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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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配置各类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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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花园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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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统一规划和区域统筹，避免重复投资，提升乡村规划的创意

设计、功能统筹、产业融合能力。注重区域统筹和镇村联动，协调引

领城乡有机融合、共享发展。落实上级规划要求，统筹考虑产业规划、

村庄建设、生态保护等相关规划在土地利用上的需求，合理安排各行

业用地规模、结构以及布局。  

2、强调体现乡村特色  

规划内容符合村庄未来发展的趋势，根据花园头社区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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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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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如东县河口镇花园头社区行政管辖范围，总面积

636.615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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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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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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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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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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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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如东县镇村布局规划》（2022 版）； 

（7）《如东县河口镇总体规划（2013-2030）》； 

（8）《如东县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方案》； 

（9）如东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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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东是我国东部沿海新兴的重要港口城市，同时发展临港产业；

是以风能、潮汐发电和秸秆发电为主的绿色能源之都和国家战略石油、

天然气储备基地；是现代农业产业化基地和重要的海洋生态功能保护

区。适宜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规模化的以高新技术和适用

技术以及现代物流和休闲旅游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县域城镇空间规划

形成“一心、两轴、三核”的县域城镇空间布局结构。一心：即以如

东县城为中心，竭力打造南黄海大型港口的依托城市。两轴：沿海和

沿省道 334 建设两条城镇主要发展轴。三核：除如东县城外，规划建

设 3 个相对集中的城镇和产业集聚区。 

全县规划三个城镇等级，其中河口镇属于第三等级，2030 年城

镇人口规模在 2-3万人之间。产业发展策略规划河口镇以种植业为主，

同时布局河口工业综合区，依托河口中天工业集中区，积极发展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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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文化教育和休闲旅游业。全县规划形成“7 区 3 带”的县域生

态保护格局，河口镇属于内陆生态功能维护与控制发展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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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东县河口镇总体规划（2013-2030）》 

规划在河口镇域范围内，构建“一主一副、三点五轴”的镇域总

体空间结构，河口将以城乡发展、空间布局、劳动就业、综合交通、

设施配套等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基本要领，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全镇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生活环境质量和居住水平，继续发展工业、大力发

展服务业，增强城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规划期内，花园头社区西部、

南部片区重点发展以粮食种植为主的现代高效农业，打造成现代农业

种植片区；北部片区重点提升农村居民点，打造集镇综合融合发展片

区。 

河口镇规划至 2030 年形成“镇区—社区—村庄”的三级镇村等

级体系。镇区：包括河口中心镇区与景安片区。人口规模 6.9 万人。

人均建设用地不超过 110 平方米。规划社区 13 个：其中双港社区、

龙坝社区、小澪社区，人口规模为 2500-3000 人；其它社区(包括花

园头社区）人口规模为 1000-2500 人。人均建设用地不超过 120 平方

米。规划村庄 32 个：镇区与社区之外的村庄人口规模为 250-300 人，

人均建设用地不超过 120 平方米。 

3、《如东县镇村布局规划》（2022 版） 

在镇村布局规划中，进一步优化花园头社区村庄布点，促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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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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确定花园头社区共有集聚提升类村庄 1 个，搬迁撤并类村

庄 2 个，其他一般村庄 1 个。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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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550 公顷，一般农地区 166.4132 公顷，城镇建设用

地区 64.0007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 88.0019公顷，其他用地区 69.5444

公顷。建设用地管控情况如下：允许建设区 152.0026 公顷，有条件

建设区 37.4571 公顷，限制建设区 447.1555 公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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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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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238 公顷； 

（4）本村范围内“三区三线”成果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119.7432

公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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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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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管控区域面积约为 14.1537 公顷，为江海河清水通道维护区，需

按照如东生态空间管制要求，落实相应管控。村内其余生态空间为一

般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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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目标定位 

一、发展目标与定位 

1、发展目标 

规划花园头社区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区域优势，规划

西部、南部片区重点发展以粮食种植为主的现代高效农业，打造成现

代农业种植片区；北部片区重点提升农村居民点，打造集镇综合融合

发展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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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模化粮食种植为基础，

高效发展果蔬种植业，保留升级发展有传统基础的纺织产业，适度融

合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的田园村庄。 

二、自然村庄分类 

规划落实《如东县镇村布局规划》（2022 版）分类，结合花园头

社区发展需求、发展思路及限制性要素分布，规划花园头社区 1 个集

聚提升类村庄，2 个搬迁撤并类村庄，1 个其他一般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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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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埝村 1713 86.2608 1659 86.4102 

2 
特色保

护类 
—— —— —— —— —— 

3 
城郊融

合类 
—— —— —— —— —— 

4 
搬迁撤并类 

花园村 1173 59.0898 1135 59.1921 

5 黄裕桥南村 329 16.5865 318 16.6152 

6 其他一般类 周港村 465 23.4208 450 23.4613 

合计 3680 185.3579  3562 185.6788 

 

三、规划指标 

1、人口规模预测  

按照河口镇总体规划要求，综合花园头社区靠近镇区的地理位置

优势，远期随着美丽乡村规划及镇区设施配套的成熟，人口吸引能力

进一步增强，将大大缓解人口流出趋势，人口规模总体趋于稳定。规

划到 2035 年，规划户籍人口约为 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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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规划范围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 300.0149 公顷，确保 269.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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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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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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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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花园头

社区专项流量指标 0.9162 公顷（13.74 亩）。 

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对闲置、低效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利

用，合理安排拆旧复垦规模，妥善安置搬迁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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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规划指标表 

指标 
规划基期

年 

规划目标

年 
变化量 属性 备注 

户数（户） 1276 1235 -41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3680 3562 -118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4700 4860 160 预期性   

耕地保护目标（公顷） 300.0149  300.0149  0.000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公顷） 
269.0238  269.0238  0.0000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0000  0.0000  0.0000  约束性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85.3579  185.6788  0.3209  约束性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规模（公顷） 
12.8579  12.8579  0.0000  预期性   

规划流量指标（公顷） —— 0.9162  0.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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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花园头社区形成 “一轴一心两片”的村域空间结构。 

“一轴”：依托村庄主要道路形成乡村发展联系轴，强化与镇区

的功能联系。 

“一心”：以村委为中心，完善村庄配套设施，打造综合服务核

心。 

“两片”：西部、南部片区重点发展以粮食种植为主的现代高效

农业，打造成现代农业种植片区；北部片区重点提升农村居民点，打

造集镇综合融合发展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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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9055 公顷，规划至 2035 年，农

林用地面积为 404.5846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的 63.55%。 

建设用地：基期年建设用地 185.3579 公顷，规划至 2035 年，建

设用地面积为 185.6788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的 2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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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服务业

用地、工业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区域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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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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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项目布置；工业与仓储用地主要沿道路布置。 

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基期年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 46.3518 公顷，

规划至 2035 年，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面积为 46.3518 公顷，占全村

土地面积的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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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花园头社区城乡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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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花园头社区专项流量指标 0.9162 公顷（13.74 亩）。 

表 3-1 河口镇花园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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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口镇 花园头社区 吴埝村 集聚提升类 0.9162 殡葬用地 

（2）使用情况 

花园头社区专项流量指标 0.9162 公顷（13.74 亩）用于河口镇花

园头社区骨灰堂建设，新增建设用地 0.9162 公顷（13.74 亩），保障

殡葬用地。 

（3）建设用地管制区调整情况 

新增建设用地 0.9162 公顷（13.74 亩），均由限制建设区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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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建设区。 

（4）用途区调整情况 

新增建设用地 0.9162 公顷（13.74 亩），其中基本农田保护区

0.8373 公顷调整为村镇建设用地区，一般农地区 0.0789 公顷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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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629 公顷，占全村土地

面积的 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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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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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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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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747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

的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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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头社区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涉及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14.1537 公顷，村内其余生态空间为一般生态功能区。 

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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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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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内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为 185.6788 公顷。 

（1）自然村庄分类 

本村规划发展集聚提升类村庄为吴埝村，是未来重点发展和建设

的村庄，需尊重原住居民生活形态和传统习惯，允许村庄进行适度集

聚，并允许新建、翻建农村宅基地，同时加快改善村庄公共基础设施

和配套服务设施，合理利用村庄特色资源，发展高效农业发展区，形

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 

规划花园村、黄裕桥南村自然村为搬迁撤并类村庄，未来将逐步

进行搬迁改造。 

规划周港村自然村为其他一般村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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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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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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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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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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35 公顷，其中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面积为 12.8579 公顷，占总面积的 1.02%。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分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工业用地。其中，商服用地 0.3455 公

顷，占总面积的 0.03%；工业用地 12.5124 公顷，占总面积的 0.99%。

规划期内保留南通红杰润滑剂有限公司、江苏中石机械有限公司、南

通锦德润服饰有限公司、南通双跃纺织有限公司、中天光伏电力发展

如东有限公司等工业产业用地。。 

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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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在保证耕地保护目标不减少、建设用地规模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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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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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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59 公顷，占总面积的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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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积为 5.9801 公顷，占总面积的 0.94%；

公用设施用地包括市政设施用地等，面积为 1.0858 公顷，占总面积

的 0.17 %。 

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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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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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区内的广场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用于躲避灾害。 

（5）弹性管控用地 

对暂时无法明确具体地块及规模边界的村庄公益设施与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项目，在用地规划图中采用“点位”预制的方法，表达项目

的类别和意向性位置，并纳入项目清单管理，后续可根据项目建设需

要再确定具体边界、规模和相应的规划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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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规则： 

弹性管控用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机动指标

实行台账方式管理，可不落地上图；原则上向规划发展村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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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188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

的 24.02%。 

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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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571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

的 5.88%。 

管控规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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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农村土地整治规模已完成，经评

估确认拆旧建设用地复垦到位，存量建设用地达到集约用地要求的，

区内土地可安排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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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设区以外的区域，面积为 446.2393 公顷，占全村土地面积的 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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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区及管控 

规划区内建设控制区面积为 0.5953 公顷。 

管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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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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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5827 公顷，规划近期内，花园头社区以优

质稻米种植为主农业种植，“三区三线”成果中耕地保护目标面积

30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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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果蔬种植业以及以高效农业种植为主的现代农业种植区。规划至

2035 年，花园头社区耕地面积为 311.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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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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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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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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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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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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用地整治 

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农业生产水平下，通过综合整治耕地等农用

地，配套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提高耕地质量。农用地整治的目的

主要为提高耕地质量和农业生产能力。 

规划期内，安排农用地整治项目 1 个，项目总规模 222.1183 公

顷。 

表 5-1 农用地整治项目安排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公顷） 

花园头社区农用地整治项目 农用地整治 222.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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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村划定建设控制区 0.5953 公顷，涉及拆旧项目 5 个（拆旧地

块 46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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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统筹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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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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配置生态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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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花园头社区自然经济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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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土地的集约使用和粮食作物

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发展特色果蔬种植的设施农业，依托现有产业

基础，保留升级发展以纺织为传统的第二产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具备一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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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形成三大产业区：高效农业发展区、综合发展区和特色果蔬

种植区。 

1、高效农业发展区 

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积极引导土地的集约使用和适度

规模经营，开发农业资源，提高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2、综合发展区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保留升级发展以纺织为传统的第二产业，同

时保留升级发展有传统基础的第二产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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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果蔬种植区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以大棚种植为主的设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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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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头社区区域基础设施用地主要为对外公路用地，对外公路用

地主要为 X301。规划目标年内，主要提升对外交通用地辅助设施以

及改善环境工程。规划目标年，按照上位规划的安排，落实其他对外

交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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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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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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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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场地等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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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项目参考进行完善配置。本

村新增社区服务中心、健身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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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般村庄、搬迁

撤并类村庄的分级分类，差异化配置基础配套设施。 

表 7-1  五类村庄公用设施差异化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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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般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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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设置污水处理设施/接入城镇污水处理系

统 
宜设置污水处理设施 户厕改造 100% 

雨水 应雨污分流 宜雨污分流 解决涝点 

电力 宜设置户外箱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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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道路设置路灯 以现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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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城郊融合

类村庄 
其他一般村庄 搬迁撤并类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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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体系 
健全垃圾分类投放、收

运、处置体系 

保持村容整洁，有垃

圾收运体系 

公厕 应配置不低于二类标准公厕 
宜配置不低于三类标

准公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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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并设置消火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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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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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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设置，普及率达到 100%。移动通信信号全覆盖，移动通信基站服

务半径不大于 500 米。可结合活动中心设置邮政代办点与电商服务网

点，并统筹考虑智能快递柜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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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太阳能热水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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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活动与健身场地等，合理配建公共厕所。

1500 人以下规模的村庄，宜设置 1~2 座，1500 人以上规模的村庄，

每增加 1000 人增设一座。 

2、搬迁撤并类村庄 

原则上搬迁撤并类村庄不宜新增各类基础配套设施，可结合搬迁

计划和村民需求，适当在现状基础上进行改造提升。 

3、其他一般村庄 

乡村供水及供电方面，配置要求与集聚提升类配置相同；尚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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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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头社区消防依托城镇消防站，同时可结合村庄公共服务中心

等公共建筑设置微型消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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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设置消防取水

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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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用水或设置消防水池。 

2、防洪排涝 

村庄防洪标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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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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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花园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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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内新增污水处

理设施一处，位于花园村自然村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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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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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花园村自然村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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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中心、健身广场、公厕、垃圾处

理、污水处理设施等配套及公益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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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产业发展配

套，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群众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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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设施等。 

表 9-1 近期实施项目一览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用地规模

（公顷） 

公共服务和公

用设施项目 

HYT-01 社区服务中心 花园村 —— 

HYT-02 健身广场 花园村 —— 

基础设施 HYT-03 花园头村骨灰堂 吴埝村 0.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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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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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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基期

年 

规划目标

年 
变化量 属性 备注 

户数（户） 1276 1235 -41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3680 3562 -118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4700 4860 160 预期性   

耕地保护目标（公顷） 300.0149  300.0149  0.000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公顷） 
269.0238  269.0238  0.0000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0000  0.0000  0.0000  约束性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85.3579  185.6788  0.3209  约束性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规模（公顷） 
12.8579  12.8579  0.0000  预期性   

规划流量指标（公顷） —— 0.9162  0.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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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

面积增减

（公顷） 
面积（公顷） 

比重

(%) 
面积（公顷） 

比重

(%) 

农林用地 

耕地 311.5827 48.94 311.3837 48.91 -0.1990 

园地 2.1080 0.33 2.1080 0.33 0.0000 

林地 19.7872 3.11 19.7872 3.11 0.0000 

其他农用地 71.4276 11.22 71.3057 11.20 -0.1219 

合计 404.9055 63.60 404.5846 63.55 -0.3209 

建设

用地 

城乡

建设

用地 

居住用地 121.0153 19.01 120.4200 18.92 -0.5953 

其中 
城镇住宅用地 22.4195 3.52 22.4195 3.52 0.0000 

农村住宅用地 98.5958 15.49 98.0005 15.39 -0.595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 
5.9801 0.94 5.9801 0.94 0.0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 4.3738 0.69 4.3738 0.69 0.0000 

工业用地 40.3497 6.34 40.3497 6.34 0.0000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3.5762 0.56 3.5762 0.56 0.0000 

公用设施用地 1.0858 0.17 1.0858 0.17 0.0000 

小计 176.3809 27.71 175.7856 27.61 -0.5953 

其他

建设

用地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8.4565 1.33 8.4565 1.33 0.0000 

特殊用地 0.5205 0.08 1.4367 0.23 0.9162 

小计 8.9770 1.41 9.8932 1.55 0.9162 

合计 185.3579 29.12 185.6788 29.17 0.3209 

自然保护与

保留用地 

其他自然保留地 0.0636 0.01 0.0636 0.01 0.0000 

陆地水域 46.2882 7.27 46.2882 7.27 0.0000 

合计 46.3518 7.28 46.3518 7.28 0.0000 

总计 636.6152 100.00 636.6152 1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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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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设施 

政务服务 社区服务中心 花园村   

文化体育 健身广场 花园村   

基础设施 

道路交通 

花园头社区道路拓

宽改造项目 

周港村、吴埝

村、花园村 
  

中天大道西延 周港村、花园村   

殡葬项目 花园头村骨灰堂 吴埝村   

市政公用设施 

花园头社区公厕、垃

圾处理、污水处理设

施项目 

花园村   

花园头社区主要道

路路灯 
周港村、花园村   

 

附表 4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个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公顷） 

农用地整治 1 提高耕地质量、补充耕地 222.1183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5 建设用地复垦补充耕地 0.5953 

生态修复 4 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水质 14.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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