一遇，同时提高抗震减灾、地质灾害防御及消防救

援能力，优化防灾减灾空间格局，





明确规划传导落实7.1

落实
上位规划

指导
详细规划

明确
强制内容

制定近期实施计划7.2

明确近期实施目标 明确重点建设项目

明确国土资源配置 明确监管奖惩措施

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7.3

政策配套机制 规划监督机制 评估调整机制

调控激励机制 数字智治机制 组织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