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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同时结合省委、省政府“两聚一高”战略部署和“富强美高”新如东

目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

以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为前提，以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为

核心，以协调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为依托，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

土地利用，科学、合理、高效配臵各类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

局，保持规划现势性和土地可持续利用，发挥规划对土地利用的统筹

管控作用，保障和促进全村经济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和

谐发展。 

二、规划目标  

通过编制村庄规划，根据村域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和村民意愿，统

筹安排经济发展、生态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村庄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环境整治、文化传承等各项用地，构

筑生态与人文和谐、有机现代农业与城郊乡村旅游业联动发展的空间

格局；制定农村土地管理的有效措施，强化土地资源利用的宏观调控

作用，切实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优化村庄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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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和综合产

出效益，建设美丽乡村；在村域空间内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

促进双南社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规划原则  

1、强调规划的统筹性 

为实现乡村地区发展与城镇功能的同步提升，双南社区紧邻双甸

镇镇区，本次规划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生态环境等几大方面整合

利用资源，统筹城镇与村庄的发展。  

2、强调体现乡村特色  

规划内容符合村庄未来发展的趋势，根据双南社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特点，按照村庄的发展需求进行规划，重点突出对农村、农业、农

民的关注；规划设计具有乡土特色，体现乡村田园风格，符合农民居

住习惯，满足农民生活需求。 

3、强调规划的实用性  

一是充分了解村情民意，开展调查研究，确定村民迫切希望通过

规划解决的事情，让规划起到切实解决发展问题的作用；二是在制定

发展规划时，从实际出发，做到因地制宜，涉及群众利益的拆旧建新

等工作，切实注重规划的可行性，避免不能实施的规划；三是简化规

划内容，去繁就简，内容完备而精简。 

四、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如东县双甸镇双南社区行政村村域，总面积

1117.193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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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2-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22-2025 年，远期为

2026-2035 年。  

六、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8 修正版）； 

（5）《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2019 修正版）； 

（6）《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 

2、政策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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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 号）； 

（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

知》（自然资办发 „2019‟35 号）；  

（4）《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苏发„2019‟30 号）； 

（5）《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19‟2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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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苏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0 年版）。  

（7）《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房建设

管理的通知（暂行）》（东办„2020‟7 号）； 

（8）《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 

（9）《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

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1‟16 号）。  

（10）《自然资源部关于积极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2‟129 号）； 

（11）《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积极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

通知》（苏自然资发„2022‟303 号）； 

（12）《市政府关于南通市创建江苏省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

先行市工作的实施意见》（通政发„2022‟35 号）； 

（13）《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积极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

障、服务重大项目建设的通知》（通自然资规发„2022‟444 号）。 

3、相关规划  

（1）《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2）《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 年）》； 

（3）《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 

（4）《如东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2013 调整）；  

（5）《如东县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2023 年预支国土空

间规模落地上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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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东县镇村布局规划》（2022 版）；  

（7）《如东县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方案》； 

（8）如东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9）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划成果和规范标准。 

七、上位规划要求 

1、《如东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2013 调整）  

根据《如东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在城镇等级规模

方面，双甸镇属于第三等级，2030 年城镇人口规模低于 2 万人；在

县域城镇职能结构方面，双甸镇属于一般建制镇，主要是为周边农业

地区提供服务和适当地集中发展非农产业，是小区域范围的中心和农

副产品加工基地；在县域功能区划和产业布局结构方面，双甸镇位于

农业产业化核心区，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建立集农业

科研、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在生态保护格

局中属于内陆生态功能维护与控制发展区，区域内各城镇应严格控制

开发建设，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农业观光等环境友好型产业，保障陆

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县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安全；从村庄

发展来看，通过建设农村集居点等办法，尽快促进村落集聚，将农村

居民点数量逐步减少，每个行政村平均布设 1-6 个集居点，每个集居

点平均规划人口 1000—1200 人。 

2、《如东县镇村布局规划》（2022 版） 

在镇村布局规划中，进一步优化双南社区村庄布点，促进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统筹安排各类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对现有各类设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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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合利用，对农业生产空间进行整理，对生态和特色文化进行了保

护。规划确定双南社区共有集聚提升类 3 个，特色保护类村庄 1 个，

其它一般村庄 6 个。 

3、《如东县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2023 年预支国土空间

规模落地上图方案）》 

根据现行国土空间规划，规划范围土地用途管控情况如下：基本

农田保护区 594.9676 公顷，一般农地区 238.4802 公顷，城镇建设用

地区 7.5454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 166.5473 公顷，独立工矿区 0.3423

公顷，其他用地区 109.3106 公顷。建设用地管控情况如下：允许建

设区 174.4345公顷，有条件建设区 20.8185公顷，限制建设区 921.1934

公顷。 

4、“三区三线”成果 

（1）本村范围内不涉及“三区三线”成果中生态保护红线； 

（2）本村范围内“三区三线”成果确定耕地保护目标 588.0506

公顷； 

（3）本村范围内“三区三线”成果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558.6632 公顷； 

（4）本村范围内不涉及“三区三线”成果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5、如东县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本村涉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如东县生态管控区域规划调整

方案的复函》（苏自然资函„2021‟1086 号）文件批复的如东县生

态空间管控区域面积约为 286.0932 公顷，为江海河清水通道维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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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如东生态空间管制要求，落实相应管控。 

第二章 目标定位 

一、发展目标与定位 

1、发展目标 

规划双南社区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以二三产业联合发

展为导向，向土地要效益，突出产业多元化发展，全面推进村庄产业

转型。 

2、总体定位 

根据村情民意调查情况，充分听取镇、村两委和群众意见，并经

讨论，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村庄发展思路：以规模化稻麦种植为基础，

依托镇区各类生活及公共服务配套，打造产镇融合的新型农村社区。 

二、自然村庄分类 

规划落实《如东县镇村布局规划》（2022 版）分类，结合双南

社区发展需求、发展思路及限制性要素分布，规划双南社区集聚提升

类 2 个，特色保护类村庄 1 个，其它一般村庄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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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自然村庄分类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现状 规划 

户籍人

口规模

（人） 

建设用

地规模

（公顷） 

户籍人

口规模

（人） 

建设用

地规模

（公顷） 

1 
规划发

展村 

集聚提

升类 

五里庙村 2155 72.6988 2020 70.6922 

东周村 579 19.5325 543 18.9934 

特色保

护类 
东岳庙村 790 26.6506 740 25.915 

2 其他一般类 

石坝村 472 15.9229 442 15.4834 

周店村 631 21.2867 591 20.6991 

周石村 705 23.7831 660 23.1267 

石桥村 370 12.4819 347 12.1374 

湾夹路村 638 21.5229 598 20.9288 

东阳庙村 674 22.7374 632 22.1098 

石周村 509 17.1711 477 16.6971 

合计 7523 253.7879 7050 246.7829 

三、规划指标 

1、人口规模预测  

按照双甸镇总体规划要求，综合双南社区地理位臵优势，远期随

着美丽乡村规划及设施配套的成熟，人口吸引能力进一步增强，将集

聚周边更多搬迁撤并村，外围人口将更多地流入双南社区内。规划到

2035 年，规划户籍人口约为 7221 人。 

2、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以耕地保护为核心，落实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到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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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规划范围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 588.0506 公顷，确保 558.6632 公

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布局总体稳定。 

3、建设用地规模 

至 2035 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46.7829 公顷。其中，新

增指标按照《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下达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

规划流量指标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71 号），下达如东县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为 1000 亩，根据规划的发展需求，分配双南

社区专项流量指标 0.3291 公顷（4.94 亩）。 

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对闲臵、低效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利

用，合理安排拆旧复垦规模，妥善安臵搬迁人口，引导农村居民适当

集中居住。新增宅基地面积严格按照《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暂行）》（东办„2020‟7

号）文件精神核定，户均用地标准 135 -200 平方米之间（3 人以下（含

3 人）户不超过 135 平方米；4 人户不超过 165 平方米；5 人以上户

不超过 200 平方米）。 

表 2-2    规划指标表 

指标 基期年 目标年 变化量 属性 备注 

户数（户） 2096 1986 -110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7523 7221 -302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6950 7050 100 预期性   

耕地保护目标（公顷） 588.0506 588.0506 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558.6632 558.6632 0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286.0932 286.0932 0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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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53.7879 246.7829 -7.005 约束性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9.8329 32.2903 2.4574 预期性   

规划流量指标（公顷） —— 0.3291 0.3291 预期性   

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公顷） —— —— ——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户均用地标准（平方米） —— 135-200 ——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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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用地布局与用途管控 

一、用地布局规划 

1、总体空间结构 

规划双南社区形成“一心一轴两片”的村域空间结构。 

一心：围绕现状村委和村庄集聚点，完善村庄配套设施，形成一

个综合服务中心。 

一轴：依托双新公路打造乡村发展联系轴，强化村域与周边地区

的联系。 

两片：南部片区发挥老镇区和交通便捷的优势，承担一定的生产

和服务功能，结合居民点的建设打造乡村宜居生活片区。其余地区打

造观光休闲农业片区。 

2、总体用地布局 

以“结构优化、总量控制”为基本思路，通过合理布设一定量的新

增建设用地，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利用潜力，从而优化村庄建设用

地内部结构，提高建设用地效率。 

农林用地：基期年农林用地 758.3217 公顷，规划至 2035 年，农

林用地面积为 765.3267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的 68.50%。 

建设用地：基期年建设用地 253.7879 公顷，规划至 2035 年，建

设用地面积为 246.7829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的 22.09%。由城镇住

宅用地、农村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特殊用地等构成，

商业服务业用地结合村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布臵；工业与仓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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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要集中在双甸镇工业集中区。 

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基期年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 105.0838 公

顷，规划至 2035 年，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面积为 105.0838 公顷，占

全村土地面积的 9.41%。 

3、指标来源及使用情况 

（1）指标来源 

本规划围绕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的目标，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和布局，提高土地节约集约水平，在确保乡镇全域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基础上，调整双南社区城乡建设用地布

局和规模。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下达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

方案规划流量指标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 ] 71 号），下达如东

县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66.6667 公顷（1000 亩），根据规划的发展

需求，分配双南社区专项流量指标 0.3291 公顷（4.94 亩）。 

表 2-3 双甸镇双南社区新增建设项目安排表 

单位：公顷 

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名 镇村布局类型 流量指标 项目类型 

双甸镇 双南社区 东周村 集聚提升类 0.3291 农房   

 

 

 

（2）使用情况

双南社区专项流量指标 0.3291 公顷（4.94 亩）用于双甸镇双南

社区村农房建设，新增建设用地 0.3291 公顷（4.94 亩），保障农

村宅基地。

（3）建设用地管制区调整情况

新增建设用地 0.3291 公顷（4.94 亩）均由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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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建设区。 

（4）用途区调整情况 

新增建设用地 0.3291 公顷（4.94 亩），均由一般农地区和其他

用地区调整为村镇建设用地区。 

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1、农业空间用途管制 

农业空间原则上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其他农用地（含设施农

用地、农村道路、田坎、坑塘水面、沟渠）等农林用地。农业空间主

要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业空间。 

（1）基本农田保护区 

规划区内，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 558.7496 公顷，占全村土地

面积的 50.9%。 

管控规则： 

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土地主要包括永久基本农田和直接为永久基

本农田服务的农田道路、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基本农

田保护区内的一般耕地，应参照永久基本农田管制政策进行管护。 

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整

理、复垦或调整为基本农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

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禁止在

永久基本农田上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

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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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2）一般农业空间 

规划区内，一般农业空间面积为 171.5902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

积的 15.35%。 

管控规则： 

一般农业空间内土地主要为耕地、园地、畜禽水产养殖地和直接

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

用地；一般农业空间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

先整理、复垦或调整为耕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

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禁止占用一般农业空间内土地进

行非农业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一般农业空间内土地。 

2、生态空间用途管控 

生态空间包括陆地水域、其他自然保留地等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

以及其他需要加强生态功能管控的区域。 

双南社区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涉及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286.0932 公顷，村内其余生态空间为一般生态功能区。 

管控规则： 

保护村内具有生态功能的土地，按照“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的要求，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用、破坏，未经批准不得进行破坏

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 

3、建设空间用途管制 

本村内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为 174.763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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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村庄分类 

本村规划发展集聚提升类村庄为五里庙村、东周村，未来应统一

规划、有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和宅基地自建房建设，保护并传承乡

村建筑风貌，适度培育村庄产业，通过土地整治、宅基地臵换等方式，

为特色农业储备发展空间。 

规划东岳庙村为特色保护类村庄；石坝村、周店村、周石村、石

桥村、湾夹路村、东阳庙村和石周村为其它一般类村庄，在未明确具

体村庄类型前，原则上应保留现状。 

（2）农民住房 

为促进人口集聚、节约集约用地，鼓励村民在上述规划发展村庄

内新建、翻建农房，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臵宅基地和其他现状建

设用地。 

本村新增农村住宅用地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新增宅基地

面积标准严格按照《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

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暂行）》（东办„2020‟7 号）文件精神核定，

新增宅基地户均用地标准在 135 -200 平方米之间（3 人以下（含 3 人）

户不超过 135 平方米；4 人户不超过 165 平方米；5 人以上户不超过 

200 平方米）。村民在宅基地上自建房的，建筑层数不超过 3 层，建

筑高度不大于 12 米，并应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建筑形

式采取南通田园风格。 

针对需新建、翻建的住房，在满足《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通知（暂行）》（东办„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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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要求的基础上，经审核及相关利益人同意，临近需翻建住房可

进行联动翻建更新，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及规划的管理和实施。针对

住房已是危房或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建成，且过渡期内进集居区建房

确有较大困难的建房户，如住房符合如东县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

案（2023 年预支国土空间规模落地上图方案），且现居住较集中、

基础设施较全、多数村民同意保留“老庄子”线上，经审核及相关利

益人同意，可申请进行原址翻建。 

（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规划区内，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为 29.8329 公顷，占总面积的

2.67%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分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

其中，商服用地 3.3647 公顷，占总面积的 0.30%；工业用地 26.4174

公顷，占总面积的 2.36%；仓储用地 0.0508 公顷，占总面积的 0.01%。 

管控规则： 

统筹安排商业、工业和仓储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划布局，优

先做好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划安排，严格控制新增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规模。允许在保证耕地保有量不减少、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

的前提下，按照节约集约的原则，采取布局调整等方式合理利用存量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划内容应符合产业政策

和环保、安全等要求，优先用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不得

用于商品住宅类开发建设。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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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面积为

3.7434 公顷，占总面积的 0.3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包括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科教文卫用地等，面积为 3.7434 公顷，占

总面积的 0.34%；公用设施用地 1.3979 公顷，占总面积的 0.13%。 

管控规则： 

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容积率不超过1.5，建筑高度不超过15米。 

不得在规划的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相关安全敏感设施防护

范围，以及自然灾害易发地区内新建、扩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 

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臵应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少于

6 米；道路为消防通道的，禁止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三、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规划 

1、允许建设区 

规划区内，允许建设区面积为 220.6304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

的 17.26%。 

管控规则： 

允许建设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村庄或工矿建设发展空间；允许建

设区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筹增

量与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2、有条件建设区 

规划区内，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13.3871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

的 0.5%。 

管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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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建设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

续，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

机关批准。 

3、限制建设区 

规划区内，限制建设区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以及禁止建

设区以外的区域，面积为 883.1759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的 82.24%。 

管控规则： 

限制建设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发展农业生产，

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限制建设区内禁止城—镇

—村建设，控制线形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四、村镇建设控制区及管控 

规划区内村镇建设控制区面积为 16.2906 公顷。 

管控规则： 

村镇建设控制区内建筑物只能维持现状，不得改建和扩建；需要

新建时，应集中到村镇建设用地区内建设；村镇建设控制区内建设用

地应当整理复垦为农用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的，可保留

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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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耕地保护方案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强化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控制和

引导，建设项目选址加强用地评价和多方案比较论证，尽量少占或不

占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必须等质等量足额补充。 

1、数量保障 

基期年耕地面积 594.6105 公顷，规划近期内，双南社区以优质

稻米种植为主农业种植，耕地保护目标 588.14 公顷。 

规划远期，优化种植规模，强化一产产业发展。借助区位优势，

依托村域内景观体系发展规模化农业观光产业片区，以生态产业观光

体验为主。规划至 2035 年，双南社区耕地面积为 601.6155 公顷。 

2、提升质量 

重点对建设用地整理新增耕地分批次进行质量提升，主要进行肥

力培育、土壤改良。 

3、优化布局 

全村耕地呈条状分布。规划在现有耕地布局的基础上，着重保护

优质耕地，衔接上级规划合理控制建设占用，稳步开展土地整治，大

力推进耕地质量提升，最大限度保持耕地布局稳定，并进一步提高耕

地的规模化、集约化。 

4、加快“宜机化”改造 

加快“宜机化”改造，改善农业机械作业条件。加大高标准农田

建设投资力度，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散户搬迁、沟塘平整、线路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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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方案 

1、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任务 

规划期内，本着“确保数量，提升质量，稳定布局”的方针，严

格落实上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558.6631 公顷。 

2、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管制规则 

强化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控制和引导，严禁未经审批随意占用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落地块、明责任、设标志、见表册、入

图库”等工作任务。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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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整治 

一、国土综合整治策略 

正确处理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的关系，注重耕地质量与数量并

重管护，将生态保护与景观建设贯彻到土地整治过程的始终，实现由

单纯的数量管理，向数量管控、质量管理与生态管护“三位一体”的管

理方式转变。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重点，提高耕地质量；以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为手段，统筹土地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生态环境整治为

抓手，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1、加大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再利用力度，完善宅基地有偿退出机

制，加强村庄内部改造，消除空心村、“一户多宅”现象，有效遏制

违法用地，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融合，按照“宜

建则建、宜耕则耕、宜通则通、宜绿则绿”的原则打造美丽乡村。 

2、结合科学的土壤检测，配方施肥，有针对性地补充农产品所

需的营养元素，提高肥料利用率并减少用量，加强耕作层保护和地力

培肥，达到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节省劳力，节支增收

的目的。 

3、注重生态景观型整理理念，在传统的土地整治活动中融入生

态景观设计理念，按照“造田”即“造景”的标准进行整治，通过建

立景观分区，突出核心景观，达到“自然即生态、农业即景观”整治

目标。 

4、深入推进国土综合整治，探索生态景观型整治模式土地流转

模式，整体推进山水林田湖村路综合整治，发展规模农业，有效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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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融合发展。 

二、农用地整治 

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农业生产水平下，通过综合整治耕地及其间

的道路、残次林地、林网、沟渠、坟地、零星建设用地等，增加耕地

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农用地整治的目的主要为耕地数量增加潜力和

耕地质量或生产能力提高潜力。 

表 5-1 农用地整治项目安排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项目规划（个

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公

顷） 

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 
252 

建设用地复垦补充

耕地 
7.959 

生态修复 1 
改善生态环境，提升

水质 
5.2809 

三、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在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为主的区域，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村镇规

划的要求，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改造利用，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布

局，完善空间结构，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利用效率，促进农民

集中居住，改善农村生活、生产环境，使其达到最优集约利用状态。 

双南社区划定村镇建设控制区 7.959 公顷，涉及拆旧地块 252 块。

在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基础上，同步完善村庄各类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引导农民选择适宜户型建设村落，优化提升村庄

人居环境。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为导向，以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和农业

生产条件为根本出发点，按照严格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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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统筹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四、生态环境整治 

推进生态环境整治。规划期内，生态环境整治应注重自然生态环

境重建和农村生活环境优化，因地制宜确定整治后的土地利用方式，

确保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土地整治要与生态网格体系相衔接，进一步

完善生态网络，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构建土地生态网络体系。规划期内，按照保障区域生态连续性向

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要求，优先配臵生态用地，确保生态用地的数量和

质量，恢复并完善村庄绿地系统，完善交通沿线绿化廊道，重点建设

和保护主要道路和河流沿线生态林地，构建“点、线、面”有机结合，

生态基质、廊道、板块功能互补的土地生态网络体系。 

发挥耕地的生态功能。结合双南社区自然经济条件，大力发展高

效农业、生态农业，充分发挥耕地的生态景观功能，增加耕地生态功

能输出。优化耕地空间布局，以开敞的耕地作为村庄的绿肺，丰富村

庄景观、改善农村环境、防止建设用地无序蔓延。加快优化农田生态

系统，发挥农田的基础生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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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产业发展引导 

一、产业特色发展 

1、特色产业发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生态

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具备一定规模。 

2、集体经济做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健全，村内资产和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集体资

产稳定保值增值，集体经济收入持续增加。 

3、农民持续增收 

新型职业农民不断增加，农民实现广泛稳定就业，创业创新氛围

较好，农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比重稳步提升。 

二、空间布局引导 

规划形成两大产业区：高效农业发展区、综合产业发展区。 

1、高效农业发展区 

主要种植富硒水稻、富硒蔬菜等，积极引导土地的集约使用和适

度规模经营，开发农业资源，发展农村经济，同时提供休闲观光满足

人们的休闲需求。 

2、综合产业发展区 

依托现有纺织等产业基础和产业空间，以富硒产品深度包装加工

为载体，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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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村庄配套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区域性道路 

规划保留现状道路，按照上位规划要求，落实区域交通发展需求。 

2、村庄内部交通 

（1）村庄干线公路 

对村内主要路面进行整治提升，作为村庄主干路，规划道路红线

宽度不超过 8 米。 

（2）村庄主要道路 

作为村域内部联系各个自然村居民点之间的主要道路，一般道路

红线宽度 6-8 米。 

（3）村庄次要道路 

作为村庄内部道路交通系统的补充，提升村庄道路交通的通达性

和便捷性，一般道路红线宽度 4-6 米。 

（4）村庄支路 

一般为村庄内部宅前屋后的道路，一般道路宽度 1.5-3 米。 

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1、规划原则 

使用方便，补充生活性服务设施，使规划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均

衡布局；面向发展，根据基地内乡村发展需求布局旅游服务设施；集

约空间，不影响风貌的生活性设施可结合旅游设施布局。 

2、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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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本村现状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村务公开栏、卫

生室、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礼堂）、文体活动场地、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公共设施配套。落实“三区三线”划定的成果，结合村庄未来

建设发展需求和村内存量建设用地挖潜潜力，按照《江苏省村庄规划

编制指南（试行）》（2020 版）中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配臵项目参

考进行完善配臵。本村新增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防灾避灾场所等

公共服务设施，新增建设项目可利用规划流量指标进行建设。 

三、公用设施规划 

以城镇总体规划为基础，协调各专项规划，深化乡村建设中涉及

的重大公用设施。延续镇村布局规划公用设施配套要求，按照集聚提

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其它一般村庄、搬迁

撤并类村庄的分级分类，差异化配臵基础配套设施。 

表 7-1  五类村庄公用设施差异化配臵（具体要求）一览表 

类别 
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城

郊融合类村庄 
其它一般类村庄 搬迁撤并类村庄 

给水 干管不宜小于 DN100 及时更换老旧管网 保障现状供水 

污水 
应设臵污水处理设施/接入城镇污水处

理系统 
宜设臵污水处理设施 户厕改造 100% 

雨水 应雨污分流 宜雨污分流 解决涝点 

电力 宜设臵户外箱式变 以现状为主 以现状为主 

通信 
光纤到户率 100%，5G 网络全覆盖，有

邮政快递点 

光纤到户率 100%，

5G 网络全覆盖 
以现状为主 

照明 
照明覆盖率 100%，注重与风貌相协调，

应选用环保节能型路灯 
主要道路设臵路灯 以现状为主 

燃气 有条件区域普及管道天然气供给 —— —— 

环卫 健全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处臵体系 
健全垃圾分类投放、

收运、处臵体系 

保持村容整洁，

有垃圾收运体系 

公厕 应配臵不低于二类标准公厕 
宜配臵不低于三类标

准公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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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聚提升类村庄 

（1）给水工程 

新建型村庄给水管网宜采用环状网布臵，并设臵消火栓，间距不

应大于 120 米；扩建与改造型村庄应加强供水管网漏损率的控制，更

换老旧破损管道，提高供水保障率。 

（2）排水工程 

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污水管管径应结合村庄规模

和人口综合确定，污水管支管管径一般不低于 DN200 毫米，干管管

径一般不低于 DN300 毫米。 

雨水沟渠的设计应充分结合地形，鼓励采用生态型设计方式，鼓

励使用卵石、块石、生态混凝土等生态型材料以及植草沟，使雨水及

时就近排入附近水体。 

（3）电力与照明工程 

供电电源可采用户外箱式变、户内式配电房或杆上变，电源的布

点应符合“小容量、多布点、近用户”原则。新建型村庄的供电电源宜

户外箱式变。 

村庄应安装路灯亮化，照明光源应选用环保节能型灯具。 

（4）通信工程 

通信设施的布点应结合公共设施统一规划预留，共建共享。 

有线电视光节点和通信光节点交接箱可按每 500~2000用户/光节

点设臵，普及率达到 100%。移动通信信号全覆盖，移动通信基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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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半径不大于 500 米。 

（5）能源工程 

靠近管道气源的村庄，宜采用管道供气作为气源。不具备通天然

气的村庄，宜采用罐装液化石油气作为气源，在村庄建设过程中可预

留天然气管道，远期适时引入天然气。 

村庄可结合住宅建设，设臵太阳能热水装臵，风貌应和村庄整体

景观风貌相协调。 

（6）环卫工程 

积极推广垃圾分类，对村民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回收利用。 

垃圾收集点服务半径不超过 70 米，采用封闭式分类垃圾收集桶。

结合村庄公共服务中心、集居点等，合理配建公共厕所。1500 人以

下规模的村庄，宜设臵 1~2 座，1500 人以上规模的村庄，每增加 1000

人增设一座。 

2、其它一般类村庄 

乡村供水及供电方面，配臵要求与集聚提升类配臵相同；尚未实

施污水工程的村庄可结合户厕改造采用三格或四格式化粪池进行污

水处理；适时推广、开展垃圾分类。 

四、防灾减灾规划 

1、消防 

双南社区消防依托城镇消防站，同时可结合村庄公共服务中心等

公共建筑设臵微型消防站，配备相应的通信设备和消防设备，组织扑

救初起火灾。消防水源充分利用天然水体，因地制宜设臵消防取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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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天然水源不能满足火灾扑救需要的，结合市政配水管网安排消防

用水或设臵消防水池。 

2、防洪排涝 

防洪标准按 30 年一遇设防，排涝标准 10 年一遇暴雨 24 小时排

干。 

规划对村庄周边河道进行清淤疏浚，保持河道通畅。 

3、抗震 

按照《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规划范围

内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一般建筑

物按照 0.10g 设防，生命线工程提高一度设防。 

规划以主要道路作为防灾疏散通道，结合广场等设立避震疏散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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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一、提升村容村貌 

1、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村容村貌干净整洁。 

2、村庄美化绿化 

农户房前屋后院内、村道巷道、村边水边、空地闲地实现绿化美

化；村域内现有水面、水质得到有效保护，河道水质达到功能区划要

求，基本消除村庄黑臭水体。 

二、完善基础设施 

1、村道硬化 

自然村完成村道路面硬化，农村公路通达率较高。 

2、垃圾处理  

村庄收集点、保洁员及相关清洁设备配臵齐全，生活垃圾实现定

期有效收集转运处理。规划期内新增垃圾收集点一个，位于高杨自然

村范围内。 

3、污水处理 

本村规划期内将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措施，使村庄生活污水、禽

畜养殖废弃物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得到有效利用。 

4、厕所改造 

基本完成“厕所革命”，实现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农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管护长效机制健全。规划期内新增公共厕所一个，位

于高杨自然村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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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中供水 

自然村集中供水覆盖率稳定达到 100%。 

6、公共服务设施 

全面完成卫生服务站规范化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和完

善公共服务中心，具备自然村通安全优质电、通广播电视、通物流快

递、通光纤信息网条件，行政村通客运车辆。 

根据本村实际需要建有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等配套及公益设施，

并完善村庄公共照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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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近期实施计划 

一、近期实施目标 

近期建设目标是完善村庄产业发展配套，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农

民群众生活条件。以完善基础设施和落实拆迁安臵需求为主，同时对

部分村庄进行复垦。 

二、近期实施计划 

近期建设项目共包括 3 项，涵盖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农房

项目和农业生产性服务项目。 

表 9-1 近期实施项目一览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备注 

产业 农业生产性服务项目 农产品加工市场 双南社区 新建 

农房建设 双南社区集聚点 新农村住房建设 双南社区 新建 

基础设施 市政公用设施 
医院 双南社区 新建 

公共厕所 双南社区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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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落实规划实施共同责任 

1、加强规划实施组织领导 

成立规划实施领导小组，促进部门间的协调与沟通，对村庄规划

实施统一管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工作机制，保证村庄规划工

作顺利开展。 

2、健全规划实施工作机制 

建立村庄规划实施考核责任制，将规划实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

为评价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重要内容，完善政府主导、自然资源部门

牵头、部门合作、公众参与、整合资源、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落实

规划实施共同责任。 

二、加强规划实施的资金保障 

1、加大对耕地保护的资金支持力度 

增加耕地保护和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资金投入，加大土地整理力度，

稳步开展土地复垦，适度开发宜农后备土地资源，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提高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2、建立和规范土地市场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和规范土地市场，充分发挥规划调

控和市场调节的作用。通过调控不同类型用地的土地供应，形成依据

不同时段土地供需形势调控土地供应的土地调控方式，控制土地供应

总量，减少土地收益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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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大规划实施公众参与 

1、改进土地整治决策方式 

镇及各村要依据村庄规划，科学安排各项利用活动，处理好规划

实施中各方利益关系，切实维护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要建立健全

规划实施专家咨询制度和部门协调机制，切实提高规划决策水平。 

2、积极推行信息公开制度 

建立完善的公示公告制度，将村庄规划、项目实施、竣工验收等

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提高规划实施的透明度。加大村庄规划宣

传力度，利用报纸、橱窗、展览和网络等手段提高全社会对规划的认

识，实行村庄规划“阳光操作”。 

3、制定村规民约 

为提高全体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能力，促进全

村的安定团结和三个文明建设，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制

定村规民约，并将规划相关内容纳入村规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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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指标表 

指标 基期年 目标年 变化量 属性 备注 

户数（户） 2096 1986 -110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7523 7221 -302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6950 7050 100 预期性   

耕地保护目标（公顷） 588.0506 588.0506 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558.6632 558.6632 0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286.0932 286.0932 0 约束性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53.7879 246.7829 -7.005 约束性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9.8329 32.2903 2.4574 预期性   

规划流量指标（公顷） —— 0.3291 0.3291 预期性   

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公顷） —— —— ——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户均用地标准（平方米） —— 135-200 —— 约束性   

注：宅基地用地面积标准严格按照《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住房建

设管理的通知（暂行）》（东办[2020]7 号）文件精神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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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土地用途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分 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

内面积

增减 面积(公顷) 
比重

(%) 

面积(公

顷) 

比重

(%) 

农林用地 

耕地 594.6105 53.22  601.6155 53.85  7.005 

园地 0.6584 0.06  0.6584 0.06  0 

林地 27.9788 2.50  27.9788 2.50  0 

牧草地 0 0.00  0 0.00  0 

其他农用地 135.074 12.09  135.074 12.09  0 

合计 758.3217 67.88  765.3267 68.50  7.005 

建

设

用

地 

城乡

建设

用地 

居住用地 192.5643 17.24  182.2006 16.31  -10.3637 

其

中 

城镇住宅用地 0 0.00  0 0.00  0 

农村住宅用地 192.5643 17.24  182.2006 16.31  -10.363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 
3.7434 0.34  4.6447 0.42  0.9013 

商业服务业用地 3.3647 0.30  3.3647 0.30  0 

工业用地 26.4174 2.36  28.8748 2.58  2.4574 

仓储用地 0.0508 0.00  0.0508 0.00  0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26.1392 2.34  26.1392 2.34  0 

公用设施用地 1.3979 0.13  1.3979 0.13  0 

绿地与广场用地 0.1102 0.01  0.1102 0.01  0 

留白用地 0 0.00  0 0.00  0 

小计 253.7879 22.72  246.7829 22.09  -7.005 

其他

建设

用地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0 0.00  0 0.00  0 

特殊用地 0 0.00  0 0.00  0 

矿业用地 0 0.00  0 0.00  0 

小计 0 0.00  0 0.00  0 

合计 253.7879 22.72  246.7829 22.09  -7.005 

自然保

护与保

留用地 

其他自然保留地 0 0.00  0 0.00  0 

陆地水域 105.0838 9.41  105.0838 9.41  0 

合计 105.0838 9.41  105.0838 9.41  0 

总计 1117.1934 100.00  1117.1934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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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规划项目清单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备注 

产业 农业生产性服务项目 农产品加工市场 双南社区 新建 

农房建设 双南社区集聚点 新农村住房建设 双南社区 新建 

基础设施 市政公用设施 
医院 双南社区 新建 

公共厕所 双南社区 新建 

 

 

附表 4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规划（个

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公

顷） 

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 
252 

建设用地复垦补充

耕地 
7.959 

生态修复 1 
改善生态环境，提升

水质 
5.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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