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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规划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在乡村振兴上开新

局”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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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2023年 2月 3日）等文件精神，更好地指导锦屏县彦洞乡黄门村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村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提供法定依据，特编制《锦屏县彦洞乡黄门村村庄

规划（2021-2035年）》。

第 2条 规划依据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订）；

7.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年修订）；

8. 《贵州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2年）；

9.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 技术标准

1.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CECS354：2013）；

4.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5. 《贵州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6. 《贵州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7. 《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8. 《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修订版）；

9. 《贵州省村庄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0. 《贵州省农房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1. 其他相关技术标准。

(三) 政策文件及相关规划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 1月

2日）；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

若干意见》（2019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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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2020年 1月 2日）；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2021年 1月 4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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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4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3年 1月 2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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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

发〔2022〕2号）；

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

的通知》（自然办函〔2021〕907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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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

然资办发〔2020〕57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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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0〕127号）；

14.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号）；

15.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保障实施细则》（黔自然资

发〔2020〕11号）；

16.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工作的

通知》（黔自然资函〔2021〕1228号）；

17.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8.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23年 2月 3日）；

19. 《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

20.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引领助力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3〕372号）；

21. 《黔东南州农村村民建房审查工作要点指引》（试行）；

22. 《黔东南州住建局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农村住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

集（试行版）的通知》（黔东南建通〔2021〕101号）；

23. 《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4. 《锦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及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

25. 锦屏县“三区三线”数据资料；

26. 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资料及其他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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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条 规划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强化底线管控。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设行为，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二）坚持统筹协调，集约节约布局。

加强与《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专项规划衔

接，严格落实上位空间规划的管控要求，整合各系统发展诉求，统筹安排

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对全域空间的所有要素进行统筹安排，做到“先规划

后建设”，逐步实现全域管控。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村庄建设

适度集中，加强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盘活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

地，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逐步提高使用效率。

（三）坚持文化传承，突出地域特色。

尊重自然地貌和和乡土文化，协调好与自然山水环境及原有村庄肌理

的关系，保留村庄的乡土之美。顺应新时代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和乡

风文明建设的变化趋势，彰显黔东南州苗侗风情文化特色、地域特点、乡

土风情和时代特征。

（四）坚持村民参与，体现民生民意。

坚持村民主体，村支两委组织村贤、党员、企业家等能人积极参与，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对规划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群策群力共同做好规划编制工作。

第 4条 规划范围与层次

本次规划范围为黄门村行政区划范围，面积为 2283.89公顷，辖黄门、

登步、塘仁、归旁、归架、老权、西秋 7 个自然寨，共 17 个村民小组。

规划层次：本规划分为村域和自然村(组)两个层次。

第 5条 规划期限

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规划近期为 2021-2025年，远期

为 2026-2035年。

第二章 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第 6条 村庄发展分类

根据《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5）》，对村庄资源禀

赋、人口规模、设施配套、发展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结合上位规划传导

要求，确定黄门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第 7条 村庄发展定位

依托田、水、路、林、村、产等优质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秉承可持续

发展原则，以夯实的农业种养殖为主导产业，继续做大做精，利用良好的

生态资源，发展锥栗种植、薏仁米种植、稻田养鱼、肉猪养殖、辣椒种植、

中草药种植等产业，推动黄门村盘轴滚边绣、侗歌擂台赛、篮球、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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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鸟、行歌坐月等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完善便民设施，提升人居环境，打

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第 8条 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

至 2025年，初步实现村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稳定、生态环境良

好、人居环境优美、精神风貌向好、设施配套完善的美丽乡村。

（二）远期目标

至 2035年，基本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形成多元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

村容村貌和美的生态宜居乡村。

第 9条 发展目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五大振兴”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根据上位规划，构建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多元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村

容村貌和美的生态宜居乡村。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确保规

划期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稳步提升；节约集约利用乡村建设用地，优

化乡村建设用地结构；引导村民组内农户适度集中建房和进行建筑风貌改

造提升，完善村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产

业兴村。结合村庄发展目标，以前瞻性发展为引领，确定如下规划指标表：

表 2.1 黄门村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2142 2265 123 预期性

户籍户数规模(户) 543 583 40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1215.23 1215.23 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154.05 154.05 0 约束性

城镇开发面积(公顷) 0 0 0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183.82 183.82 0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8.24 24.92 -3.32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11 3.74 3.63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16.7 18.46 1.76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170 170 0 约束性

生活垃圾处理率 80% 100% 2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0% 100% 100% 预期性

第 10条 规模预测

（一）人口规模预测

目前规划范围有 543户 2142人，规划期内户籍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为

主，机械增长人口可忽略不计；同时，考虑国家放开三胎政策以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加之乡村振兴的发展，未来黄门村的人口自然增长将

得到稳步提升，故以自然增长人口预测套用综合增长率法模型，结合现状

人口结构、近年人口变化情况，综合村庄发展特征，国家政策等情况分析，

确定村庄规划期内人口规模。

预测至 2025年末，全村户籍总人口 2177人，至 2035年末，全村户籍

总人口 22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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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宅基地需求预测

村域现状宅基地总面积 16.70公顷，结合村庄实际分户需求和一户多

宅等情况梳理，确定规划范围内 40户新增分户需求。按照相关规定要求，

新增宅基地面积每户最高不超过 170平方米，至 2035年，需预留宅基地规

模为 17.38公顷。

第三章 底线管控

第 11条 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 耕地保护

1. 耕地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遏制耕地撂荒现

象。规划至 2035年，黄门村耕地保护面积为 183.82公顷。

2. 耕地占补情况

黄门村规划基期年耕地面积为 187.88公顷，规划期内建设用地占用耕

地 0.595公顷，需落实占补平衡。农业设施建设占用 0公顷，需落实进出

平衡。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恢复地类整理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

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占补平衡。

表 3.1 规划拟占用耕地一览表

面积：公顷

基期年耕地面积 187.88

村庄建设占用

农村宅基地 0.32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2750

交通场站用地 0

公用设施用地 0

留白用地 0

合计 0.595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占用 0.0000

3. 耕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号）、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

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村内已划定永久

基本农田 154.05公顷，空间布局较为集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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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改变用途。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第 12条 生态保护红线

（一）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黄门村村域范围内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1215.23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53.2%。

（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依据《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

第四章 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第 13条 国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调整

遵循自然生态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的原则，优化调整村域空间结构与布局。村庄规划用地主要包括农

用地、建设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地，总面积为 2283.89公顷。

(一)农用地

1.耕地。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履行“占一补一，占

优补优”义务。规划目标年较基期年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增加部分来源于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耕地面积为 187.88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8.23%。较基

期年面积增加 2.01公顷。

2.园地。规划目标年园地面积为 1.59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7%。较

基期年面积减少 0.09公顷。

3.林地。严格执行林地征占用审批制度。规划目标年林地面积为

1808.81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79.2%。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1.25公顷。

4.草地。规划目标年草地面积为 0.33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1%，较

基期年面积增加 0.05公顷。

5.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 12.97公顷，

较基期年面积减少 0.03公顷。

(二)建设用地

盘活存量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30.46公顷，

占村域总面积的 1%，较基期年减少 3.73公顷，规划的建设用地主要为居

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工业用地。

1.村庄用地。相对集中布局新增村庄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规划目标年村庄用地面积为 24.92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较基期年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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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减少 3.32公顷；其中增加农村宅基地 0.68公顷、新增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1.08公顷、新增公用设施用地 0.01公顷、减少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0.25公顷，减少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用地 8.54公顷。

2.区域基础设施用地。规划目标年面积为 4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18%。

3.其他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面积为 1.54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2%。

(三)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自然保护与保留地包括陆地水域和其他土地。规划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面积 241.84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1%。

（四）机动指标

规划预留村庄新增建设用地的 5%为机动指标，即 0.26公顷。

表 4.1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增减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185.87 8.14% 187.88 8.23% 2.01

园地 1.68 0.07% 1.59 0.07% -0.09

林地 1807.56 79.14% 1808.81 79.20% 1.25

草地 0.29 0.01% 0.33 0.01% 0.05

湿地 0.00 0.00% 0.00 0.00% 0.00

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12.55 0.55% 12.55 0.55% 0.0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46 0.02% 0.43 0.02% -0.03

城镇（202 及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16.70 0.73% 17.38 0.76% 0.68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 0.00 0.00% 1.08 0.05% 1.08

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34 0.06% 1.09 0.05% -0.25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2 0.00% 1.30 0.06% 1.28

工业用地 0.00 0.00% 2.35 0.10% 2.35

仓储用地 0.09 0.00% 0.09 0.00% 0.00

交通场站用地 0.24 0.01% 0.20 0.01% -0.04

公用设施用地 0.19 0.01% 0.20 0.01% 0.01

留白用地 0.00 0.00% 0.12 0.01% 0.12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94 0.04% 0.94 0.04% 0.00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8.71 0.38% 0.17 0.01% -8.54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4.00 0.18% 4.00 0.18% 0.00

其他建设用地 1.95 0.09% 1.54 0.07% -0.41

陆地水域 181.11 7.93% 181.11 7.93% 0.00

其他土地 60.19 2.64% 60.74 2.66% 0.55

总计 2283.89 100.00% 2283.89 100.00% —

注：机动指标 0.26公顷暂不计入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第 14条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一)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为落实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规划按照统

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分类管控机制。

以国土空间为依据，按照主导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本次规划划定 4

个一级规划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

3个二级规划分区（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规划分区

最终成果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划定结果为准，因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尚

未批复，本次规划分区成果仅做参考。

1.生态保护区：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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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的陆地自然区域，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区域。划定分区面

积 1215.23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53.21%，主要分布在村域南部。

2.生态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护原貌、强化生态保育

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域自然区域。主要为“双评价”生态极重

要区、公益林、河流以及其他需要强化生态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面积 217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9.50%。

3.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

面积 154.05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6.74%。主要沿村寨周边农田区域。

4.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用

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

民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面积 24.92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09%。

(2) 一般农业区：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93.27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4%。

(3) 林业发展区：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

区域。总面积 579.88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25.38%。

(二)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1.生态保护区：按照《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

〔2019〕48号）、《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管理。

2.生态控制区：采用“名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式

细化管理规定，以保护为主，并应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应依法依规按照

限制开发的要求进行管理，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前

提下，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法定程序、管制规则的前提下，允许适度

开发利用。

3.农田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

4.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用

于乡村发展。

(1)村庄建设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

准入”的管理方式。村庄建设区主要引导重点发展村庄的布局和农村产业

用地布局，区内应优先利用闲置地和荒废地，新增建设用地应符合规划确

定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要求。

(2)一般农业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

采用全域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对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活动进行规划控制。

(3)林业发展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

按照林业生产规范和发展规划进行管理，采用适当的封育和采伐措施，发

展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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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动指标的管控

规划预留0.26公顷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用于保障零星分散的村民居住、

农村公共公益设施、农村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实

行以下管控措施：

（1）机动指标使用总和不得超过 0.26公顷（不超过 5%的新增规划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

（2）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3）机动指标实行台账方式管理，暂不明确具体空间位置，不在规划

图中表达为具体地块，在使用前以原规划用地属性呈现，待建设项目规划

审批通过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时予以落地机动指标、明确规划用

地性质，项目批准后更新村庄规划数据库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系统。

第五章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第 15条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通村道路：现状道路基本满足进村交通需求，后期应做好道路的养

护工作。在村庄主入口处设标识标牌。对部分路段加宽设置错车道，保证

现有道路上留出 6.5米宽的双向车行道，以便车辆顺利通过。

2.通组道路：规划通组路路基宽度不小于 4.5米，满足消防要求，并尽

量环通形成闭合道路；尽端路应在道路交叉口有明显标识，且在道路尽头

设置不小于 12×12米的回车场地。

村内道路已基本硬化，对部分路段进行拓宽处理或加宽设置错车道，

对部分道路进行绿化硬化。

3.宅间路(串户路)：串户路宽度宜控制在 1.5米，田间路、步行道宽度

宜控制在 1.2米。

4.产业道路：规划新建及硬化村庄产业道路宽度为 2.5-3.5米，总长度

7千米，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及产业发展所求。

建筑后退公路管控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各等级公路

外缘起的控制标准为：高速公路不少于 30米、国道不少于 20米、省道不

少于 15米、县道不少于 10米、乡道不少于 5米、村道不少于 3米。

(二)附属设施规划

规划利用活动广场和晒坝设置 5处停车场，缓解村内停车紧张状况，

根据村民新能源车辆购置情况，适当配置充电桩等配套设施。

第 16条 基础设施规划

(一)给水工程设施

黄门村采用高位水池供水，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村庄综合用水指标选取 80升/人·日，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人口为 2265人，总用水量为 181.2m3/天，规划新建 14、15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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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水池 2个，其他村民组现状供水能够满足村民使用。

通过设立警示牌、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加强保护。引导村民使用节水

型器具，培育村民节约用水意识，积极创建节水型村寨。

(二)排水工程设施

规划在村寨内部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式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80%计算，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污水量为

144.96m3/天。自然寨现状无污水处理设施，并满足相关要求，规划在 14、

17组修建 2处地埋式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工程，集中处理污水，处理后的污

水可以用于灌溉农田。对现状排水管进行维修改造。污水处理应达到贵州

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 1424-2019）要求。

雨水充分利用地形就近排放至村寨附近沟渠、水塘以及地势低洼处。

采用多样化的雨水沟渠形式，结合环境整治和道路改造，可推广采用植草

沟渠的形式建设路边排水沟渠。

部分地势低于道路的房屋在道路的靠房屋一侧设置挡水墙，高度原则

上不超过 25cm，同时在房屋一层靠道路侧设置排水沟，用于雨水排水。

由专人或兼职人员定期检查和维护排水系统，禁止倾倒垃圾，保持排

水沟渠的畅通。

(三)电力电信设施

黄门村现有变电器容量基本满足村民生活生产用电需要，未新增变压

器，规划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移动信号已全部覆盖，在村域内新增太

阳能路灯 200盏，对老旧路灯做好维护管理，保障路灯照明稳定。

(四)环境卫生设施

按照《贵州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导则》要求，已在各村寨人口集

中处各设置 1-3处垃圾收集点，采用移动式垃圾收集箱收集转运，后期应

安放分类垃圾桶，做好垃圾的“分类再利用”工作，并及时转运处理，以

保证村内干净整洁。规划新增 1处垃圾收集点，以弥补现状存在的不足。

在 14、17组规划 2座污水处理池，对村民生活排污进行处理，减少环境污

染，改善居住环境。

第 17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以人口规模和分布特征为依据强化对现状资源的评估，了解现有设施

分布、现实使用情况和实际服务容量，摸清短板，查漏补缺。加强居住地

块与生活圈中心、服务设施、公共空间等之间的有效联系，构建步行可达、

活力便捷的生活圈。

（一）文化活动设施

在合适的空间开辟空地建设活动广场，规划新建 1-11组综合文化活动

室，新增 1处对歌台，1处健身广场、1处篮球场，占地面积 5125平方米。

（二）社会福利设施

黄门村委会内均设有文化活动室，提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

以及兼作村级养老服务站等场所。

（三）终身教育设施

幼儿园及小学， 适龄儿童在黄门小学及幼儿园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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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管理设施

保留现状 1个卫生室。

（五）行政管理设施

对现状村委会进行改扩建，完善停车、广场、公共服务等功能，用地

面积为 0.24公顷。

（六）为老服务

规划与新建综合文化活动室合建，占地面积 1030.63㎡。

（七）殡葬服务设施

规划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布局的殡葬服务设施。

表 6.1 村/组层级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配置表

项目类

型
序号

项目名

称

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 服务内容

空间位

置数量 单位

为老服

务
1

老年活

动室
— 公顷 与综合文化室合建 老年人交流、文娱活动等 1-11 组

文化活

动

2

综合文

化活动

室

0.1 公顷

在 1-11 组交叉路口处新建

一处综合文化活动室，合并

建设公厕、停车场

提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

健身、音乐欣赏茶座等功能
1-11 组

3 对歌台 0.06 公顷
在 1-11 组北处增加侗族对

歌台一处

举办各种村民集体活动/民

俗活动、日常健身等活动
1-11 组

4
健身广

场
0.06 公顷

在 13 组现有廊亭处增设健

身广场一处，面积为
提供体育运动场所 13 组

5 篮球场 0.3 公顷
在 1-11 组斗牛场旁建设篮

球场，合建公共厕所
提供体育运动场所 1-11 组

基础设

施

6
垃圾收

集点
1 个 新增垃圾集中收集点

垃圾分类化、容器化、密闭

化和机械化。
16 组

7
公共厕

所

1 个
与新建村民活动中心合建

公厕一个

提供日常环卫服务

1-11 组

1 个
与新建篮球场合建公厕一

个
1-11 组

1 个
与 13 组新建广场合建公厕

一个
12 组

8 小型排 1 个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进行处理，减少环境污 17 组

污设施 染。1 个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14 组

9
照明路

灯
200 盏

各村民组平均增补共200盏

路灯

结合现状新增及维护路灯

180 盏
全村

10
高位水

池

1 处 新建高位水池一处
日常生活用水

17 组

1 处 新建高位水池一处 16 组

公共安

全

11 消防栓 60 个

村委范围建设消防栓，布置

于居民集中点，新增消防栓

共计 60 个

村内消防需求 全村

12
微型消

防站
—— ——

与扩建村委会合建微型消

防站
村内消防需求 1-11 组

13

森林消

防值守

点

—— ——
在现状村委会旁建设森林

消防值守点
村内监测森林火灾避点 1-11 组

14
应急避

难场所
—— ——

利用村内的广场、停车场及

其他开阔场地作为应急避

难场所

村内应急避难场所 1-11 组

15
应急指

挥中心
—— ——

与扩建村委会合建应急指

挥中心
村内应急指挥场所 1-11 组

16
应急医

疗中心
—— ——

与现状卫生室合建应急医

疗中心
村内应急医疗场所 1-11 组

第六章 安全和防灾减灾

第 18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指挥点规划：将村委会所在地规划为行政村的消防指挥点。

2.消防站点：根据《贵州省农村村寨消防导则（试行）》《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消防条例》，规划结合村委会设置 1处微型消防站，配

备消防设施及相应的拆破工具。

3.消防水源规划：本村采用容量不小于 200立方米的高位水池配套给

水管网作为主要消防水源，采用池塘等作为补充消防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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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管网主管管径不小于 100mm，支管（即仅连接 1个消火栓的管网）

管径不小于 65mm。管材的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防腐的镀锌钢管。

管道敷设方式应采取地埋，管顶覆土应按原貌根据地质情况、外部荷载、

管材强度、与其他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一般不小于 0.7m，在松散岩基上

埋设时，管顶覆土不应小于 0.5m，因客观条件不能埋土时，应做好防冻、

防压措施。

规划新增消火栓 60 个，消火栓出口管径 65mm，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80米，保护半径不大于 50米，栓口的压力不应低于 0.2MPa，每个消火栓

附近应设置器材箱，配备 40米 10型消防水带（两卷）、一支消防水枪。

每 50户修建 1个不小于 30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100户修建 1个不

小于 50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50户配备 1台消防机动泵（含 80米 10型

消防水带和 2支水枪），全村配备 2套破拆工具（每套包括板斧 2把、火

叉 4根、火钩 4根、拉绳 2根、电锯 2把，由消防队员负责保养维护），

每户配备 1具干粉灭火器（4KG）。

4.消防疏散：引导将停车场、晒坝、篮球场和广场等作为消防避难场

所。村民集中活动场地（室）、主要路口等场所应设置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的固定消防宣传点；易燃易爆等重点防火区域应设置防火安全警示标志。

第 19条 防洪排涝规划

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

确定防洪除涝标准。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河道整治与绿化、

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策略。

1.对沟渠进行疏浚，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以确保汛期安全。

2.充分利用村庄地形及建设区内部的渠、塘，同时与雨水排放系统相

结合，保证村庄内部雨水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

3.着力修好田、渠、塘，形成灌溉体系，提高防洪抗旱功能。

第 20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居民建房和各类项目建设选址应避开抗震不力地段和地灾易发区域，

防止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不良影响。项目建设禁止破坏植被，防止水土流

失造成的滑坡及崩塌影响，加强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监测，借助测量工具、

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监测灾害体、房屋或构筑物裂缝位移变化。全面建

成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

第 21条 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利用广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人均避难

场所不小于 2平方米。

利用主要村道和次要村道作为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明显标志，同时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 22条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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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的规定，结合村民组的实际情况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方案应

包含如下内容：

一是建立村卫生应急管理小组，成员由村委会成员及村卫生室医生组

成；

二是明确应急小组每个成员的具体职责（如对公众开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教育、做好传染病预防和食品、生活饮用

水、公共场所、企业的卫生工作等）；

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第 23条 抗震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锦屏县

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一般建筑按基本烈度 6 度标准设防，重要建筑在建

设前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确定设防等级；新建建筑推行防震设计审查；

对现有建筑进行防震安全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措施。充分利用村

内农田、广场等空旷场地，作为疏散场所，方便村民就近疏散。

第 24条 气象灾害防治

加强气象灾害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对村民进行气象灾害相关知识

培训。居民点所有建构筑单体，必须按防雷规范进行设计，设置安全的避

雷装置，在自然村地势较高位置，电力设施及其它易燃易爆设施周围设置

避雷设施。同时，对村民建设的房屋，要指导建设避雷设施，并采取必要

的抗风、抗冰雹、抗洪抗旱、防倒春寒措施。

第七章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第 25条 生态修复

结合上位规划及黄门村实际情况，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对村内生态修复项目进行梳理，对现状河流水系水环境进行生态功能提升，

改善村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

1.水生态环境修复

对全村 181.11公顷的河流水面和水库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护

生态平衡，监督截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

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据河流的自然走向和沿

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生态堤岸。

2.森林生态修复

对生态功能受损，生态服务能力减弱的森林进行修复。采取封山育林、

林分改造、抚育间伐、森林生态工程技术等措施进行生态修复。

第 26条 国土综合整治

(一)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对村内 0.276公顷的永久基本农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进

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推

广等措施。从而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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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强农田防护林等生态建设，逐步形成点、线、网、片相结合的生态

系统，通过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提高

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探索推进“小田并

大田”，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

(二)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

加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积极稳妥整合现有耕地周边可开发资源潜力，

以现有耕地为核心，将耕地周边的零星分散、面积较小的其他草地、裸土

地等宜耕后备资源地块，作为耕地周边补充耕地潜力来源，全村约有该类

潜力规模 3.364 公顷，通过实施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项目可确保村域内耕地

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占补平衡。

第八章 历史文化保护

第 27条 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

村庄内部古树名木 7 处，要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名录”进行管控的

要求。当前村内部分古树名木由于受病虫害、措施缺位、技术落后、投入

不足、重视不够等原因影响，出现些许问题，亟待解决，措施如下：

1. 严格执行《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规范新发现古树名

木大树认定工作、完善专项保护长效机制。

2. 争取资金，提升保障能力。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古树名木专项保护

资金，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3. 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管护。对现存古树进行登记挂牌 ，简述其性

状，划定 5米保护区域，加设木栏杆、砌石等方式对古树名木进行隔离保

护，设置保护铭牌，不得擅自毁坏、砍伐或移植，保持其周边环境的风貌

协调控制。

4. 护养并重，增强树木活力。林业部门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

协作机制，积极探索研究古树名木大树复壮养护的措施。

5. 开展宣传，提高保护意识。开展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宣传，通过

在村委会公示栏公示、网络平台、电视、宣传册、自媒体等多种途径，让

村民了解掌握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政策法规和保护常识，从而提高人们的

保护意识，全方位推动相关保护工作。

第九章 村庄建设规划

第 28条 自然村（组）分类

黄门村现有 17个村民小组，根据村域实际情况，1-14组、16组、17

组建设类型为集聚提升类，以保护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发展为主，15

组位于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确为待定类。

第 29条 自然村（组）空间布局

(一)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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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建设边界线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发和集中建设的地

域空间边界。黄门村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为 24.99公顷。

管控要求：

1. 不得擅自在农村居民点管控边界外围新增用地用于村庄建设。

2. 控制区内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相关管控要求。

3. 区内建设用地优先使用村内空闲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 确需扩大的，向上级主管部分提出申请，并充分论证，取得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建设。建设选址首先使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保护村庄生态

环境、古树和古建筑。

5. 村庄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道路、绿地建设用地未经批

准不准更改用途。

(二)居民点建设用地规划

至 2035年，黄门村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 25公顷，其中宅基地用

地 17.88公顷，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08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1.09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 1.3公顷，工业用地 2.35公顷，仓储用地 0.09

公顷，交通场站用地 0.2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0.2公顷，乡村道路用地 0.38

公顷，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0.35公顷。

表10.1 村庄建设用地统计表

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增减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

地
16.70 0.73% 17.38 0.76% 0.68

农村社区

服务设施

用地

0.00 0.00% 1.08 0.05% 1.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34 0.06% 1.09 0.05% -0.25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2 0.00% 1.30 0.06% 1.28

工业用地 0.00 0.00% 2.35 0.10% 2.35

仓储用地 0.09 0.00% 0.09 0.00% 0.00

交通场站用地 0.24 0.01% 0.20 0.01% -0.04

公用设施用地 0.19 0.01% 0.20 0.01% 0.01

留白用地 0.00 0.00% 0.12 0.01% 0.12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94 0.04% 0.94 0.04% 0.00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8.71 0.38% 0.17 0.01% -8.54

村庄用地总计 28.24 0.01 24.92 0.01 -3.32

（三）居民点布局及设施配备

1.12、13组居民点

12、13组居民点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1.92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18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 1处健身活动广场，活动广场与停车场、晾晒场

联合建设，占地约 0.06公顷；新增 1个公共厕，建设锦屏县孟佰水库。

2. 1—11、16组居民点

1—11 组居民点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18.21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72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综合文化活动室 1处，面积 0.1 公顷，老年活动

室、公厕、停车场、晾晒场联合建设，新建对歌台 1处，面积 0.0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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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篮球场 1处，面积 0.3公顷，新增 1个垃圾收集点，新增 2 个公厕，

新建高位水池 1处，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3.14、17组居民点

14、17组居民点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4.19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1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 2处污水处理设施，新建高位水池 1处，保留现

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4.15组居民点

15组居民点位于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属于待定类村寨，至 2035 年划

定村庄建设边界 0.6公顷，规划减少宅基地 0.32公顷。

(四) 建设管控要求

1.建筑选址

依法落实“一户一宅”要求，在规划确定的宅基地范围内新建村民住宅。

2.建筑面积

每户建筑面积应控制在 320 平方米以内，可采取独栋、联排的方式建

设。严格执行《贵州省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17〕

65号）、《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宅基地标

准申请使用宅基地。

3.建筑层高

农村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3层，底层层高原则上不超过 3.6 米，标准层

高原则不超过 3.3米。

4.建筑日照间距

拟建住宅至少一处底层窗台面日照时数达到大寒日 3小时，原地拆旧

建新的建筑日照时数不低于大寒日 1小时，拟建建筑不应使相邻住宅日照

时数小于大寒日 3小时。

5.建筑防火间距

住宅建筑正面间距不小于 6米。山墙面为防火墙时，间距不限；相邻

两座单、多层建筑相邻外墙为不燃性墙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面外

墙上无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洞口的面积之和

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时，其防火间距不小于 3.5米。

6.住宅建筑退让要求

宅基地和主要道路、山体、水体两侧、电力线路相邻时建筑退让距离

必须符合消防、防汛、景观、环保和交通安全等方面要求。新建建筑控制

线距村庄主要道路不少于 3米。

7.公共服务建筑管控要求

新建公共服务建筑应同时满足综合性、特色性及多功能性等基础要求，

公共建筑新增配置以村民使用和支撑产业发展需求为基础，建筑体量适中，

不得浪费土地，且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米。村内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

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文化活动、卫生室、篮球场、教育

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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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乡村特色风貌指引及人居环境整治

第 30条 建筑和聚落风貌指引

根据村庄现有地域要素，包括聚落整体风格特色、居民生活习惯、地

形地貌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注重对村庄自然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利用，建筑布局考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村庄建筑风格整体协调统一，新建建筑强调与原有建筑风貌的协调，

根于传统，延续文脉，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并融入现代处理手法，从建筑布

局、屋顶墙面、门窗装饰等将黔东南州北侗传统风貌建筑质朴、灵动的建

筑风格特征展示出来，体现村庄古朴自然特色，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农村美好生活空间。村庄住宅风貌可参照《黔东南州农村住

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集（试行）》。

新建房屋主要有纯木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三种形式。其中木结

构应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杉木和松木资源，采用榫卯栓销，对柱与枋、枋

与枋、枋与板、板与板等的方式，连结点上运用传统技法的燕尾榫、口袋

榫、肩榫、蝴蝶销、方销等传统工艺，打造适应当地环境的建筑物，使其

充分体现出结构美且合理、轻盈通透、紧密坚固、工艺精巧、造型美观的

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特征。

砖混结构民房应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

体留缝，保持青砖肌理，鼓励加入木质构件及传统建筑符号的装饰，鼓励

采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主墙身为白色，勒脚柱头可为灰色及青砖色，

装饰性的门窗、线条可以为仿木质色，以丰富建筑的色彩层次，突显美丽

乡村村容村貌特色。

砖木结构民房应就地取木材，充分使用杉木及松木等资源，底层墙体

鼓励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留缝，保持青

砖肌理，砖墙以青灰色色调为主，注意与木墙基调色及其它配合色搭配协

调、自然。

第 31条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深入贯彻落实《黔东南州和美城乡“四大行动”》、《黔东南州乡村

庭院美化行动方案》（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村实际，大力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程。

(一) 实施“两清”整治工程

以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为底线，以“清扫卫生、清理整治”为抓手，持续

改善黄门村的村容村貌。

1.清扫卫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对村里村外的白色垃圾、田间地头

的农业包装废弃物、房前屋后的生活垃圾进行一日一清扫、一日一清运，

做到居室、厨房、院落整洁干净，村寨周边道路、农田、公厕清洁卫生；

对村寨沟渠、河道、山塘水库进行一月一疏通，做到水清无味。

2.清理整治。对农户丢弃的大件家具、家庭建筑废弃料、装修废弃物

等大件垃圾以及村内通信线缆“蜘蛛网”进行全面清理；对影响安全、美观

的残垣断壁、破旧危房，以及与村寨不协调的彩钢瓦等“蓝顶”进行全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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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对村寨道路两旁、农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乱搭乱建的建筑物、乱堆

乱放的柴草、乱贴乱挂的广告以及废弃的旱厕、猪牛栏进行全面整治；全

面消除黑臭水体，对病死畜禽尸体、农村厕所粪污、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无

害化处理；做到房前屋后农用物资、农机具及生活杂物摆放有序，村里村

外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二) 实施“庭院三化”工程

1.庭院绿化。深入推进乡村庭院绿化美化，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

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包括拆除了旧房、旧棚、简易厕所〔旱

厕〕、猪牛圈等的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因地选材编制栅栏、搭建棚

架，栽种蔬菜、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

建设一批“微四园”。

2.庭院亮化。对房前屋后、村头寨尾进行亮化，修复或刷新损毁、涂

料脱落褪色的建筑物（墙体），妆点具有当地侗族民族特色的元素，打造

“一村一品、一户一景、一步一韵”的特色美丽庭院。

3.庭院文化。将乡土文化、家风文化融入乡村庭院美化行动。乡村庭

院美化行动纳入村规民约管理，引导农民群众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培育尊

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的文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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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期实施项目安排

第 32条 建设项目实施安排

近期实施项目以解决村庄实际需求为主，以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为目标，至 2025年末，主要实施近期建设项目共 42个项目。

表 12.1 近期建设项目表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空间位置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建设方式 资金来源

数量 单位
单价（万

元）
备注

1
国土空间综合整

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

设
1-11 组

锦屏县 2018 年西北部地区度零星土地开发项目，土地

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

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升耕地质量

0.28 公顷 2 0.56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

安置

12 组 新增宅基地 0.1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 13 组 新增宅基地 0.16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4 1-11 组 新增宅基地 0.74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5 15 组 新增宅基地 0.17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6 17 组 新增宅基地 0.0966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7

道路交通设施
产业路（机耕

道）硬化

12 组——锥栗基

地
新增产业路建设 0.76 公里 30 22.8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8
12 组锥栗基地—

—孟伯村
新增产业路建设 1 公里 30 3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9 13 组——仁丰村 新增产业路建设 0.9 公里 30 27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0
1、11 组——12

组
新增产业路建设 1.3 公里 30 39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1
1、11 组——仁丰

村
新增产业路建设 0.96 公里 30 28.8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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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村级公交站点 1-11 组 1-11 组村入口处新建村级公交站点 1 个 2 2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3
村民集中停车

场
1-11 组 与新建村民活动中心合建停车场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4

市政基础设施

垃圾收集点 16 组 新增垃圾集中收集点 1 个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5

公共厕所

1-11 组 与新建村民活动中心合建公厕一个 1 个 10 1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6 1-11 组 与新建篮球场合建公厕一个 1 个 10 1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7 12 组 与 13 组新建广场合建公厕一个 1 个 10 1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8

小型排污设施

17 组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1 个 50 5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9 14 组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1 个 50 5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0 照明路灯 全村 各村民组平均增补共 200 盏路灯 200 盏 0.25 5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1

高位水池

14 组 新建高位水池一处 1 处 8 8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2 15 组 新建高位水池一处 1 处 8 8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3

公共服务

文化活动-综

合文化活动室
1-11 组

在 1-11 组交叉路口处新建一处综合文化活动室，合并

建设公厕、停车场
0.1 公顷 2000 20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4
文化活动-对

歌台
1-11 组 在 1-11 组北处增加侗族对歌台一处 0.06 公顷 250 15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5
体育健身-健

身广场
13 组 在 13 组现有廊亭处增设健身广场一处，面积为 0.06 公顷 250 15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6
体育健身-篮

球场
1-11 组 在 1-11 组斗牛场旁建设篮球场，合建公共厕所 0.3 公顷 250 75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7
行政管理-村

委会
1-11 组 对原村委会进行扩建，增加停车场、广场 0.24 公顷 80 19.2 扩建 上专资金

28

防灾减灾

消防栓 全村
村委范围建设消防栓，布置于居民集中点，新增消防栓

共计 60 个
60 个 0.1 6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9 微型消防站 1-11 组 与扩建村委会合建微型消防站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30
森林消防值守

点
1-11 组 在现状村委会旁建设森林消防值守点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31 应急避难场所 1-11 组
利用村内的广场、停车场及其他开阔场地作为应急避难

场所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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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应急指挥中心 1-11 组 与扩建村委会合建应急指挥中心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33 应急医疗中心 1-11 组 与现状卫生室合建应急医疗中心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34

产业发展

锥栗加工厂

（展销中心）
1-11 组 在 1-11 组冷库对面建设锥栗加工厂 1处 0.28 公顷 2000 560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5 商业绣坊 1-11 组 在现状小学北处设置商业绣坊一处 0.1 公顷 2000 200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6
民族文化商业

街
1-11 组 在 1-11 组南处道路旁建设民族文化商业街 1 公顷 2000 2000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7
锥栗产业种植

基地
全村 重点发展锥栗为特色产业 —— ——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8 规划水厂 17 组 村庄引进水厂项目 2.06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9

能源、交通、水利

项目

锦屏县九寨农

业光伏电站项

目

16 组
锦屏县九寨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为县级重点项目，待锦屏

县推动
—— —— —— —— 规划新增 ——

40 17 组
锦屏县九寨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为县级重点项目，待锦屏

县推动
—— —— —— —— 规划新增 ——

41
锦屏彦洞抽蓄

项目
17 组 锦屏彦洞抽蓄项目为县级重点项目，待锦屏县推动 —— —— —— —— 规划新增 ——

42
锦屏县孟佰水

库
13 组 锦屏县孟佰水库为县级重点项目，待锦屏县推动 —— —— —— —— 规划新增 ——

合计 34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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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 33条 实施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土地政策。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经营权作为财产入股，实现“农

民变股东”的转变。充分利用土地复垦政策、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

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相关土地政策，解决农村发展用地瓶颈；盘活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房屋，整合零星、分散集体建设用地。

产业政策。科学布局产业，扶持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产业经

营主体，倡导集体经营，降低农民投入风险。

(二)组织保障

成立领导小组。彦洞乡人民政府指导黄门村成立推进规划实施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村庄规划的实施工作和村庄总体发展方向把控。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村规划确定后，各部门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

加强协作，落实村庄规划中相应的建设项目，确保村庄规划建设项目的落

地实施。

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要坚持和明确农民群众在村庄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建立“以奖代补”、“以工代劳”等

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黄门村的发展规

划和建设实施工作。

(三)资金保障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项目整合、政府投入、金融倾斜、资本引

入、农民自筹”等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投入机制，为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建立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机制。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分

别以资金、土地资源等入股，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并通过项目整合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动力。

(四)人才保障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近就地就

业。

依托科研院校、龙头企业等人才优势。探索采取顾问、兼职、技术合

作等多种方式，开展黄精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种养殖专业技术人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人才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成为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能人，更成为思想上认同、情感上融入的村民。

(五)制度保障

加强规划管理。建立村民建房民主议事制度，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规划编制、上报、选址、建设、验收等过程，均由政府监督，村

民全过程参与。

建立田长制制度。以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管

理的责任制为核心，并结合干部考核制度予以落实。

建立河长制制度。以保护水资源等为主要任务，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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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实现河湖功能永

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林长制制度。督促指导本责任区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

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第 34条 村庄规划管理公约

村规民约，共建共享；村民参与，深入人心；

基本农田，不得侵占；生态底线，不可触碰；

违法建房，后果难当；建设边界，不可突破；

全村楼房，面积限制；总数不超，三百二十；

户均宅地，一百七十；控制高度，二层为宜；

高速省道，保持退距；户户之间，应留间距；

集约空间，高效流转；闲置用地，有偿退还；

风貌建筑，全村统一；协调自然，砖木皆宜；

安全生产，切不可忘；秸秆焚烧，意识要强；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消防设施，实时监测；

家禽家畜，严禁乱放；乱倒垃圾，大家遭殃；

房前屋后，收拾妥当；生态宜居，神清气爽；

热心公益，扶助贫弱；孤寡留守，照顾有加；

集体设施，爱护共享；古树名木，禁止砍伐；

抵制黑恶，主动上报；违法行为，村民监督；

红白喜事，从新从简；尊师重教，共育人才；

党员干部，树立榜样；凝心聚力，蒸蒸日上；

规划制定，共同执行；美丽乡村，振兴在望。

第 35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数据库、附表四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36条 规划解释

本规划经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是锦屏县彦洞乡黄门村

村委会的指导性文件。凡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

人，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本规划。本规划的解释

权属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与本规划相关的问题，由锦屏

县彦洞乡人民政府负责协调与解释。

第 37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黔东南州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 38条 规划后期管理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并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变更。规划原则上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评

估后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上位规划调整的，本规划可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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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同步更新。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建议一年为

周期，对已生效的村庄规划进行评估，根据已发生的行政许可、规划调整

等进行更新汇总，使村庄规划始终保持在动态的修订当中，使之能够不断

地指导规划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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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规划指标表

2-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3-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4-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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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2142 2265 123 预期性

户籍户数规模(户) 543 583 40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1215.23 1215.23 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154.05 154.05 0 约束性

城镇开发面积(公顷) 0 0 0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183.82 183.82 0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8.24 24.92 -3.32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11 3.74 3.63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16.7 18.46 1.76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170 170 0 约束性

生活垃圾处理率 80% 100% 2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0% 100% 10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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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增减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185.87 8.14% 187.88 8.23% 2.01

园地 1.68 0.07% 1.59 0.07% -0.09

林地 1807.56 79.14% 1808.81 79.20% 1.25

草地 0.29 0.01% 0.33 0.01% 0.05

湿地 0.00 0.00% 0.00 0.00% 0.0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12.55 0.55% 12.55 0.55% 0.0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46 0.02% 0.43 0.02% -0.03

城镇（202 及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16.70 0.73% 17.38 0.76% 0.68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00 0.00% 1.08 0.05% 1.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34 0.06% 1.09 0.05% -0.25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2 0.00% 1.30 0.06% 1.28

工业用地 0.00 0.00% 2.35 0.10% 2.35

仓储用地 0.09 0.00% 0.09 0.00% 0.00

交通场站用地 0.24 0.01% 0.20 0.01% -0.04

公用设施用地 0.19 0.01% 0.20 0.01% 0.01

留白用地 0.00 0.00% 0.12 0.01% 0.12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94 0.04% 0.94 0.04% 0.00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8.71 0.38% 0.17 0.01% -8.54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4.00 0.18% 4.00 0.18% 0.00

其他建设用地 1.95 0.09% 1.54 0.07% -0.41

陆地水域 181.11 7.93% 181.11 7.93% 0.00

其他土地 60.19 2.64% 60.74 2.66% 0.55

总计 2283.89 100.00% 2283.89 100.00% —



28

附表 3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公

顷)
建设时序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项

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

锦屏县 2018 年西北部地区度零星土地开发项目，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

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

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

0.28 2023-2025

生态修复 河流水系生态环境提升 水环境治理 181.11 2025-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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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空间位置 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建设方式 资金来源

数量 单位
单价（万

元）
备注

1
国土空间综合整

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

设
1-11 组

锦屏县 2018 年西北部地区度零星土地开发项目，土地

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

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升耕地质量

0.28 公顷 2 0.56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

安置

12 组 新增宅基地 0.1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 13 组 新增宅基地 0.16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4 1-11 组 新增宅基地 0.74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5 15 组 新增宅基地 0.17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6 17 组 新增宅基地 0.0966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7

道路交通设施

产业路（机耕

道）硬化

12 组——锥栗基

地
新增产业路建设 0.76 公里 30 22.8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8
12 组锥栗基地—

—孟伯村
新增产业路建设 1 公里 30 3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9 13 组——仁丰村 新增产业路建设 0.9 公里 30 27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0
1、11 组——12

组
新增产业路建设 1.3 公里 30 39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1
1、11 组——仁丰

村
新增产业路建设 0.96 公里 30 28.8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2 村级公交站点 1-11 组 1-11 组村入口处新建村级公交站点 1 个 2 2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3
村民集中停车

场
1-11 组 与新建村民活动中心合建停车场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4

市政基础设施

垃圾收集点 16 组 新增垃圾集中收集点 1 个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5

公共厕所

1-11 组 与新建村民活动中心合建公厕一个 1 个 10 1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6 1-11 组 与新建篮球场合建公厕一个 1 个 10 1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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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2 组 与 13 组新建广场合建公厕一个 1 个 10 1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8

小型排污设施

17 组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1 个 50 5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19 14 组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1 个 50 5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0 照明路灯 全村 各村民组平均增补共 200 盏路灯 200 盏 0.25 5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1

高位水池

14 组 新建高位水池一处 1 处 8 8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2 15 组 新建高位水池一处 1 处 8 8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3

公共服务

文化活动-综

合文化活动室
1-11 组

在 1-11 组交叉路口处新建一处综合文化活动室，合并

建设公厕、停车场
0.1 公顷 2000 200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4
文化活动-对

歌台
1-11 组 在 1-11 组北处增加侗族对歌台一处 0.06 公顷 250 15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5
体育健身-健

身广场
13 组 在 13 组现有廊亭处增设健身广场一处，面积为 0.06 公顷 250 15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6
体育健身-篮

球场
1-11 组 在 1-11 组斗牛场旁建设篮球场，合建公共厕所 0.3 公顷 250 75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7
行政管理-村

委会
1-11 组 对原村委会进行扩建，增加停车场、广场 0.24 公顷 80 19.2 扩建 上专资金

28

防灾减灾

消防栓 全村
村委范围建设消防栓，布置于居民集中点，新增消防栓

共计 60 个
60 个 0.1 6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29 微型消防站 1-11 组 与扩建村委会合建微型消防站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30
森林消防值守

点
1-11 组 在现状村委会旁建设森林消防值守点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31 应急避难场所 1-11 组
利用村内的广场、停车场及其他开阔场地作为应急避难

场所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32 应急指挥中心 1-11 组 与扩建村委会合建应急指挥中心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33 应急医疗中心 1-11 组 与现状卫生室合建应急医疗中心 —— —— —— —— 规划新增 上专资金

34

产业发展

锥栗加工厂

（展销中心）
1-11 组 在 1-11 组冷库对面建设锥栗加工厂 1处 0.28 公顷 2000 560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5 商业绣坊 1-11 组 在现状小学北处设置商业绣坊一处 0.1 公顷 2000 200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6
民族文化商业

街
1-11 组 在 1-11 组南处道路旁建设民族文化商业街 1 公顷 2000 2000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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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锥栗产业种植

基地
全村 重点发展锥栗为特色产业 —— ——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8 规划水厂 17 组 村庄引进水厂项目 2.06 公顷 —— —— 规划新增 社会资金

39

能源、交通、水利

项目

锦屏县九寨农

业光伏电站项

目

16 组
锦屏县九寨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为县级重点项目，待锦屏

县推动
—— —— —— —— 规划新增 ——

40 17 组
锦屏县九寨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为县级重点项目，待锦屏

县推动
—— —— —— —— 规划新增 ——

41
锦屏彦洞抽蓄

项目
17 组 锦屏彦洞抽蓄项目为县级重点项目，待锦屏县推动 —— —— —— —— 规划新增 ——

42
锦屏县孟佰水

库
13 组 锦屏县孟佰水库为县级重点项目，待锦屏县推动 —— —— —— —— 规划新增 ——

合计 34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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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件

附图 1 村域综合现状图

附图 2 村域综合规划图

附图 3 安全和防灾减灾规划图

附图 4 近期建设项目规划图

附图 5 1-11、16 组居民点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附图 6 12、13 组居民点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附图 7 14、17 组居民点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附图 8 15 组居民点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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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 村庄调研会

附件 2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附件 3 村民代表大会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附件 4 彦洞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附件 5 锦屏县空规委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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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庄规划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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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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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公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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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村民代表大会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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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彦洞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已按照乡镇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回复如下：1、针对第 2 条意见，本次已修改，增加了 17 组区域预留饮用水厂用地位置，保障产业发展。2、合理

增加村民宅基地建房用地，尤其增加 17 组宅基地选址。3、已与县级重要项目做好衔接和图斑对比，村庄规划新增建设用地位置与县级重要项目无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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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锦屏县空规委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已按照锦屏县空规委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回复如下：针对 3 条意见，本次已修改.1、由于充电桩无需占地，文本中明确在停车场中合理配置充电

桩。2、已对全村建设用地进行核对，所有建设用地皆避开自然保护地。3、已根据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进行成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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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规划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在乡村振兴上开新

局”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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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2023年 2月 3日）等文件精神，更好地指导锦屏县彦洞乡救民村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村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提供法定依据，特编制《锦屏县彦洞乡救民村村庄

规划（2021-2035年）》。

第 2条 规划依据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订）；

7.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年修订）；

8. 《贵州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2年）；

9.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 技术标准

1.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CECS354：2013）；

4.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5. 《贵州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6. 《贵州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7. 《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8. 《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修订版）；

9、《贵州省村庄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0、《贵州省农房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1、其他相关技术标准。

(三) 政策文件及相关规划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 1月

2日）；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

若干意见》（2019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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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2020年 1月 2日）；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2021年 1月 4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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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4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3年 1月 2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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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

发〔2022〕2号）；

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

的通知》（自然办函〔2021〕907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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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

然资办发〔2020〕57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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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0〕127号）；

14.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号）；

15.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保障实施细则》（黔自然资

发〔2020〕11号）；

16.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工作的

通知》（黔自然资函〔2021〕1228号）；

17.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8.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23年 2月 3日）；

19. 《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

20.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引领助力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3〕372号）；

21. 《黔东南州农村村民建房审查工作要点指引》（试行）；

22. 《黔东南州住建局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农村住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

集（试行版）的通知》（黔东南建通〔2021〕101号）；

23. 《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4. 《锦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及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

25. 锦屏县“三区三线”数据资料；

26. 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资料及其他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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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条 规划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强化底线管控。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设行为，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二）坚持统筹协调，集约节约布局。

加强与《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专项规划衔

接，严格落实上位空间规划的管控要求，整合各系统发展诉求，统筹安排

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对全域空间的所有要素进行统筹安排，做到“先规划

后建设”，逐步实现全域管控。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村庄建设

适度集中，加强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盘活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

地，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逐步提高使用效率。

（三）坚持文化传承，突出地域特色。

尊重自然地貌和乡土文化，协调好与自然山水环境及原有村庄肌理的

关系，保留村庄的乡土之美。顺应新时代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和乡风

文明建设的变化趋势，彰显黔东南州苗侗风情文化特色、地域特点、乡土

风情和时代特征。

（四）坚持村民参与，体现民生民意。

坚持村民主体，村支两委组织村贤、党员、企业家等能人积极参与，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对规划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群策群力共同做好规划编制工作。

第 4条 规划范围与层次

规划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救民村全域国土空间，面积为 1372.0685

公顷，下辖 8个自然寨 9个村民组，分别为救民大寨、万寿、中梅、下赖、

传良、银锥、西月、王包。

规划层次：本规划分为村域和自然村(组)两个层次。

第 5条 规划期限

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规划近期为 2021-2025年，远期

为 2026-2035年。

第二章 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第 6条 村庄发展分类

根据《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5）》，对村庄资源禀

赋、人口规模、设施配套、发展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结合上位规划传导

要求，确定救民村为特色保护类村庄。

第 7条 村庄发展定位

依托田、水、路、林、村、产等优质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结合救民村

优质良田资源优势，通过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集中连片、高产稳产、生态

良好、抗灾能力强的现代农业种植示范区，依托村域集中连片的锥栗，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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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种植西瓜，结合地形特色分区种植油茶和黄精，同时配套建设基础设施

和工业设施，推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增长产业链，建设高效农业种植示

范村。

第 8条 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

至 2025年，初步实现村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稳定、生态环境良

好、人居环境优美、精神风貌向好、设施配套完善的美丽乡村。

（二）远期目标

至 2035年，基本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形成特色文化深度融合、生态文明建设和产

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色明显的田园乡村。

第 9条 发展目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五大振兴”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根据上位规划，构建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

色明显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确保规

划期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稳步提升；节约集约利用乡村建设用地，优

化乡村建设用地结构；引导村民组内农户适度集中建房和进行建筑风貌改

造提升，完善村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产

业兴村。结合村庄发展目标，以前瞻性发展为引领，确定如下规划指标表：

表 2.1 救民村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282 335 53 预期性

户籍户数规模(户) 1064 1264 200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516.6117 516.6117 0.000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119.1150 119.1150 0.0000 约束性

城镇开发面积(公顷) — — —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123.6614 123.6614 0.0000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1.2037 14.9571 3.7533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787 1.6749 1.5962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10.4167 11.8686 1.4519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170 — 约束性

生活垃圾处理率 88% 100% 12%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80% 100% 20% 预期性

注：户籍户数、户籍人口包含集镇所在地户籍户数、户籍人口。

第 10条 规模预测

（一）人口规模预测

目前全村有 282户 1064人，规划期内户籍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

机械增长人口可忽略不计；同时，考虑国家放开三胎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社会结构，加之乡村振兴的发展，未来救民村的人口自然增长将得到

稳步提升，故以自然增长人口预测套用综合增长率法模型，结合现状人口

结构、近年人口变化情况，综合村庄发展特征，国家政策等情况分析，确

定村庄规划期内人口规模。

预测至 2025年末，全村户籍总人口 1131人，至 2035年末，全村户籍

总人口 12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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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宅基地需求预测

村域现状宅基地总面积 10.4167公顷，结合村庄实际分户需求和一户

多宅等情况梳理，确定救民村 53户新增分户需求。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新

增宅基地面积最高不超过 170平方米。

第三章 底线管控

第 11条 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 耕地保护

1. 耕地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遏制耕地撂荒现

象。规划至 2035年，救民村耕地保护面积为 123.6614公顷。

2. 耕地占补情况

救民村规划基期年耕地面积为 124.4247公顷，规划期内建设用地占用

耕地 0.4799公顷，需落实占补平衡。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恢复地

类整理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占补平衡。

表 3.1 规划拟占用耕地一览表

面积：公顷

基期年耕地面积 124.4247

村庄建设占用

农村宅基地 0.3477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322

合计 0.4799

3. 耕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号）、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

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按最新“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19.1150公

顷，空间布局较为集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第 12条 生态保护红线

（一）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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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救民村村域范围内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516.6117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37.65%。

（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依据《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

第四章 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第 13条 国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调整

遵循自然生态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的原则，优化调整村域空间结构与布局。村庄规划用地主要包括农

用地、建设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地，总面积为 1372.0685公顷。

(一)农用地

1.耕地。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履行“占一补一，占

优补优”义务。规划目标年耕地面积为 124.2542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9.06%。

2.园地。规划目标年园地面积为 13.5570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99%，

较基期年面积保持不变。

3.林地。严格执行林地征占用审批制度。规划目标年林地面积为

1158.1774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84.41%，较基期年林地面积减少 3.4211公

顷。

4.草地。规划目标年草地面积为 2.0797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15%，，

较基期年林地面积减少 0.0140公顷。

5.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 13.0534

公顷，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0283公顷，主要增加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二)建设用地

盘活存量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15.4027公

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1.12%，较基期年增加 3.7533公顷，规划的建设用地

主要为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

1.村庄用地。相对集中布局新增村庄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规划目标年村庄用地面积为 14.9571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09%，较基期

年村庄用地面积增加 3.7468公顷；其中增加农村宅基地 1.4519公顷、新增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8930公顷、新增工业用地 1.3100公顷、新增商业

服务业用地0.2862公顷、新增公用设施用地0.1003公顷、减少村庄范围（203）

内的其他用地 0.2527公顷、减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0354公顷，交

通场站用地、乡村道路用地（060102）保持不变。

2.其他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面积为 0.4456公顷，较基期年其他建设

用地面积减少 0.0734公顷。

(三)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自然保护与保留地包括陆地水域和其他土地。规划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面积 45.5440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3.32%。

（四）机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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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

规划预留村庄新增建设用地的 5%为机动指标，即 0.2002公顷。

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

面积增减面 积 比 例 面 积 比 例

耕地 124.4247 9.07% 124.2542 9.06% -0.1705
园地 13.5570 0.99% 13.5570 0.99% 0.0000
林地 1161.5985 84.66% 1158.1774 84.41% -3.4211
草地 2.0937 0.15% 2.0797 0.15% -0.0140
湿地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12.8748 0.94% 12.8438 0.94% -0.031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1503 0.01% 0.2096 0.02% 0.0593
城镇用地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10.4167 0.76% 11.8686 0.87% 1.4519
农村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
0.1308 0.01% 1.0238 0.07% 0.8930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

机关团体用地 0.0354 0.00% 0.0000 0.00% -0.0354
教育用地

（0804） 0.1432 0.01% 0.1432 0.01% 0.0000

工业用地 0.0000 0.00% 1.3100 0.10% 1.3100
公用设施用地 0.0513 0.00% 0.1516 0.01% 0.1003
交通场站用地 0.0204 0.00% 0.0204 0.00% 0.0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787 0.01% 0.3649 0.03% 0.2862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0681 0.00% 0.0681 0.00% 0.0000

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用

地
0.2592 0.02% 0.0065 0.00% -0.2527

村庄用地 11.2037 0.82% 14.9571 1.09% 3.7533
其他建设用地 0.5190 0.04% 0.4456 0.03% -0.0734
陆地水域 2.8091 0.20% 2.8091 0.20% 0.0000
其他土地 42.8375 3.12% 42.7349 3.11% -0.1026

村域总面积 1372.0685 100.00% 1372.0685 100.00% —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注：机动指标 0.2002公顷暂不计入 。

第 14条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一)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为落实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规划按照统

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分类管控机制。

以国土空间为依据，按照主导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本次规划划定 4

个一级规划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

3个二级规划分区（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规划分区

最终成果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划定结果为准，因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尚

未批复，本次规划分区成果仅做参考。

1.生态保护区：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

严格保护的陆地自然区域，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区域。划定分区面

积 516.6117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37.65%，主要分布在村域西部和南部。

2.生态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护原貌、强化生态保育

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域自然区域。主要为“双评价”生态极重

要区、公益林、河流以及其他需要强化生态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面积

120.2549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8.76%。

3.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

面积 159.1102 公顷（图斑面积），占全域总面积的 11.60%。主要沿村寨

周边大坝区域。

4.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用

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

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总面积 15.2310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8

1.11%。

(2) 一般农业区：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17.1565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1.25%。

(3) 林业发展区：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543.7043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39.63%。

(二)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1.生态保护区：按照《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

〔2019〕48号）、《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管理。

2.生态控制区：采用“名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式

细化管理规定，以保护为主，并应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应依法依规按照

限制开发的要求进行管理，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前

提下，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法定程序、管制规则的前提下，允许适度

开发利用。

3.农田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

4.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用

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

入”的管理方式。村庄建设区主要引导重点发展村庄的布局和农村产业

用地布局，区内应优先利用闲置地和荒废地，新增建设用地应符合规划

确定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要求。

(2) 一般农业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采用

全域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对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活动进行规划控制。

(3) 林业发展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按照

林业生产规范和发展规划进行管理，采用适当的封育和采伐措施，发展

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

（三）机动指标的管控

规划预留 0.2002公顷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用于保障零星分散的村民居

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农村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

实行以下管控措施：

（2）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3）机动指标实行台账方式管理，暂不明确具体空间位置，不在规划

图中表达为具体地块，在使用前以原规划用地属性呈现，待建设项目规划

审批通过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时予以落地机动指标、明确规划

（1）机动指标使用总和不得超过 0.2002公顷（不超过 5%的新增规划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用

地性质，项目批准后更新村庄规划数据库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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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第五章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第 15条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通村道路：现状道路基本满足进村交通需求，后期应做好道路的养

护工作。在村庄主入口处设标识标牌。对部分路段加宽设置错车道，保证

现有道路上留出 6.5米宽的双向车行道，以便车辆顺利通过。

2.通组道路：规划通组路路基宽度不小于 4.5米，满足消防要求，并尽

量环通形成闭合道路；尽端路应在道路交叉口有明显标识，且在道路尽头

设置不小于 12×12米的回车场地。

村内道路已基本硬化，对部分路段进行拓宽处理或加宽设置错车道，

对村域内 1条破损道路进行修复，长度约 30米。

3.宅间路(串户路)：串户路宽度宜控制在 1.5米，田间路、步行道宽度

宜控制在 1.2米。

4.产业道路：规划新建及硬化村庄产业道路宽度为 3.5-4.5米，总长度

23.5千米，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及产业发展所求。

建筑后退公路管控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各等级公路

外缘起的控制标准为：高速公路不少于 30米、国道不少于 20米、省道不

少于 15米、县道不少于 10米、乡道不少于 5米、村道不少于 3米。

(二)附属设施规划

规划新增 3处停车场，缓解村内停车紧张状况，其中万寿、银堆新增

停车场兼活动广场，根据村民新能源车辆购置情况，适当配置充电桩等配

套设施，其中田坝、杨家寨停车场兼活动广场功能。

第 16条 基础设施规划

(一)给水工程设施

救民村优先采用集中统一供水，各组采用高位水池供水，水质应达到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村庄综合用水指标选取 80 升/

人·日，至规划期末（2035年）全村总人口为 1264人，总用水量为 101.12m3/

天，现状供水能够满足村民使用。

救民村今后应逐步推进供水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企业化管理，

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通过设立警示牌、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加强保护。

引导村民使用节水型器具，培育村民节约用水意识，积极创建节水型村寨。

(二)排水工程设施

规划在村寨内部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式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80%计算，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污水量为

80.90m3/天。大部分自然寨现状污水已统一处理，并满足相关要求，规划

在万寿、银堆、传良各修建一处，共建三处地埋式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工程，

集中处理污水，处理后的污水可以用于灌溉农田。对现状排水管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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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污水处理应达到贵州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2 1424-2019）要求。

雨水充分利用地形就近排放至村寨附近沟渠、水塘以及地势低洼处。

采用多样化的雨水沟渠形式，结合环境整治和道路改造，可推广采用植草

沟渠的形式建设路边排水沟渠。

部分地势低于道路的房屋在道路的靠房屋一侧设置挡水墙，高度原则

上不超过 25cm，同时在房屋一层靠道路侧设置排水沟，用于雨水排水。

由专人或兼职人员定期检查和维护排水系统，禁止倾倒垃圾，保持排

水沟渠的畅通。

(三)电力电信设施

救民村现有变电器容量基本满足村民生活生产用电需要，未新增变压

器，规划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移动信号已全部覆盖，在村域内维修现

状 96盏损坏路灯，新增太阳能路灯 90盏，对老旧路灯做好维护管理，保

障路灯照明稳定。

(四)环境卫生设施

按照《贵州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导则》要求，已在各村寨人口集

中处各设置 1-3处垃圾收集点，采用移动式垃圾收集箱收集转运，后期应

安放分类垃圾桶，做好垃圾的“分类再利用”工作，并及时转运处理，以

保证村内干净整洁。规划新增 6处垃圾收集点，以弥补现状存在的不足。

第 17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以人口规模和分布特征为依据强化对现状资源的评估，了解现有设施

分布、现实使用情况和实际服务容量，摸清短板，查漏补缺。加强居住地

块与生活圈中心、服务设施、公共空间等之间的有效联系，构建步行可达、

活力便捷的生活圈。

（一）文化活动设施

在救民大寨、万寿、银堆合适的空间开辟空地各建设一处活动广场，

占地面积 3830平方米。

保留现状村委会文化活动室，提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等功能。

在下赖规划新增一处合约食堂，占地面积约 300平方米；银堆结合新

建活动广场设置一处合约食堂；结合下赖合约食堂综合设置红白喜事厅。

（二）社会福利设施

在下赖小学综合设置一处儿童之家，结合救民大寨新增活动广场增加

一处养老服务站，建筑面积 300平方米。

（三）终身教育设施

救民村不独立设置幼儿园及小学，适龄儿童在锦屏县就学。

（四）健康管理设施

保留现状下赖卫生室，占地面积 120平方米。

（五）行政管理设施

保留现状村委会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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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安全和防灾减灾

第 18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指挥点规划：将村委会所在地规划为行政村的消防指挥点。

2.消防站点：根据《贵州省农村村寨消防导则（试行）》、《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消防条例》，规划结合村委会设置 1处微型消防站，

配备消防设施及相应的拆破工具。

3.消防水源规划：本村采用容量不小于 200立方米的高位水池配套给

水管网作为主要消防水源，采用池塘等作为补充消防水源。

给水管网主管管径不小于 100mm，支管（即仅连接 1个消火栓的管网）

管径不小于 65mm。管材的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防腐的镀锌钢管。

管道敷设方式应采取地埋，管顶覆土应按原貌根据地质情况、外部荷载、

管材强度、与其他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一般不小于 0.7m，在松散岩基上

埋设时，管顶覆土不应小于 0.5m，因客观条件不能埋土时，应做好防冻、

防压措施。

规划新增消火栓 10 个，消火栓出口管径 65mm，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80米，保护半径不大于 50米，栓口的压力不应低于 0.2MPa，每个消火栓

附近应设置器材箱，配备 40米 10型消防水带（两卷）、一支消防水枪。

每 50户修建 1个不小于 30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100户修建 1个不

小于 50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50户配备 1台消防机动泵（含 80米 10型

消防水带和 2支水枪），全村配备 2套破拆工具（每套包括板斧 2把、火

叉 4根、火钩 4根、拉绳 2根、电锯 2把，由消防队员负责保养维护），

每户配备 1具干粉灭火器（4KG）。

4.消防疏散：引导将停车场、晒坝、篮球场和广场等作为消防避难场

所。村民集中活动场地（室）、主要路口等场所应设置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的固定消防宣传点；易燃易爆等重点防火区域应设置防火安全警示标志。

第 19条 防洪排涝规划

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

确定防洪除涝标准。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河道整治与绿化、

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策略。

1.对沟渠进行疏浚，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以确保汛期安全。

2.充分利用村庄地形及建设区内部的渠、塘，同时与雨水排放系统相

结合，保证村庄内部雨水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

3.着力修好田、渠、塘，形成灌溉体系，提高防洪抗旱功能。

第 20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西月现存 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灾害影响范围 4.1975公顷，影响户数

15户；规划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设置监测点，严格按照地灾治理方案采取

群测群防、自动化监测、工程治理等方式进行整治。

居民建房和各类项目建设选址应避开抗震不力地段和地灾易发区域，

防止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不良影响。项目建设禁止破坏植被，防止水土流

失造成的滑坡及崩塌影响，加强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监测，借助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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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监测灾害体、房屋或构筑物裂缝位移变化。全面建

成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

第 21条 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利用广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人均避难

场所不小于 2平方米。

利用主要村道和次要村道作为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明显标志，同时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 22条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村民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的规定，结合村民组的实际情况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方案应

包含如下内容：

一是建立村卫生应急管理小组，成员由村委会成员及村卫生室医生组

成；

二是明确应急小组每个成员的具体职责（如对公众开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教育、做好传染病预防和食品、生活饮用

水、公共场所、企业的卫生工作等）；

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第 23条 抗震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锦屏县

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一般建筑按基本烈度 6 度标准设防，重要建筑在建

设前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确定设防等级；新建建筑推行防震设计审查；

对现有建筑进行防震安全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措施。充分利用村

内农田、广场等空旷场地，作为疏散场所，方便村民就近疏散。

第 24条 气象灾害防治

加强气象灾害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对村民进行气象灾害相关知识

培训。居民点所有建构筑单体，必须按防雷规范进行设计，设置安全的避

雷装置，在自然村地势较高位置，电力设施及其它易燃易爆设施周围设置

避雷设施。同时，对村民建设的房屋，要指导建设避雷设施。并采取必要

的抗风、抗冰雹、抗洪抗旱、防倒春寒措施。

第七章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第 25条 生态修复

结合上位规划及救民村实际情况，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对村内生态修复项目进行梳理，对现状河流水系水环境进行生态功能提升，

改善村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

第 26条 国土综合整治

(一) 高标准农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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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村内 100.223公顷的永久基本农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进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科技

推广等措施。从而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加强农田防护林等生态建设，逐步形成点、线、网、片相结合的生

态系统，通过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提

高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

高标准农田。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探索推进“小田

并大田”，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

(二)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

加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积极稳妥整合现有耕地周边可开发资源潜力，

以现有耕地为核心，将耕地周边的零星分散、面积较小的其他草地、裸土

地等宜耕后备资源地块，作为耕地周边补充耕地潜力来源，全村约有该类

潜力规模 138.6660公顷，通过实施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项目可确保村域内耕

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占补平衡。

第八章 历史文化保护

第 27条 保护对象

通过建立村域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的保护体系，

将不同类型的文物古迹与自然景观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相结合，突出历

史文化脉络，构建包括历史建筑、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体系。以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为重点，充分发掘其中的

文化内涵。

表 8.1 历史文化保护类型

序号 大类 保护内容分类 具体保护对象

1
物质文化

彦洞大卡苗侗义军战斗遗址 遗址遗迹

2 古树名木 挂牌古树及古树群

3 非物质

文化

传统习俗文化 苗族服饰、土布制作技艺、民俗

4 文献 族谱、家训、乡规民约、传说、诗词等

第 28条 保护措施

（一）“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适应性管控

划定保护范围，建立资源保护的“红线机制”，有针对性地引导各类

资源的保护，弹性保障发展，变“有限保护”为“有效保护”。

（二）基于“活化”思维的遗存再生性保护

采用“保护+活化”的遗存再生性保护模式，打造遗存保护的“微循

环”， 变“静态遗存”为“活态遗存”。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文

化价值与经济价值而又不影响遗存的保护传承。

第 29条 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

村庄内部古树名木众多，要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名录”进行管控的

要求。当前村内部分古树名木由于受病虫害、措施缺位、技术落后、投入

不足、重视不够等原因影响，出现些许问题，亟待解决，措施如下：

1. 严格执行《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规范新发现古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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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大树认定工作、完善专项保护长效机制。

2. 争取资金，提升保障能力。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古树名木专项保护

资金，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3. 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管护。对现存古树进行登记挂牌 ，简述其性

状，划定 5米保护区域，加设木栏杆、砌石等方式对古树名木进行隔离保

护，设置保护铭牌，不得擅自毁坏、砍伐或移植，保持其周边环境的风貌

协调控制。

4. 护养并重，增强树木活力。林业部门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

协作机制，积极探索研究古树名木大树复壮养护的措施。

5. 开展宣传，提高保护意识。开展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宣传，通过

在村委会公示栏公示、网络平台、电视、宣传册、自媒体等多种途径，让

村民了解掌握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政策法规和保护常识，从而提高人们的

保护意识，全方位推动相关保护工作。

第九章 村庄建设规划

第 30条 自然村（组）分类

救民村现有 8个自然寨 9个村民组，根据村域实际情况，建设类型为

集聚提升类，以保护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发展为主。

第 31条 自然村（组）空间布局

(一) 村庄建设边界

村庄建设边界线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发和集中建设的地

域空间边界。救民村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为 14.9571公顷。

管控要求：

1. 不得擅自在农村居民点管控边界外围新增用地用于村庄建设。

2. 控制区内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相关管控要求。

3. 区内建设用地优先使用村内空闲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 确需扩大的，向上级主管部分提出申请，并充分论证，取得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建设。建设选址首先使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保护村庄生

态环境、古树和古建筑。

5. 村庄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道路、绿地建设用地未经批

准不准更改用途。

(二)居民点建设用地规划

至 2035年，救民村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 14.9571公顷，其中居住

用地 12.8924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1432公顷，工业用地 1.3100

公顷，交通场站用地 0.0204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0.1516公顷，商业服务业

用地 0.3649公顷，乡村道路用地（060102）0.0681公顷。

表9.1 村庄建设用地统计表

村庄

建设

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基期年（公顷） 目标年（公顷）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10.4167 11.8686 1.451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

用地
0.1308 1.0238 0.8930

公共管理 机关团体用地 0.0354 0.0000 -0.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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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

建设

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基期年（公顷） 目标年（公顷）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与公共服

务用地
教育用地（080404） 0.1432 0.1432 0.0000

工业用地 0.0000 1.3100 1.3100
公用设施用地 0.0513 0.1516 0.1003
交通场站用地 0.0204 0.0204 0.0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787 0.3649 0.2862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0681 0.0681 0.0000
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用地 0.2592 0.0065 -0.2527

村庄用地 11.2037 14.9571 3.7533

（三）居民点布局及设施配备

1.下赖居民点

下赖居民点是村委会所在地，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年划定村

庄建设边界 0.9057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0602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一处农村合作社，一座公共厕所，一处合约食堂，保

留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2.中梅居民点

中梅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1.4004公顷，

规划新增宅基地 0.1416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3.救民大寨居民点

救民大寨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4.6363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0607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一处停车场，占地约 600平方米，新增一处活动

广场，占地约 2300平方米，扩建现状斗牛场，占地约 2800平方米；保留

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4.万寿居民点

万寿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2.5824公顷，

规划新增宅基地 0.2674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一处停车场，占地约 400平方米，新建一个地埋

式污水处理池，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5.传良居民点

传良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1.1890公顷，

规划新增宅基地 0.0965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建一个地埋式污水处理池，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等设施。

6.银堆居民点

银堆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1.4530公顷，

规划新增宅基地 0.2659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一处停车场，占地约 400平方米，新增一处活动

广场，占地约 900平方米，结合新增活动广场新增一处合约食堂，新建一

个地埋式污水处理池，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7.西月居民点

西月属于待定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2.0143公顷，规

划新增宅基地 0.0833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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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包居民点

王包属于待定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0.7761 公顷，规

划新增宅基地 0.1147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四) 建设管控要求

1.建筑选址

依法落实“一户一宅”要求，在规划确定的宅基地范围内新建村民住宅。

2.建筑面积

每户建筑面积应控制在 320 平方米以内，可采取独栋、联排的方式建

设。严格执行《贵州省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17〕

65号）、《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宅基地标

准申请使用宅基地。

3.建筑层高

农村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3层，底层层高原则上不超过 3.6 米，标准层

高原则不超过 3.3米。

4.建筑日照间距

拟建住宅至少一处底层窗台面日照时数达到大寒日 3小时，原地拆旧

建新的建筑日照时数不低于大寒日 1小时，拟建建筑不应使相邻住宅日照

时数小于大寒日 3小时。

5.建筑防火间距

住宅建筑正面间距不小于 6米。山墙面为防火墙时，间距不限；相邻

两座单、多层建筑相邻外墙为不燃性墙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面外

墙上无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洞口的面积之和

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时，其防火间距不小于 3.5米。

6.住宅建筑退让要求

宅基地和主要道路、山体、水体两侧、电力线路相邻时建筑退让距离

必须符合消防、防汛、景观、环保和交通安全等方面要求。新建建筑控制

线距村庄主要道路不少于 3米。

7.公共服务建筑管控要求

新建公共服务建筑应同时满足综合性、特色性及多功能性等基础要求，

公共建筑新增配置以村民使用和支撑产业发展需求为基础，建筑体量适中，

不得浪费土地，且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米。村内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

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文化活动、卫生室、篮球场、教育

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第十章 乡村特色风貌指引及人居环境整治

第 32条 建筑和聚落风貌指引

根据村庄现有地域要素，包括聚落整体风格特色、居民生活习惯、地

形地貌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注重对村庄自然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利用，建筑布局考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村庄建筑风格整体协调统一，新建建筑强调与原有建筑风貌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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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于传统，延续文脉，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并融入现代处理手法，从建筑布

局、屋顶墙面、门窗装饰等将黔东南州北侗传统风貌建筑质朴、灵动的建

筑风格特征展示出来，体现村庄古朴自然特色，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农村美好生活空间。村庄住宅风貌可参照《黔东南州农村住

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集（试行）》。

新建房屋主要有纯木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三种形式。其中木结

构应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杉木和松木资源，采用榫卯栓销，对柱与枋、枋

与枋、枋与板、板与板等的方式，连结点上运用传统技法的燕尾榫、口袋

榫、肩榫、蝴蝶销、方销等传统工艺，打造适应当地环境的建筑物，使其

充分体现出结构美且合理、轻盈通透、紧密坚固、工艺精巧、造型美观的

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特征。

砖混结构民房应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

体留缝，保持青砖肌理，鼓励加入木质构件及传统建筑符号的装饰，鼓励

采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主墙身为白色，勒脚柱头可为灰色及青砖色，

装饰性的门窗、线条可以为仿木质色，以丰富建筑的色彩层次，突显美丽

乡村村容村貌特色。

砖木结构民房应就地取木材，充分使用杉木及松木等资源，底层墙体

鼓励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留缝，保持青

砖肌理，砖墙以青灰色色调为主，注意与木墙基调色及其它配合色搭配协

调、自然。

第 33条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深入贯彻落实《黔东南州和美城乡“四大行动”》、《黔东南州乡村

庭院美化行动方案》（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村实际，大力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程。

(一) 实施“两清”整治工程

以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为底线，以“清扫卫生、清理整治”为抓手，持续

改善救民村的村容村貌。

1.清扫卫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对村里村外的白色垃圾、田间地头

的农业包装废弃物、房前屋后的生活垃圾进行一日一清扫、一日一清运，

做到居室、厨房、院落整洁干净，村寨周边道路、农田、公厕清洁卫生；

对村寨沟渠、河道、山塘水库进行一月一疏通，做到水清无味。

2.清理整治。对农户丢弃的大件家具、家庭建筑废弃料、装修废弃物

等大件垃圾以及村内通信线缆“蜘蛛网”进行全面清理；对影响安全、美观

的残垣断壁、破旧危房，以及与村寨不协调的彩钢瓦等“蓝顶”进行全面整

顿；对村寨道路两旁、农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乱搭乱建的建筑物、乱堆

乱放的柴草、乱贴乱挂的广告以及废弃的旱厕、猪牛栏进行全面整治；全

面消除黑臭水体，对病死畜禽尸体、农村厕所粪污、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无

害化处理；做到房前屋后农用物资、农机具及生活杂物摆放有序，村里村

外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二) 实施“庭院三化”工程

1.庭院绿化。深入推进乡村庭院绿化美化，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

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包括拆除了旧房、旧棚、简易厕所〔旱



18

厕〕、猪牛圈等的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因地选材编制栅栏、搭建棚

架，栽种蔬菜、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

建设一批“微四园”。

2.庭院亮化。对房前屋后、村头寨尾进行亮化，修复或刷新损毁、涂

料脱落褪色的建筑物（墙体），妆点具有当地侗族民族特色的元素，打造

“一村一品、一户一景、一步一韵”的特色美丽庭院。

3.庭院文化。将乡土文化、家风文化融入乡村庭院美化行动。乡村庭

院美化行动纳入村规民约管理，引导农民群众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培育尊

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的文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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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期实施项目安排

第 34条 建设项目实施安排

近期实施项目以解决村庄实际需求为主，以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为目标，至 2025 年末，主要实施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共 29个

项目。

表 11.1 近期建设项目表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模

（公顷）

投资规模

（万元）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

综合

整治

项目

高标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

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15.9091
公顷。新建 3.5m宽机耕道 3条，长 3.5km。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

然资源局
15.9091 31.82 财政资金 2021-2025

2 农房

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置 新增农村宅基地 18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

然资源局
0.3634 —— 社会资金 2021-2025

3 基础

设施

项目

村民集中停车场 规划在银堆新增 1处停车场，占地面积 409㎡， 县交通局 0.2654 66.35 财政资金 2021-2025

4 照明路灯 对现状 96盏进行维修更换，新增路灯 90盏。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

兴局
— 46.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5

公共

服务

和公

用设

施项

目

斗牛场 规划在现状斗牛场处进行扩建，扩建面积为 2862㎡ 县文广局 0.2862 71.55 财政资金 2021-2025

6 合作社 规划新增农村合作社一处，面积为 322㎡ 县乡村振兴局 0.0322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7 合约食堂 规划在下赖新增一处合约食堂，占地面积 300㎡，结合银堆新增活动广场设置。 县民宗局 — 4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8 养老服务站
规划结合救民大寨新增合约食堂综合设置养老服务站，建筑面积 300㎡，用于老年人交

流、文娱活动等。
县文广局 — 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9 儿童之家 规划将救民大寨现状小学升级改造为儿童之家以及图书室，用于儿童交流、学习活动等。 县文广局 0.1432 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0 活动广场
规划在救民大寨、万寿、银堆新增 1处活动广场，占地面积分别为 2384㎡、550㎡、896

㎡；举办各种农民文化集体室外活动；其中万寿、银堆与新增停车场合设。
县文广局 0.3830 95.75 财政资金 2021-2025

11 垃圾收集点 结合村民组用地布局在传良、王包新增选址共 6个垃圾收集点 县乡村振兴局 — 2.18 财政资金 2021-2025

12 公共厕所 规划在救民大寨、下赖各新增一处公厕，建筑面积 40㎡。 县乡村振兴局 0.0080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3 小型排污设施 规划在万寿、银堆、传良分别新建地埋式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工程 1座。
州生态环境局锦屏分

局、县乡村振兴局
— 45.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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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防灾

减灾

消防工程 规划在王包、银堆各新增消防水池 1处，按需新增消防管网，新增消防栓 10个。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

村振兴局
— 19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5 微型消防站

在下赖结合村委会综合设置微型消防站 1处，建筑面积 30-80㎡，用于储备消防物资，作

为村民消防队伍的联络点、集结点；成立义务消防队、制定防火公约、消防宣传，开展

经常性和常态化的知识科普和技能培训。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

村振兴局
— 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6 应急避难场所
在各自然村（组）结合乡村绿地、活动广场、空闲地等开阔地带设置避难疏散场地，并

以主要道路作为避难疏散通道，设置明显标志。

县乡村振兴局、县农

业农村局
— 0.9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7 应急指挥中心
结合村委会综合设置应急指挥中心 1处，建筑面积 50㎡，作为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

心、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方案。

县乡村振兴局、县农

业农村局
— 0.15 财政资金 2021-2025

18 应急医疗中心
在下赖结合现状卫生室各综合设置应急医疗中心 1处，建筑面积 50-100㎡，配备相关医

疗急救设施，作为应急医疗急救点。

县乡村振兴局、县农

业农村局
— 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9 人居

环境

整治

项目

庭院绿化工程 全村自然寨集中区域 县乡村振兴局 — 27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0 “微四园”工程

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栽种蔬菜、

食用菌、中药材、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建设微菜（菌）

园、微果园、微花（药、茶）园、微乐园。

县林业局、县农业农

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乡镇党委政府

— 3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1

产业

发展

精品水果种植区
结合现状 700亩锥栗，通过套种西瓜等水果，提升产量，促进村民增收，打造精品水果

种植区。
县农业农村局 — —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2 木材加工厂 规划新增 1处木材加工厂，面积 4479㎡。 县农业农村局 0.4479 895.80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3 锥栗加工厂 规划新增 1处锥栗加工厂，面积 8622㎡。 县农业农村局 0.8862 1772.40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4 油茶种植区 保留现状村域油茶种植约 100亩，规划扩大种植规模约 20亩。 县农业农村局 — 12.00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5 中药材种植区 保留现状村域黄精种植约 100亩，规划扩大种植规模约 10亩。 县农业农村局 — 8.00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6 现代农业种植区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方式打造的高标准农田，

通过按需新增 3.5米的机耕道及增设初加工用房、存储用房等，完善产业配套，拓宽产业

链，提高产业效率；通过油菜、水稻、玉米轮作等方式，提升产量；有利于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县农业农村局 — —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7 产业路建设
在村域范围内硬化现状产业路 9条，路宽 4米，长度共计约 20公里；在村域范围内新建、

硬化产业路 4条，路宽 4米，长度共计约 13.5公里。
县交通局 — 36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8 历史

文化

保护

项目

古树名木保护
为村域内古树建立古树保护范围，设置相应的保护铭牌，打造生态景观节点，突出景观

效果，彰显村庄魅力
县文广局 — 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9 文保单位保护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文保单位保护范围 县文广局 — 3.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合计 — 4169.52 — —



21

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 35条 实施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土地政策。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经营权作为财产入股，实现“农

民变股东”的转变。充分利用土地复垦政策、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

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相关土地政策，解决农村发展用地瓶颈；盘活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房屋，整合零星、分散集体建设用地。

产业政策。科学布局产业，扶持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产业经

营主体，倡导集体经营，降低农民投入风险。

(二)组织保障

成立领导小组。彦洞乡人民政府指导救民村成立推进规划实施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村庄规划的实施工作和村庄总体发展方向把控。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村规划确定后，各部门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

加强协作，落实村庄规划中相应的建设项目，确保村庄规划建设项目的落

地实施。

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要坚持和明确农民群众在村庄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建立“以奖代补”、“以工代劳”等

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救民村的发展规

划和建设实施工作。

(三)资金保障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项目整合、政府投入、金融倾斜、资本引

入、农民自筹”等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投入机制，为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建立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机制。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分

别以资金、土地资源等入股，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并通过项目整合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动力。

(四)人才保障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近就地就

业。

依托科研院校、龙头企业等人才优势。探索采取顾问、兼职、技术合

作等多种方式，开展黄精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种养殖专业技术人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人才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成为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能人，更成为思想上认同、情感上融入的村民。

(五)制度保障

加强规划管理。建立村民建房民主议事制度，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规划编制、上报、选址、建设、验收等过程，均由政府监督，村

民全过程参与。

建立田长制制度。以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管

理的责任制为核心，并结合干部考核制度予以落实。

建立河长制制度。以保护水资源等为主要任务，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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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实现河湖功能永

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林长制制度。督促指导本责任区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

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第 36条 村庄规划管理公约

村规民约，共建共享；村民参与，深入人心；

基本农田，不得侵占；生态底线，不可触碰；

违法建房，后果难当；建设边界，不可突破；

全村楼房，面积限制；总数不超，三百二十；

户均宅地，一百七十；控制高度，二层为宜；

高速省道，保持退距；户户之间，应留间距；

集约空间，高效流转；闲置用地，有偿退还；

风貌建筑，全村统一；协调自然，砖木皆宜；

安全生产，切不可忘；秸秆焚烧，意识要强；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消防设施，实时监测；

家禽家畜，严禁乱放；乱倒垃圾，大家遭殃；

房前屋后，收拾妥当；生态宜居，神清气爽；

热心公益，扶助贫弱；孤寡留守，照顾有加；

集体设施，爱护共享；古树名木，禁止砍伐；

抵制黑恶，主动上报；违法行为，村民监督；

红白喜事，从新从简；尊师重教，共育人才；

党员干部，树立榜样；凝心聚力，蒸蒸日上；

规划制定，共同执行；美丽乡村，振兴在望。

第 37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数据库、附表四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38条 规划解释

本规划经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是锦屏县彦洞乡救民村

村委会的指导性文件。凡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

人，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本规划。本规划的解释

权属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与本规划相关的问题，由锦屏

县彦洞乡人民政府负责协调与解释。

第 39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黔东南州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 40条 规划后期管理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并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变更。规划原则上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评

估后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上位规划调整的，本规划可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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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同步更新。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建议一年为

周期，对已生效的村庄规划进行评估，根据已发生的行政许可、规划调整

等进行更新汇总，使村庄规划始终保持在动态的修订当中，使之能够不断

地指导规划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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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规划指标表

2-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3-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4-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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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282 335 53 预期性

户籍户数规模(户) 1064 1264 200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516.6117 516.6117 0.000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119.1150 119.1150 0.0000 约束性

城镇开发面积(公顷) — — —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123.6614 123.6614 0.0000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1.2037 14.9571 3.7533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787 1.6749 1.5962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10.4167 11.8686 1.4519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170 — 约束性

生活垃圾处理率 88% 100% 12%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80% 100% 2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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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面 积 比 例 面 积 比 例

耕地 124.4247 9.07% 124.2542 9.06% -0.1705
园地 13.5570 0.99% 13.5570 0.99% 0.0000
林地 1161.5985 84.66% 1158.1774 84.41% -3.4211
草地 2.0937 0.15% 2.0797 0.15% -0.0140
湿地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12.8748 0.94% 12.8438 0.94% -0.031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1503 0.01% 0.2096 0.02% 0.0593

城镇用地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10.4167 0.76% 11.8686 0.87% 1.451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308 0.01% 1.0238 0.07% 0.893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机关团体用地 0.0354 0.00% 0.0000 0.00% -0.0354
教育用地（0804） 0.1432 0.01% 0.1432 0.01% 0.0000

工业用地 0.0000 0.00% 1.3100 0.10% 1.3100
公用设施用地 0.0513 0.00% 0.1516 0.01% 0.1003
交通场站用地 0.0204 0.00% 0.0204 0.00% 0.0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787 0.01% 0.3649 0.03% 0.2862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0681 0.00% 0.0681 0.00% 0.0000
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用地 0.2592 0.02% 0.0065 0.00% -0.2527

村庄用地 11.2037 0.82% 14.9571 1.09% 3.7533
其他建设用地 0.5190 0.04% 0.4456 0.03% -0.0734
陆地水域 2.8091 0.20% 2.8091 0.20% 0.0000
其他土地 42.8375 3.12% 42.7349 3.11% -0.1026

村域总面积 1372.0685 100.00% 1372.0685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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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公顷)
建设时序

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

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100.2235公顷。

100.2235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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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模

（公顷）

投资规模

（万元）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

综合

整治

项目

高标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

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15.9091
公顷。新建 3.5m宽机耕道 3条，长 3.5km。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

然资源局
15.9091 31.82 财政资金 2021-2025

2 农房

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置 新增农村宅基地 18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

然资源局
0.3634 —— 社会资金 2021-2025

3 基础

设施

项目

村民集中停车场 规划在银堆新增 1处停车场，占地面积 409㎡， 县交通局 0.2654 66.35 财政资金 2021-2025

4 照明路灯 对现状 96盏进行维修更换，新增路灯 90盏。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

兴局
— 46.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5

公共

服务

和公

用设

施项

目

斗牛场 规划在现状斗牛场处进行扩建，扩建面积为 2862㎡ 县文广局 0.2862 71.55 财政资金 2021-2025

6 合作社 规划新增农村合作社一处，面积为 322㎡ 县乡村振兴局 0.0322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7 合约食堂 规划在下赖新增一处合约食堂，占地面积 300㎡，结合银堆新增活动广场设置。 县民宗局 — 4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8 养老服务站
规划结合救民大寨新增合约食堂综合设置养老服务站，建筑面积 300㎡，用于老年人交

流、文娱活动等。
县文广局 — 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9 儿童之家 规划将救民大寨现状小学升级改造为儿童之家以及图书室，用于儿童交流、学习活动等。 县文广局 0.1432 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0 活动广场
规划在救民大寨、万寿、银堆新增 1处活动广场，占地面积分别为 2384㎡、550㎡、896

㎡；举办各种农民文化集体室外活动；其中万寿、银堆与新增停车场合设。
县文广局 0.3830 95.75 财政资金 2021-2025

11 垃圾收集点 结合村民组用地布局在传良、王包新增选址共 6个垃圾收集点 县乡村振兴局 — 2.18 财政资金 2021-2025
12 公共厕所 规划在救民大寨、下赖各新增一处公厕，建筑面积 40㎡。 县乡村振兴局 0.0080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3 小型排污设施 规划在万寿、银堆、传良分别新建地埋式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工程 1座。
州生态环境局锦屏分

局、县乡村振兴局
— 45.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4

防灾

减灾

消防工程 规划在王包、银堆各新增消防水池 1处，按需新增消防管网，新增消防栓 10个。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

村振兴局
— 19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5 微型消防站

在下赖结合村委会综合设置微型消防站 1处，建筑面积 30-80㎡，用于储备消防物资，作

为村民消防队伍的联络点、集结点；成立义务消防队、制定防火公约、消防宣传，开展

经常性和常态化的知识科普和技能培训。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

村振兴局
— 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6 应急避难场所
在各自然村（组）结合乡村绿地、活动广场、空闲地等开阔地带设置避难疏散场地，并

以主要道路作为避难疏散通道，设置明显标志。

县乡村振兴局、县农

业农村局
— 0.9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7 应急指挥中心
结合村委会综合设置应急指挥中心 1处，建筑面积 50㎡，作为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

心、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方案。

县乡村振兴局、县农

业农村局
— 0.15 财政资金 2021-2025

18 应急医疗中心
在下赖结合现状卫生室各综合设置应急医疗中心 1处，建筑面积 50-100㎡，配备相关医

疗急救设施，作为应急医疗急救点。

县乡村振兴局、县农

业农村局
— 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9 人居

环境

整治

项目

庭院绿化工程 全村自然寨集中区域 县乡村振兴局 — 27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0 “微四园”工程

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栽种蔬菜、

食用菌、中药材、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建设微菜（菌）

园、微果园、微花（药、茶）园、微乐园。

县林业局、县农业农

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乡镇党委政府

— 3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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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业

发展

精品水果种植区
结合现状 700亩锥栗，通过套种西瓜等水果，提升产量，促进村民增收，打造精品水果

种植区。
县农业农村局 — —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2 木材加工厂 规划新增 1处木材加工厂，面积 4479㎡。 县农业农村局 0.4479 895.80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3 锥栗加工厂 规划新增 1处锥栗加工厂，面积 8622㎡。 县农业农村局 0.8862 1772.40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4 油茶种植区 保留现状村域油茶种植约 100亩，规划扩大种植规模约 20亩。 县农业农村局 — 12.00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5 中药材种植区 保留现状村域黄精种植约 100亩，规划扩大种植规模约 10亩。 县农业农村局 — 8.00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6 现代农业种植区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方式打造的高标准农田，

通过按需新增 3.5米的机耕道及增设初加工用房、存储用房等，完善产业配套，拓宽产业

链，提高产业效率；通过油菜、水稻、玉米轮作等方式，提升产量；有利于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县农业农村局 — —
财政资金

社会资金
2021-2025

27 产业路建设
在村域范围内硬化现状产业路 9条，路宽 4米，长度共计约 20公里；在村域范围内新建、

硬化产业路 4条，路宽 4米，长度共计约 13.5公里。
县交通局 — 36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8

历史

文化

保护

项目

古树名木保护
为村域内古树建立古树保护范围，设置相应的保护铭牌，打造生态景观节点，突出景观

效果，彰显村庄魅力
县文广局 — 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9 文保单位保护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文保单位保护范围 县文广局 — 3.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合计 — 4169.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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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附件 2 彦洞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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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意见回复

意见回复：

1、预留宅基地要充分征求村民意见，满足各村需求，宜靠近村庄主要道路

两侧。

回复：已征求村民意见。

2、进一步与各村对接，核实调整各类项目布局，保障各村用地需求。

回复：已采纳。

3、新增 1 处工业用地发展村庄产业。

回复：已采纳。

4、优化调整规划合约食堂位置至新增公厕附近。

回复：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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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回复

已按要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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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规划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在乡村振兴上开新

局”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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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 号）、《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等文件精神，更好地指导锦屏县彦洞乡仁里村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村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提供法定依据，特编制《锦屏县彦洞乡仁里村村庄

规划（2021-2035 年）》。

第 2 条 规划依据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 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7.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

8. 《贵州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2 年）；

9.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 标准规范

1.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CECS354：2013)；

4.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5. 《贵州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6. 《贵州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7. 《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8. 《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修订版)；

9. 其他相关技术标准。

(三) 部门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

的若干意见》(2019 年 1 月 3 日)；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

全面小康的意见》（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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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2021 年 1 月 4 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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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3 年 1 月 2 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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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

发〔2022〕2 号)；

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

的通知》(自然办函〔2021〕907 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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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然

资办发〔2020〕57 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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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0〕127 号)；

14.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 号)；

15.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保障实施细则》（黔自然资

发〔2020〕11 号）；

16.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工作

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1〕1228 号）；

17.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8.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

19. 《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20.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引领助力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3〕372 号）；

21. 《黔东南州农村村民建房审查工作要点指引》（试行）；

22. 《黔东南州住建局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农村住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

集（试行版）的通知》（黔东南建通〔2021〕101 号）；

23. 《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4. 锦屏县“三区三线”数据资料；

25. 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资料及其他政策文件。

第 3 条 规划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强化底线管控。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坚决遏制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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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非农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设行为，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坚持统筹协调，集约节约布局。

加强与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衔接，严格落实上位空间

规划的管控要求，整合各系统发展诉求，统筹安排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

对全域空间的所有要素进行统筹安排，做到“先规划后建设”，逐步实现

全域管控。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村庄建设适度集中，加强国

土空间综合整治，盘活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地，有序推进农村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逐步提高使用效率。

（三）坚持文化传承，突出地域特色。

尊重自然地貌和和乡土文化，协调好与自然山水环境及原有村庄肌理

的关系，保留村庄的乡土之美。顺应新时代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和乡

风文明建设的变化趋势，彰显黔东南州苗侗风情文化特色、地域特点、乡

土风情和时代特征。

（四）坚持村民参与，体现民生民意。

坚持村民主体，村支两委组织村贤、党员、企业家等能人积极参与，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对规划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群策群力共同做好规划编制工作。

第 4 条 规划范围与层次

规划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仁里村全域国土空间，面积为 1197.6479

公顷，下辖 4 个自然寨 8 个村民小组。

规划层次：本规划分为村域和自然村(组)两个层次。

第 5 条 规划期限

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规划近期为 2021-2025 年，远期

为 2026-2035 年。

第二章 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第 6 条 村庄发展分类

根据《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对村庄自然生态条件、

人口规模大小、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交通通达性及村庄内部道路、村

庄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历史文化、未来发展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确定

仁里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第 7 条 村庄发展定位

依托田、水、路、林、村、产等优质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以“稻香仁

里·木秀于林”为村庄名片，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

人文优势、产业优势，打造以现代山地农业、立体林下经济为主的农业示

范村。

第 8 条 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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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目标

至 2025 年，初步实现村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稳定、生态环境良

好、人居环境优美、精神风貌向好、设施配套完善的美丽乡村，全村人均

纯收入稳定在 10000 元/年。

（二）远期目标

至 2035 年，基本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形成优秀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等特色文化

深度融合、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色

明显的田园乡村，全村人均纯收入稳定在 30000 元/年。

第 9 条 规划指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五大振兴”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根据上位规划、《贵州省村庄规

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的要求，结合村庄发展目标，以前瞻性发展为引

领，研究确定如下规划指标表：

表 2.1 仁里村规划指标表

指标 规划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值
变化量

(%)

户籍人口规模（人） 1060 1153 93 8.89%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260.5644 260.5644 —— ——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76.5960 76.5960 —— ——

耕地保有量（公顷） 175.5395 81.7718 -93.7677 0.02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6.1922 12.8579 -3.3343 -0.11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801 0.0801 0.0000 0.68

指标 规划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值
变化量

(%)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8.6932 11.3419 2.6487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200 —— ——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率（%）
100 100 —— ——

注：1.户籍户数、户籍人口包含集镇所在地户籍户数、户籍人口。

2.据实现状数据为 2021 年变更调查数据据实调整后数据

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确保规划期内耕地数量不减少、

质量稳步提升；节约集约利用乡村建设用地，优化乡村建设用地结构；引

导村民组内农户适度集中建房和进行建筑风貌改造提升，完善村域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旅游业促进产业兴村。

第 10 条 规模预测

（一）人口规模预测

目前全村有 246 户 1060 人，规划期内户籍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

机械增长人口可忽略不计；同时，考虑国家放开三胎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社会结构，加之乡村振兴的发展，未来仁里村的人口自然增长将得到

稳步提升，故以自然增长人口预测套用综合增长率法模型，结合现状人口

结构、近年人口变化情况，综合村庄发展特征，国家政策等情况分析，确

定村庄规划期内人口规模。

预测至 2025 年末，全村户籍总人口 1086 人，至 2035 年末，全村户籍

总人口 1060 人。

（二）宅基地需求预测

分户需求：现状适龄未婚及规划期内达到法定适婚年龄（22 岁）的男



5

性默认为具有分户需求的对象，其中一户仅有一个儿子不计入分户需求。

分户需求=现状适婚但未婚男性人数（22 岁以上未婚）+规划期内达到适婚

年龄男性人数（7-21 岁男性）-一户一儿的人数。

村域现状宅基地总面积 8.6932 公顷，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0 公顷，纳

入本次规划范围 8.6932 公顷。根据年龄结构及入户调查分析，结合一户多

宅等情况梳理，仁里村有分户需求的共计 21 户。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新增

宅基地面积最高不超过 170 平方米，至 2035 年，需预留宅基地规模为 4200

平方米。

第三章 底线管控

第 11 条 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 耕地保护

1. 耕地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遏制耕

地撂荒现象。规划至 2035 年，仁里村耕地保护面积为 179.6157 公顷。

2. 耕地变化情况

表 3.1 耕地占补平衡情况

仁里村规划基期年耕地面积为 175.5395 公顷，规划期内建设用地占用

耕地 2.9143 公顷，需落实占补平衡。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恢复地

类整理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占补平衡。

表

面积：公顷

基期年耕地面积 80.05

村庄建设占用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0210

农村宅基地 1.4260

合计 1.447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占用 0.0024

3. 耕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

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

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

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按最新“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76.5960

公顷，空间布局较为集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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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第 12 条 生态保护红线

（一）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仁里村村域范围内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260.5644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31.63%。

（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依据《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

第四章 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第 13 条 国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调整

遵循自然生态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的原则，优化调整村域空间结构与布局。村庄规划用地主要包括农

用地、建设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地，总面积为 823.8533 公顷。

(一) 农用地

1、耕地。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履行“占一补一，占

优补优”义务。规划目标年较基期年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增加部分来源于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耕地面积为 81.7718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9.93%。

2、园地。规划目标年园地面积为 0.0260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03%。

3、林地。严格执行林地征占用审批制度。规划目标年林地面积为

681.5537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82.73%，较基期年林地面积增加 1.46 公顷。

4、草地。规划目标年草地面积为 0.3200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4%，

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0215 公顷。

5、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 8.7361

公顷，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0379 公顷，主要增加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二) 建设用地

盘活存量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12.8579 公

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1.56%，较基期年减少 3.3343 公顷，规划的建设用地

主要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留白用地。

1. 村庄用地。规划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 13.0626 公顷，村庄建设用

地减少 3.1296 公顷。至规划期末，较基期年减少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

用地 6.4409 公顷，新增居住用地 3.1156 公顷，新增公用设施用地 0.0261

公顷，减少广场用地 0.0351 公顷，保持工业用地、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面积不变，新增留白用地 0.2047 公顷。

2. 其他建设用地。减少 0.0770 公顷。

(三) 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自然保护与保留地包括陆地水域和其他土地。规划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面积 112.4516 公顷。

表 4.1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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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现状国土空间用地结构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

内面积

减增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80.0500 9.72% 81.7718 9.93% 1.7218

园地 0.0000 0.00% 0.0260 0.00% 0.0260

林地 680.0925 82.55% 681.5537 82.73% 1.4613

草地 0.2985 0.04% 0.3200 0.04% 0.0215

农业

设施

建设

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8.6261 1.05% 8.6261 1.05% 0.000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720 0.01% 0.1099 0.01% 0.0379

村庄

用地

居住用

地

农村宅基地 8.6932 1.06% 11.3419 1.38% 2.6487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

地
0.2482 0.03% 0.7151 0.09% 0.4669

工业用地 0.0801 0.01% 0.0801 0.01% 0.0000

广场用地 0.0351 0.00% 0.0000 0.00% -0.0351

公用设施用地 0.0000 0.00% 0.0261 0.00% 0.0261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6947 0.08% 0.6947 0.08% 0.0000

留白用地 0.0000 0.00% 0.2047 0.02% 0.2047

村庄范围 (203) 内的其他用地 6.4409 0.78% 0.0000 0.00% -6.4409

其他建设用地 0.0770 0.01% 0.0000 0.00% -0.0770

其他土地 38.4450 4.67% 38.3831 4.66% -0.0618

村域总面积 823.8533 100.00% 823.8533 100.00% 0.0000

注：基期年数据为变更现状数据据实调整后数据；预留机动指标 0.64 公顷采用台账管理方式，暂

不落用地空间布局

第 14 条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一)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为落实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规划按照统

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分类管控机制。

以国土空间为依据，按照主导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本次规划划定 4

个一级规划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

3 个二级规划分区（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规划分区

最终成果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划定结果为准，因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尚

未批复，本次规划分区成果仅做参考。

1. 生态保护区：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

性严格保护的陆地自然区域，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区域。划定分区

面积 260.5644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31.63%。

2. 生态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护原貌、强化生态保

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域自然区域。主要为“双评价”生态极

重要区、公益林、河流以及其他需要强化生态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面积

62.1004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7.54%。

3. 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定分

区面积 76.5960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9.30%。

4.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

用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

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面积 13.0626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59%。

(2) 一般农业区：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8

总面积 46.0375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5.59%。

(3) 林业发展区：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365.4924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44.36%。

(二)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1. 生态保护区：按照《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

〔2019〕48 号）、《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管理。

2. 生态控制区：采用“名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

式细化管理规定，以保护为主，并应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应依法依规按

照限制开发的要求进行管理，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

前提下，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法定程序、管制规则的前提下，允许适

度开发利用。

3. 农田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

4.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

用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

入”的管理方式。村庄建设区主要引导重点发展村庄的布局和农村产业

用地布局，区内应优先利用闲置地和荒废地，新增建设用地应符合规划

确定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要求。

(2) 一般农业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采用

全域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对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活动进行规划控制。

(3) 林业发展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按照

林业生产规范和发展规划进行管理，采用适当的封育和采伐措施，发展

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

第五章 产业发展规划

第 15 条 产业发展定位

结合仁里村资源禀赋和产业现状基础，发展以高效生态农业生产及观

光为主的产业。依托村内优质的农田资源发展高效水稻种植；借助大棚蔬

菜等农作物种植提升农业种植效率，利用山体森林发展林下种养殖经济。

推进“一村一品”工程，拓展庭院经济增值增效空间。打造以旅游业为主

导、绿色生态农业和庭院经济为基础、加工业和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的集聚

提升类村庄。第一产业为主导、第二产业为支撑、第三产业为突破，一二

三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通过发展乡村经济，吸引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吸

引优秀人才助力村庄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内驱力蓬勃壮大，从而实现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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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条 产业空间布局

根据村域土地利用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按照“三生”“三产”融合

发展理念，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空间布局手法，规划仁里村产业发展，

形成以“一心三区”的空间结构。

“一心”——综合服务中心：为寨早行政服务中心，是全村行政办公、

文化宣传、医疗卫生、康体娱乐等功能的集中区。

“三区”——

现代农业种植区：村内区域耕地密集，以无花果、八月瓜以及大棚蔬

菜为主。

生态保育区：以林木种植为主。

林下经济和生态养殖区：发展林下种植项目，对村域内林条件进行研

判后，选择适宜的种植品种进行栽种。适当发展农家乐产业。

第六章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第 17 条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通村道路：现状道路基本满足进村交通需求，后期应做好道路的养

护工作。在村庄主入口处设标识标牌。对部分路段加宽设置错车道，保证

现有道路上留出 6.5 米宽的双向车行道，以便车辆顺利通过。

2.通组道路：规划通组路路基宽度不小于 4.5 米，满足消防要求，并

尽量环通形成闭合道路；尽端路应在道路交叉口有明显标识，且在道路尽

头设置不小于 12×12 米的回车场地。

村内道路已基本硬化，对部分路段进行拓宽处理或加宽设置错车道，

对部分道路进行绿化硬化。

3.宅间路(串户路)：串户路宽度宜控制在 1.5 米，田间路、步行道宽

度宜控制在 1.2 米。

4.产业道路：规划新建及硬化村庄产业道路宽度为 3.5 米—4.5 米，

规划总长度约 11 千米，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及产业发展所求。

(二)建筑后退公路管控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各等级公路

外缘起的控制标准为：高速公路不少于 30 米、国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

少于 15 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 米、村道不少于 3 米。

(三)附属设施规划

规划利用活动广场和晒坝设置 5 处停车场，缓解村内停车紧张状况，

根据村民新能源车辆购置情况，适当配置充电桩等配套设施。

第 18 条 基础设施规划

(一)给水工程设施

仁里村优先采用集中统一供水，各组采用高位水池供水，水质应达到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参照《镇规划标准》

（GB50188-2007）、《贵州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试行）》、《用水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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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地方标准）》（DB52/T 725-2019）相关要求，村

庄综合用水指标选取 80 升/人·日，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人口为

1153 人，总用水量为 93m
3
/天，规划沿用现状供水点，并修缮现状破损的

高位水池，现状供水能够满足村民使用。

仁里村今后应逐步推进供水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企业化管理，

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通过设立警示牌、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加强保护。

引导村民使用节水型器具，培育村民节约用水意识，积极创建节水型村寨。

(二)排水工程设施

规划在村寨内部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式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80%计算，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污水量为

73.79m
3
/天。现状污水处理均采用自然排放，规划将采用分散处理方式，

推进污水处理项目工程建设，在归蒿组、新寨组、归遂组、甘溪组、烂沙

组、桥头组、大坡组、凤形组新增小型排污设施，并完善污水管道建设。

处理后的污水可以用于灌溉农田。对现状排水管进行维修改造。污水处理

应达到贵州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

1424-2019）要求。

雨水充分利用地形就近排放至村寨附近沟渠、水塘以及地势低洼处。

采用多样化的雨水沟渠形式，结合环境整治和道路改造，可推广采用植草

沟渠的形式建设路边排水沟渠。

部分地势低于道路的房屋在道路的靠房屋一侧设置挡水墙，高度原则

上不超过 25cm，同时在房屋一层靠道路侧设置排水沟，用于雨水排水。

由专人或兼职人员定期检查和维护排水系统，禁止倾倒垃圾，保持排

水沟渠的畅通。

(三)电力电信设施

仁里村现有变电器容量基本满足村民生活生产用电需要，未新增变压

器，规划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移动信号已全部覆盖，在村域内新增太

阳能路灯 45 盏，对老旧、损坏路灯做好维护管理，保障路灯照明稳定。

(四)环境卫生设施

按照《贵州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导则》要求，已在各村寨人口集

中处各设置 1-3 处垃圾收集点，采用移动式垃圾收集箱收集转运，后期应

安放分类垃圾桶，做好垃圾的“分类再利用”工作，并及时转运处理，以

保证村内干净整洁。

第 19 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以人口规模和分布特征为依据强化对现状资源的评估，了解现有设施

分布、现实使用情况和实际服务容量，摸清短板，查漏补缺。加强居住地

块与生活圈中心、服务设施、公共空间等之间的有效联系，构建步行可达、

活力便捷的生活圈。

（一）文化活动设施

规划在归乐、大寨、登类、救王分别新建 1 处村民活动广场；增设篮

球、羽毛球、乒乓球、单双杠及其他健身器械；部分广场与村民停车场综

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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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福利设施

提升现状登类寨的综合文化活动室一处，建筑面积 300 ㎡。提供书报

阅览、书画、文娱、健身以及兼作村级养老服务站等场所，占地面积 521.9

平方米。

表 6.1 村/组层级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配置表

要素

分项

序

号

要素名

称

规模

（公顷、

处）

建设方式 服务内容 位置

为老

服务

1
老年活

动室
0.1

结合文化活

动室设置
老年人交流、文娱活动等 仁里大寨

2

老年人

日间照

料中心

0.1
结合文化活

动室设置

为村内老年人提供养老服

务
仁里大寨

文化

活动

3
文化活

动室
0.1 规划新增

提供书报阅览、书画、文

娱、健身、音乐欣赏茶座

等功能

登类寨

4
活动广

场
0.2105 规划新增

举办各种村民集体活动/

民俗活动等
仁里大寨、救王

5
合约食

堂
0.15

结合文化活

动室设置
操办红白喜事 仁里大寨、救王

商业

服务
6

农村快

递配送

点

0.03 规划新增

规划新增农村快递配送点

3处，每处建筑面积

50-100 ㎡。

仁里大寨

市政

及其

他

7
垃圾收

集点
7处 规划新增

垃圾分类化、容器化、密

闭化和机械化。

仁里大寨、救王、

登类、归乐

8
小型排

污设施
4处 规划新增

污水进行处理，减少环境

污染。

仁里大寨、救王、

登类、归乐

9
农业设

施建设
3.57 规划新增

为仁里村生产服务的看护

房、农资农机具存放和提

供与有机水稻产业相关联

的晒坝、分拣包装、保鲜

储存场所等。

全村

10
亮化工

程
—— 规划新增

结合现状新增及维护路灯

45 盏
全村

公共 11 错车道 —— 规划新增 方便车辆会车 全村

要素

分项

序

号

要素名

称

规模

（公顷、

处）

建设方式 服务内容 位置

安全

设施 12
应急通

道
——

结合现状建

设

村民可疏散转移的村道，

主要消防通道有效宽度与

净高不小于 4米。

全村

13
安全设

施
——

结合现状建

设

按规范设置、沿村庄周边

环境高差较大路段设置安

全防护栏，急转弯处设置

转弯镜，陡坡、村寨内部

路段设置减速带。

全村

14
古树群

保护
——

结合现状建

设

防雷防火、动态监测、动

态巡视等。
全村

第七章 安全和防灾减灾

第 20 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指挥点规划：将村委会所在地规划为行政村的消防指挥点。

2.消防水源规划：本村采用容量不小于 200 立方米的高位水池配套给

水管网作为主要消防水源，采用池塘等作为补充消防水源。

给水管网主管管径不小于 100mm，支管（即仅连接 1 个消火栓的管网）

管径不小于 65mm。管材的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防腐的镀锌钢管。

管道敷设方式应采取地埋，管顶覆土应按原貌根据地质情况、外部荷载、

管材强度、与其他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一般不小于 0.7m，在松散岩基上

埋设时，管顶覆土不应小于 0.5m，因客观条件不能埋土时，应做好防冻、

防压措施。

规划新增消火栓 60 个，消火栓出口管径 65mm，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40

米，保护半径不大于 50 米，栓口的压力不应低于 0.2MPa，每个消火栓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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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应设置器材箱，配备 40 米 10 型消防水带（两卷）、一支消防水枪。

每 50 户修建 1 个不小于 30 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100 户修建 1 个不

小于 50 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50 户配备 1 台消防机动泵（含 80 米 10 型

消防水带和 2 支水枪），全村配备 2 套破拆工具（每套包括板斧 2 把、火

叉 4 根、火钩 4 根、拉绳 2 根、电锯 2 把，由消防队员负责保养维护），

每户配备 1 具干粉灭火器（4KG）。

3.消防疏散：引导将停车场、晒坝、篮球场和广场等作为消防避难场

所。村民集中活动场地（室）、主要路口等场所应设置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的固定消防宣传点；易燃易爆等重点防火区域应设置防火安全警示标志。

第 21 条 防洪排涝规划

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因地制

宜确定防洪除涝标准。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河道整治与绿

化、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策略。

1.对沟渠进行疏浚，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以确保汛期安全。

2.充分利用村庄地形及建设区内部的渠、塘，同时与雨水排放系统相

结合，保证村庄内部雨水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

3.着力修好田、渠、塘，形成灌溉体系，提高防洪抗旱功能。

第 22 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居民建房和各类项目建设选址应避开抗震不力地段和地灾易发区域，

防止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不良影响。项目建设禁止破坏植被，防止水土流

失造成的滑坡及崩塌影响，加强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监测，借助测量工具、

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监测灾害体、房屋或构筑物裂缝位移变化。全面建

成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

第 23 条 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利用广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人均避难

场所不小于 2 平方米。

利用主要村道和次要村道作为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明显标志，同时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 24 条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村民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的规定，结合村民组的实际情况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方

案应包含如下内容：

一是建立村卫生应急管理小组，成员由村委会成员及村卫生室医生组

成；

二是明确应急小组每个成员的具体职责（如对公众开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教育、做好传染病预防和食品、生活饮用

水、公共场所、企业的卫生工作等）；

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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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条 抗震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锦屏县

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一般建筑按基本烈度 6 度标准设防，重要建筑在建

设前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确定设防等级；新建建筑推行防震设计审查；

对现有建筑进行防震安全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措施。充分利用村

内农田、广场等空旷场地，作为疏散场所，方便村民就近疏散。

第 26 条 气象灾害防治

加强气象灾害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对村民进行气象灾害相关知识

培训。居民点所有建构筑单体，必须按防雷规范进行设计，设置安全的避

雷装置，在自然村地势较高位置，电力设施及其它易燃易爆设施周围设置

避雷设施。同时，对村民建设的房屋，要指导建设避雷设施。并采取必要

的抗风、抗冰雹、抗洪抗旱、防倒春寒措施。

第八章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第 27 条 生态修复

结合上位规划及仁里村实际情况，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

则对村内生态修复项目进行梳理，对现状河流水系水环境进行生态功能提

升，改善村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

1.水生态环境修复

对全村 6.4663 公顷的河流水面和水库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护

生态平衡，监督截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

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据河流的自然走向和沿

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生态堤岸。

2.森林生态修复

对生态功能受损，生态服务能力减弱的森林进行修复，修复面积

55.4969 公顷。采取封山育林、林分改造、抚育间伐、森林生态工程技术

等措施进行生态修复。

第 28 条 国土综合整治

(一)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对村内 91.0021 公顷的永久基本农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进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科技

推广等措施。修建机耕道 1 条，宽 4.5 米，总长 3 公里。从而提高耕地质

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田防护林等生态

建设，逐步形成点、线、网、片相结合的生态系统，通过改善农田生态环

境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

力。因地制宜推进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在农民自愿前提

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探索推进“小田并大田”，逐步解决细碎化

问题。

(二)建设用地整理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具备盘活潜力的闲置农村宅基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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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进行盘活利用，用于乡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等

建设。对现状废弃、年久失修的闲置房屋、附属建筑进行拆除整理，并按

照“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则林”的原则进行复垦。

第九章 历史文化保护

第 29 条 保护对象

通过建立村域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的保护体系，

将不同类型的文物古迹与自然景观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相结合，突出历

史文化脉络，构建包括历史建筑、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体系。以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为重点，充分发掘其中的

文化内涵。

表 9.1 历史文化保护类型

序号 大类 保护内容分类 具体保护对象

1 物质文化 古树名木 挂牌古树及古树群

2
非物质文化

传统习俗文化 苗族服饰、土布制作技艺、民俗

3 文献 族谱、家训、乡规民约、传说、诗词等

第 30 条 保护原则

（一）保护为主

对现有历史文化要素实行“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严格保护文化遗产，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二）合理利用

坚持统筹规划、保护为主、保用结合，有效挖掘文物蕴含的价值，充

分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

第 31 条 保护目标

挖掘仁里村历史文化资源的核心价值，加强对历史山水、各少数民族

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使其变“静态遗存”为“活态遗存”。

第 32 条 保护措施

（一）“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适应性管控

划定保护范围，建立资源保护的“红线机制”，有针对性地引导各类

资源的保护，弹性保障发展，变“有限保护”为“有效保护”。

（二）基于“活化”思维的遗存再生性保护

采用“保护+活化”的遗存再生性保护模式，打造遗存保护的“微循环”，

变“静态遗存”为“活态遗存”。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与经济价值而又不影响遗存的保护传承。

第十章 村庄建设规划

第 33 条 自然村（组）分类

仁里村现有 4 个集中的自然村寨，8 个村民小组，根据村域实际情况，

建设类型为整治提升类，以保护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发展为主。

第 34 条 自然村（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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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村庄建设边界

村庄建设边界线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发和集中建设的地

域空间边界。仁里村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为 13.0626 公顷。

管控要求：

1. 不得擅自在农村居民点管控边界外围新增用地用于村庄建设。

2. 控制区内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相关管控要求。

3. 区内建设用地优先使用村内空闲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 确需扩大的，向上级主管部分提出申请，并充分论证，取得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建设。建设选址首先使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保护村庄生

态环境、古树和古建筑。

5. 村庄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道路、绿地建设用地未经批

准不准更改用途。

(二)居民点建设用地规划

至 2035 年，仁里村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 13.0626 公顷，其中居住

用地 3.1156 公顷，工业用地 0.0801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0.0261 公顷，乡

村道路用地（060102）0.6947 公顷，留白用地 0.2047 公顷。

表10.1 村庄建设用地统计表

村庄

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基期年（公顷） 目标年（公顷）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8.6932 11.3419 2.6487

农村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
0.2482 0.7151 0.4669

工业用地 0.0801 0.0801 0.0000

村庄

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基期年（公顷） 目标年（公顷）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广场用地 0.0351 0.0000 -0.0351

公用设施用地 0.0000 0.0261 0.0261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6947 0.6947 0.0000

留白用地 0.0000 0.2047 0.2047

村庄范围 (203) 内的其他用地 6.4409 0.0000 -6.4409

合计 16.2692 13.0626 -3.2066

其他建设用地 0.0770 0.0000 -0.0770

（三）居民点布局及设施配备

1.仁里大寨居民点

仁里大寨居民点属于整治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4.0940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7739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 1 处产业路建设及产业设施预留用地；新增 1 处

停车场；新增 1 处公共厕所、2 处停车场、1 处合约食堂；保留现状基础设

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2. 归乐居民点

归乐寨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3.7814 公

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1.0311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建 1 处停车场；新增一处小型排污设施；保留现状

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3. 登类居民点

登类寨属于整治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1.9108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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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7923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建 1 处停车场；新增 1 处公厕；新增 1 处小型排污

设施；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4. 救王居民点

救王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3.2764 公顷，

规划新增宅基地 0.2744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建 1 处停车场；新增 1 处合约食堂；新增 1 处公厕；

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四) 建设管控要求

1.建筑选址

依法落实“一户一宅”要求，在规划确定的宅基地范围内新建村民住

宅。

2.建筑面积

严格控制宅基地规模，新增宅基面积最高不超过 170 平方米。严格执

行《贵州省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17〕65 号）、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宅基地标准申请使

用宅基地。

3.建筑层高

农村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3 层，底层层高原则上不超过 3.6 米，标准层

高原则不超过 3.3 米。

4.建筑日照间距

拟建住宅至少一处底层窗台面日照时数达到大寒日 3 小时，原地拆旧

建新的建筑日照时数不低于大寒日 1 小时，拟建建筑不应使相邻住宅日照

时数小于大寒日 3 小时。

5.建筑防火间距

住宅建筑正面间距不小于 6 米。山墙面为防火墙时，间距不限；相邻

两座单、多层建筑相邻外墙为不燃性墙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面外

墙上无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洞口的面积之和

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时，其防火间距不小于 3.5 米。

6.住宅建筑退让要求

宅基地和主要道路、山体、水体两侧、电力线路相邻时建筑退让距离

必须符合消防、防汛、景观、环保和交通安全等方面要求。新建建筑控制

线距村庄主要道路不少于 3 米。

7.公共服务建筑管控要求

新建公共服务建筑应同时满足综合性、特色性及多功能性等基础要求，

公共建筑新增配置以村民使用和支撑产业发展需求为基础，建筑体量适中，

不得浪费土地，且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 米。村内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

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文化活动、卫生室、篮球场、教育

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8.建筑风貌控制要求

新建和改造建筑风格、立面形式、建筑色彩及使用材料需满足村庄规

划中建筑风貌控制要求，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村庄建、构筑物作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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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的体现主体，是风貌塑造的重点要素，也是乡村建设管控的重要对象，

主要包括用地规模、建筑高度、建筑形态、外观色彩、建筑屋顶等内容，

进行风貌引导。

第十一章 乡村特色风貌指引

第 35 条 建筑和聚落风貌指引

根据村庄现有地域要素，包括聚落整体风格特色、居民生活习惯、地

形地貌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注重对村庄自然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利用，建筑布局考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村庄建筑风格整体

协调统一，新建建筑强调与原有建筑风貌的协调，根于传统，延续文脉，

融入现代处理手法，从建筑布局、屋顶墙面、门窗装饰等将黔东南州传统

建筑质朴、灵动的建筑风格特征展示出来，体现村庄古朴自然特色，实现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农村美好生活空间。

农村住房建设风貌依然要控制其体量，在满足村民生活、生产需求的

同时，因地制宜，结合地形进行布局设计，突显山地特色自然村落风貌，

避免大体量的混凝土建筑破坏村庄的生态机理。建筑形式上更要突出地域

特点，提取村庄的民族文化、地域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民居建设中去，

使其住房风貌、村容村貌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协调共生。

新建房屋主要有纯木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三种形式。其中木结

构应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杉木和松木资源，采用榫卯栓销，对柱与枋、枋

与枋、枋与板、板与板等的方式，连结点上运用传统技法的燕尾榫、口袋

榫、肩榫、蝴蝶销、方销等传统工艺，打造适应当地环境的建筑物，使其

充分体现出结构美且合理、轻盈通透、紧密坚固、工艺精巧、造型美观的

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特征。

砖混结构民房应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谨慎选择现代建材，

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留缝，保持青砖肌理，鼓励加入木质构件及传统建

筑符号的装饰，鼓励采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主墙身为白色，勒脚柱

头可为灰色及青砖色，装饰性的门窗、线条可以为仿木质色，以丰富建筑

的色彩层次，突显美丽乡村村容村貌特色。

砖木结构民房应就地取木材，充分使用杉木及松木等资源，底层墙体

鼓励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留缝，保持青

砖肌理，砖墙以青灰色色调为主，注意与木墙基调色及其它配合色搭配协

调、自然。

第 36 条 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

古树名木是绿色珍宝,是大自然和前人留给我们的活化石、活文物,具

有极高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和科研价值。村庄内部古树名木众多，

要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名录”进行管控的要求。当前村内部分古树名木由

于受病虫害、措施缺位、技术落后、投入不足、重视不够等原因影响，出

现些许问题，亟待解决，措施如下：

1. 严格执行《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规范新发现古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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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大树认定工作、完善专项保护长效机制。

2. 争取资金，提升保障能力。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古树名木专项保护

资金，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3. 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管护。持续推进古树名木挂牌工作，因地制

宜设置保护围栏，组织人员进行日常管护，及时开展抢救复壮、病虫害防

治，严厉打击破坏古树名木大树的行为。

4. 护养并重，增强树木活力。林业部门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

协作机制，积极探索研究古树名木大树复壮养护的措施。

5. 开展宣传，提高保护意识。开展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宣传，通过

在村委会公示栏公示、网络平台、电视、宣传册、自媒体等多种途径，让

村民了解掌握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政策法规和保护常识，从而提高人们的

保护意识，全方位推动相关保护工作。

第 37 条 农业景观提升

塑造特色田园风貌，保护田园整体生态格局，细致处理好水、田、林、

聚落之间四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升其田园景观韵味，打造“四素同构”的

美丽梯田传统农耕样板村。对农田景观进行板块设计，整体保留现状农田

板块格局，利用地形形成镶嵌布局，对农田板块植入特色图案；农田廊道

设计，结合现状田坎分布特征，适当进行加固处理及美化，提升农田廊道

景观风貌；注入特色农田景观小品，通过不同的造型、结构设计和材质应

用，展示传统农耕文化。

第 38 条 重要节点景观风貌规划

村口建筑通过公共建筑、休闲场地等精心设计，体现村庄标志性和公

共性，村口风貌自然、亲切、宜人，村口、公共活动场地等景观节点通过

小品配置、植物造景等营造空间效果。

第 39 条 环境设施小品设计

环境设施小品主要包括场地铺装、围栏、座椅、雕塑、宣传栏、废物

箱等。各类小品主要布置于道路两侧或广场等公共空间，尺度适宜，结合

环境场所要求，营造丰富的村庄环境。

场地铺装，形式应简洁，用材应乡土，利于排水；围栏设计美观大方，

采用通透式，装饰材料宜选用当地天然植物；路灯、指示牌、废物箱等风

格应统一协调。

第 40 条 道路景观

道路两侧绿化充分利用当地物种，乔木种植为主，灌木为辅，错落有

致。应注意利用地方材料，如石板等，建设有地方特色的村庄道路。

第 41 条 景观要素设计指引

环境设施主要包括铺装、桥梁、护栏、坐凳、树池、垃圾桶、指示牌

等，体现地方特色。

铺装：铺装主要包括场地铺装和人行铺装。场地铺装主要采用自然块

石、卵石等自然材料，局部可结合木材铺设。村庄内部人行铺装可采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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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块石等进行铺设。

坐凳：在村委会、文化活动广场、篮球场等各个景观节点设置坐凳。

坐凳形式建议采用石凳、木凳等乡土材质，避免过于城市化，部分坐凳可

结合树池设置。

树池：在公共活动场所周边，可结合种植乔木设置树池，树池采用自

然条石铺砌、灌木种植的形式或卵石自然铺砌，材料选用本地石材，局部

树池可作为坐凳使用。

公厕：村级公共厕所分为独立式、附属式两种，设置在村委会、活动

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独立式村级公共厕所采用生态风格、传统风格和产

业文化风格，与村落整体风貌相协调。村级公厕面积约 30 平方米。

第 42 条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深入贯彻落实《黔东南州乡村庭院美化行动方案》（试行）等文件精

神，结合村实际，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全力推进乡村庭院美

化行动。

(一) 实施“两清”整治工程

以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为底线，以“清扫卫生、清理整治”为抓手，持

续改善仁里村的村容村貌。

1.清扫卫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对村里村外的白色垃圾、田间地头

的农业包装废弃物、房前屋后的生活垃圾进行一日一清扫、一日一清运，

做到居室、厨房、院落整洁干净，村寨周边道路、农田、公厕清洁卫生；

对村寨沟渠、河道、山塘水库进行一月一疏通，做到水清无味。

2.清理整治。对农户丢弃的大件家具、家庭建筑废弃料、装修废弃物

等大件垃圾以及村内通信线缆“蜘蛛网”进行全面清理；对影响安全、美

观的残垣断壁、破旧危房，以及与村寨不协调的彩钢瓦等“蓝顶”进行全

面整顿；对村寨道路两旁、农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乱搭乱建的建筑物、

乱堆乱放的柴草、乱贴乱挂的广告以及废弃的旱厕、猪牛栏进行全面整治；

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对病死畜禽尸体、农村厕所粪污、农村生活污水进行

无害化处理；做到房前屋后农用物资、农机具及生活杂物摆放有序，村里

村外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二) 实施“庭院三化”工程

1.庭院绿化。深入推进乡村庭院绿化美化，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

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包括拆除了旧房、旧棚、简易厕所〔旱

厕〕、猪牛圈等的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因地选材编制栅栏、搭建棚

架，栽种蔬菜、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

建设一批“微四园”。

2.庭院亮化。对房前屋后、村头寨尾进行亮化，修复或刷新损毁、涂

料脱落褪色的建筑物（墙体），妆点具有当地苗族民族特色的元素，打造

“一村一品、一户一景、一步一韵”的特色美丽庭院。

3.庭院文化。将乡土文化、家风文化、个人爱好融入乡村庭院美化行

动。乡村庭院美化行动纳入村规民约管理，引导农民群众改变不良生活习

惯，培育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的文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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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近期实施项目安排

第 43 条 建设项目实施安排

表 12.1 近期建设项目表

近期实施项目以解决村庄实际需求为主，以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为目标，至 2025 年末，主要实施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共 25 个

项目。

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

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综

合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

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

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为 91.0021 公顷。

农业农村局 91.0021 18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
生态修复

项目

山塘、沟渠生态提升 水体生态治理和驳岸环境整治 林业局 6.6035 19.81 财政资金 2021-2025

3 森林质量提升 包括森林抚育及低产低效林改造工程 林业局 683.0301 8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4

产业发展

项目

林下养鸡 充分利用林地条件，林下养鸡，规模约 1-2 万羽。 工信局 —— 100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本
2021-2025

5 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用地
规划在各村民组规划设置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用地，增设

晒坝、初加工设施等
农业农村局 —— 20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本
2021-2025

6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置 规划在各村民组处设置集中建房点 农业农村局 1.2929 —— 财政资金 2021-2025

7 便民服务 便民商店 — 0.0500 0.75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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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

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8 路灯补充完善 交通局 45.0000 1.35 财政资金 2021-2025

9 文化活动 修缮现状文化活动室 民宗局 0.0522 1.04 财政资金 2021-2025

10 社会福利 新建合约食堂 卫生健康局 0.1467 29.33 财政资金 2021-2025

11 娱乐休闲 修缮活动广场 交通局 0.3260 2.61 财政资金 2021-2025

12

基础设施

新建公共厕所 卫生健康局 0.0901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3 垃圾收集点建设 卫生健康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14 改造供水系统（扩建高位水池） 水务局 0.0500 1.2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5 改造电力系统 供电局 — 5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6 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 水务局 4处 4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7 新建停车场 交通局 0.3397 84.92 财政资金 2021-2025

18

防灾安全保

障

安全标识

新增安全标识 应急管理部门 — 1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9 改造避难场所 应急管理部门 0.6657 53.25 财政资金 2021-2025

20

消防安全

新建消防栓 应急管理部门 — 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1 新建消防水池 应急管理部门 3处 3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2 新建消防管网 应急管理部门 — 6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3 修缮消防器材室 应急管理部门 1处 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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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

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24
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

民居改造 传统民居室内改造和外立面整治示范 乡村振兴局 — 18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5 庭院改造 实施庭院绿化工程 乡村振兴局 — 801.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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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 44 条 实施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土地政策。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经营权作为财产入股，实现“农

民变股东”的转变。充分利用土地复垦政策、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

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相关土地政策，解决农村发展用地瓶颈；盘活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房屋，整合零星、分散集体建设用地。

产业政策。科学布局产业，扶持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产业经

营主体，倡导集体经营，降低农民投入风险。

(二)组织保障

成立领导小组。彦洞乡人民政府指导仁里村成立推进规划实施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村庄规划的实施工作和村庄总体发展方向把控。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村规划确定后，各部门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

加强协作，落实村庄规划中相应的建设项目，确保村庄规划建设项目的落

地实施。

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要坚持和明确农民群众在村庄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建立“以奖代补”、“以工代劳”等

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仁里村的发展规

划和建设实施工作。

(三)资金保障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项目整合、政府投入、金融倾斜、资本引

入、农民自筹”等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投入机制，为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建立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机制。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分

别以资金、土地资源等入股，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并通过项目整合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动力。

(四)人才保障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近就地就

业。

依托科研院校、龙头企业等人才优势。探索采取顾问、兼职、技术合

作等多种方式，开展黄精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种养殖专业技术人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人才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成为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能人，更成为思想上认同、情感上融入的欧阳人。

(五)制度保障

加强规划管理。建立村民建房民主议事制度，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规划编制、上报、选址、建设、验收等过程，均由政府监督，村

民全过程参与。

建立田长制制度。以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管

理的责任制为核心，并结合干部考核制度予以落实。

建立河长制制度。以保护水资源等为主要任务，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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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实现河湖功能永

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林长制制度。督促指导本责任区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

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第 45 条 村庄规划管理公约

村规民约，共建共享；村民参与，深入人心；

基本农田，不得侵占；生态底线，不可触碰；

违法建房，后果难当；建设边界，不可突破；

全村楼房，面积限制；总数不超，三百二十；

户均宅地，一百七十；控制高度，二层为宜；

高速省道，保持退距；户户之间，应留间距；

集约空间，高效流转；闲置用地，有偿退还；

风貌建筑，全村统一；协调自然，砖木皆宜；

安全生产，切不可忘；秸秆焚烧，意识要强；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消防设施，实时监测；

家禽家畜，严禁乱放；乱倒垃圾，大家遭殃；

房前屋后，收拾妥当；生态宜居，神清气爽；

热心公益，扶助贫弱；孤寡留守，照顾有加；

集体设施，爱护共享；古树油茶，禁止砍伐；

抵制黑恶，主动上报；违法行为，村民监督；

红白喜事，从新从简；尊师重教，共育人才；

党员干部，树立榜样；凝心聚力，蒸蒸日上；

规划制定，共同执行；美丽乡村，振兴在望。

第 46 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数据库、附表四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47 条 规划解释

本规划经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是锦屏县彦洞乡仁里村

村委会的指导性文件。凡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

人，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本规划。本规划的解释

权属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与本规划相关的问题，由锦屏

县彦洞乡人民政府负责协调与解释。

第 48 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黔东南州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 49 条 规划后期管理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并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变更。规划原则上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评

估后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上位规划调整的，本规划可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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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同步更新。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建议一年为

周期，对已生效的村庄规划进行评估，根据已发生的行政许可、规划调整

等进行更新汇总，使村庄规划始终保持在动态的修订当中，使之能够不断

地指导规划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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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规划指标表

2-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3-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4-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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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指标表

指标 规划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值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1060 1153 93 8.77%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260.5644 260.5644 —— ——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76.5960 76.5960 —— ——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80.1056 80.1056 0.0000 0.00%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6.1922 12.8579 -3.3343 -20.59%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801 0.0801 0.0000 0.00%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8.6932 11.3419 2.6487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200 —— —— 约束性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 100 100 —— —— 预期性

注：据实现状数据为 2021 年变更调查数据据实调整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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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面积减增
面积 面积

耕地 80.0500 81.7718 1.7218

园地 0.0000 0.0260 0.0260

林地 680.0925 681.5537 1.4613

草地 0.2985 0.3200 0.0215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8.6261 8.6261 0.000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720 0.1099 0.0379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8.6932 11.3419 2.6487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2482 0.7151 0.4669

工业用地 0.0801 0.0801 0.0000

广场用地 0.0351 0.0000 -0.0351

公用设施用地 0.0000 0.0261 0.0261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6947 0.6947 0.0000

留白用地 0.0000 0.2047 0.2047

村庄范围 (203) 内的其他用地 6.4409 0.0000 -6.4409

其他建设用地 0.0770 0.0000 -0.0770

其他土地 38.4450 38.3831 -0.0618

村域总面积 823.8533 823.8533 0.0000

注：基期年数据为变更现状数据据实调整后数据；预留机动指标 0.64 公顷采用台账管理方式，暂不落用地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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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建设时序

1

农用地整理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可复垦未利用地、灌木林地、园地、闲置建设用地等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为耕地，规模

10.5950 公顷。
10.59 2025

2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

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91.0021 公顷。
91.00 2025

2 生态修复 对生态功能受损，生态服务能力减弱的森林进行修复，修复面积 55.4969 公顷 55.50 2025

3 河道整治 对全村 6.4663 公顷的河流水面和水库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 6.47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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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

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综

合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

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

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为 91.0021 公顷。

农业农村局 91.0021 18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
生态修复

项目

山塘、沟渠生态提升 水体生态治理和驳岸环境整治 林业局 6.6035 19.81 财政资金 2021-2025

3 森林质量提升 包括森林抚育及低产低效林改造工程 林业局 683.0301 8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4

产业发展

项目

林下养鸡 充分利用林地条件，林下养鸡，规模约 1-2 万羽。 工信局 —— 100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本
2021-2025

5 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用地
规划在各村民组规划设置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用地，增设

晒坝、初加工设施等
农业农村局 —— 20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本
2021-2025

6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置 规划在各村民组处设置集中建房点 农业农村局 1.2929 —— 财政资金 2021-2025

7
便民服务

便民商店 — 0.0500 0.75 财政资金 2021-2025

8 路灯补充完善 交通局 45.0000 1.35 财政资金 2021-2025

9 文化活动 修缮现状文化活动室 民宗局 0.0522 1.04 财政资金 2021-2025

10 社会福利 新建合约食堂 卫生健康局 0.1467 29.33 财政资金 2021-2025

11 娱乐休闲 修缮活动广场 交通局 0.3260 2.61 财政资金 2021-2025

12

基础设施

新建公共厕所 卫生健康局 0.0901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3 垃圾收集点建设 卫生健康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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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

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4 改造供水系统（扩建高位水池） 水务局 0.0500 1.2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5 改造电力系统 供电局 — 5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6 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 水务局 4处 4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7 新建停车场 交通局 0.3397 84.92 财政资金 2021-2025

18

防灾安全保

障

安全标识

新增安全标识 应急管理部门 — 1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9 改造避难场所 应急管理部门 0.6657 53.25 财政资金 2021-2025

20

消防安全

新建消防栓 应急管理部门 — 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1 新建消防水池 应急管理部门 3处 3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2 新建消防管网 应急管理部门 — 6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3 修缮消防器材室 应急管理部门 1处 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4
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

民居改造 传统民居室内改造和外立面整治示范 乡村振兴局 — 18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5 庭院改造 实施庭院绿化工程 乡村振兴局 — 801.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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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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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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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彦洞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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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回复：

一、共性意见

1.预留宅基地要充分征求村民意见，满足各村需求，宜靠近村庄主要道路

两侧。

意见回复：已充分征求村民意见。

2.进一步与各村对接，核实调整各类项目布局，保障各村用地需求。

意见回复：已落实村庄建设各类项目用地。

二、个性意见

(三)仁里村

1.新增农村宅基地;

意见回复：已落实新增宅基地。

2.优化调整规划合约食堂位置;

意见回复：已落实优化。

3.建议进一步细化污水处理设施规划。

意见回复：已落实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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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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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回复：

1.编制单位要与乡镇核对好近期项目表的实施业主及资金来源相

关信息。

意见回复：已落实与业主进一步沟通。

2.编制单位进一步校对文本内容，修改完善后，按照《贵州省村

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 修订版)》提交成果数据。由彦洞乡人

民政府报送县人民政府审批实施。

意见回复：已落实，后续完善后将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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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县自然资源局和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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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村庄规划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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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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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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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规划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在乡村振兴上开新

局”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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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 号）、《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等文件精神，更好地指导锦屏县彦洞乡彦洞村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村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提供法定依据，特编制《锦屏县彦洞乡彦洞村村庄

规划（2021-2035 年）》。

第 2 条 规划依据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 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7.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

8. 《贵州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2 年）；

9.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 标准规范

1.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CECS354：2013)；

4.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5. 《贵州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6. 《贵州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7. 《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8. 《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修订版)；

9. 其他相关技术标准。

(三) 部门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

的若干意见》(2019 年 1 月 3 日)；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

全面小康的意见》（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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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2021 年 1 月 4 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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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3 年 1 月 2 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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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

发〔2022〕2 号)；

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

的通知》(自然办函〔2021〕907 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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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然

资办发〔2020〕57 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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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0〕127 号)；

14.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 号)；

15.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保障实施细则》（黔自然资

发〔2020〕11 号）；

16.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工作

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1〕1228 号）；

17.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8.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

19. 《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20.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引领助力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3〕372 号）；

21. 《黔东南州农村村民建房审查工作要点指引》（试行）；

22. 《黔东南州住建局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农村住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

集（试行版）的通知》（黔东南建通〔2021〕101 号）；

23. 《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4. 锦屏县“三区三线”数据资料；

25. 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资料及其他政策文件。

第 3 条 规划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强化底线管控。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坚决遏制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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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非农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设行为，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坚持统筹协调，集约节约布局。

加强与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衔接，严格落实上位空间

规划的管控要求，整合各系统发展诉求，统筹安排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

对全域空间的所有要素进行统筹安排，做到“先规划后建设”，逐步实现

全域管控。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村庄建设适度集中，加强国

土空间综合整治，盘活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地，有序推进农村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逐步提高使用效率。

（三）坚持文化传承，突出地域特色。

尊重自然地貌和和乡土文化，协调好与自然山水环境及原有村庄肌理

的关系，保留村庄的乡土之美。顺应新时代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和乡

风文明建设的变化趋势，彰显黔东南州苗侗风情文化特色、地域特点、乡

土风情和时代特征。

（四）坚持村民参与，体现民生民意。

坚持村民主体，村支两委组织村贤、党员、企业家等能人积极参与，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对规划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群策群力共同做好规划编制工作。

第 4 条 规划范围与层次

规划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彦洞村全域国土空间，面积为 2498.6997

公顷，其中，彦洞村已编制村庄规划，本轮规划仅涉及登宜片及采芹片，

国土面积为 1197.6479 公顷，下辖 4 个自然寨 5 个村民小组。

规划层次：本规划分为村域和自然村(组)两个层次。

第 5 条 规划期限

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规划近期为 2021-2025 年，远期

为 2026-2035 年。

第二章 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第 6 条 村庄发展分类

根据《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对村庄自然生态条件、

人口规模大小、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交通通达性及村庄内部道路、村

庄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历史文化、未来发展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确定

彦洞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第 7 条 村庄发展定位

依托田、水、路、林、村、产等优质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以“产业利

民·秀丽乡村”为村庄名片，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

人文优势、产业优势，打造以现代山地农业、精良加工、立体林下经济为

主的农业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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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 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

至 2025 年，初步实现村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稳定、生态环境良

好、人居环境优美、精神风貌向好、设施配套完善的美丽乡村，全村人均

纯收入稳定在 12000 元/年。

（二）远期目标

至 2035 年，基本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形成优秀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等特色文化

深度融合、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色

明显的田园乡村，全村人均纯收入稳定在 35000 元/年。

第 9 条 规划指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五大振兴”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根据上位规划、《贵州省村庄规

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的要求，结合村庄发展目标，以前瞻性发展为引

领，研究确定如下规划指标表：

表 2.1 彦洞村规划指标表

指标 规划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值
变化量

(%)

户籍人口规模（人） 1220 1327 107 8.77%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501.4988 501.4988 —— ——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65.0249 65.0249 —— ——

耕地保有量（公顷） 91.6533 91.6533 0.0000 0.00%

指标 规划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值
变化量

(%)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6.5154 13.9729 -2.5425 -15.39%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1297 0.2791 0.1494 115.18%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7.7498 8.7063 0.9565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200 —— ——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率（%）
100 100 —— ——

注：1.户籍户数、户籍人口包含集镇所在地户籍户数、户籍人口。

2.据实现状数据为 2021 年变更调查数据据实调整后数据

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确保规划期内耕地数量不减少、

质量稳步提升；节约集约利用乡村建设用地，优化乡村建设用地结构；引

导村民组内农户适度集中建房和进行建筑风貌改造提升，完善村域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旅游业促进产业兴村。

第 10 条 规模预测

（一）人口规模预测

目前全村有 284 户 1220 人，规划期内户籍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

机械增长人口可忽略不计；同时，考虑国家放开三胎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社会结构，加之乡村振兴的发展，未来彦洞村的人口自然增长将得到

稳步提升，故以自然增长人口预测套用综合增长率法模型，结合现状人口

结构、近年人口变化情况，综合村庄发展特征，国家政策等情况分析，确

定村庄规划期内人口规模。

预测至 2025 年末，全村户籍总人口 1250 人，至 2035 年末，全村户籍

总人口 1327 人。

（二）宅基地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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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户需求：现状适龄未婚及规划期内达到法定适婚年龄（22 岁）的男

性默认为具有分户需求的对象，其中一户仅有一个儿子不计入分户需求。

分户需求=现状适婚但未婚男性人数（22 岁以上未婚）+规划期内达到适婚

年龄男性人数（7-21 岁男性）-一户一儿的人数。

村域现状宅基地总面积 7.7498 公顷，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0.2736 公

顷。根据年龄结构及入户调查分析，结合一户多宅等情况梳理，彦洞村有

分户需求的共计 25 户。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新增宅基地面积最高不超过

170 平方米，至 2035 年，需预留宅基地规模为 5000 平方米。

第三章 底线管控

第 11 条 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 耕地保护

1. 耕地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遏制耕

地撂荒现象。规划至 2035 年，彦洞村耕地保护面积为 91.6533 公顷。

2. 耕地变化情况

彦洞村规划基期年耕地面积为 92.2449 公顷，规划期内建设用地占用

耕地 2.9143 公顷，需落实占补平衡。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恢复地

类整理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占补平衡。

表 3.1 耕地占补平衡情况表

面积：公顷

基期年耕地面积 92.2449

村庄建设占用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022

农村宅基地 0.0670

合计 0.1692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占用 0.0362

3. 耕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

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

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

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按最新“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65.0249

公顷，空间布局较为集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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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第 12 条 生态保护红线

（一）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彦洞村村域范围内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501.4988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7.61%。

（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依据《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

第四章 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第 13 条 国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调整

遵循自然生态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的原则，优化调整村域空间结构与布局。村庄规划用地主要包括农

用地、建设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地，总面积为 1197.6479 公顷。

(一) 农用地

1、耕地。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履行“占一补一，占

优补优”义务。规划目标年较基期年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增加部分来源于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耕地面积为 93.2764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7.79%。

2、园地。规划目标年园地面积为 0.8983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8%。

3、林地。严格执行林地征占用审批制度。规划目标年林地面积为

1037.2445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86.61%，较基期年林地面积减少 0.0308

公顷。

4、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 7.5906

公顷，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5382 公顷，主要增加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二) 建设用地

盘活存量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10.7475 公

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1.17%，较基期年减少 2.5425 公顷，规划的建设用地

主要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留白用地。

1. 村庄用地。规划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 33.8237 公顷，减少村庄建

设用地 2.5425 公顷。至规划期末，较基期年减少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

用地 4.4160 公顷，新增居住用地 1.6113 公顷，减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0.0312公顷，新增商业服务业用地0.0268公顷，新增工业用地0.1494

公顷，减少采矿用地 0.1494 公顷，减少公用设施用地 0.0968 公顷，增加

交通场站用地 0.3635 公顷。

2.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规划目标年面积为 3.2254 公顷，占村域面积

的 0.27%。

(三) 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自然保护与保留地包括陆地水域和其他土地。规划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面积 44.391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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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村域现状国土空间用地结构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

内面积

减增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92.2449 7.70% 93.2764 7.79% 1.0315

园地 0.0000 0.00% 0.8983 0.08% 0.8983

林地 1037.2753 86.61% 1037.2445 86.61% -0.0308

农业

设施

建设

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6.9389 0.58% 6.9221 0.58% -0.0168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1135 0.01% 0.6684 0.06% 0.5550

城镇用地 0.2736 0.02% 0.2736 0.02% 0.0000

村庄

用地

居住用

地

农村宅基地 7.7498 0.65% 8.7063 0.73% 0.956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

地
0.4858 0.04% 1.1406 0.10% 0.654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0312 0.00% 0.0000 0.00% -0.0312

商业用地 0.0000 0.00% 0.0268 0.00% 0.0268

采矿用地 0.1494 0.01% 0.0000 0.00% -0.1494

工业用地 0.1297 0.01% 0.2791 0.02% 0.1494

公用设施用地 0.2706 0.02% 0.1738 0.01% -0.0968

交通场站用地 0.0000 0.00% 0.3635 0.03% 0.3635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0573 0.00% 0.0573 0.00% 0.0000

村庄范围 (203) 内的其他用地 4.4160 0.37% 0.0000 0.00% -4.416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3.2254 0.27% 3.2254 0.27% 0.0000

其他土地 44.2863 3.70% 44.3915 3.71% 0.1052

村域总面积 1197.6479 100.00% 1197.6479 100.00% 0.0000

注：基期年数据为变更现状数据据实调整后数据；预留机动指标 0.70 公顷采用台账管理方式，暂

不落用地空间布局

第 14 条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一)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为落实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规划按照统

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分类管控机制。

以国土空间为依据，按照主导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本次规划划定 4

个一级规划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

3 个二级规划分区（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规划分区

最终成果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划定结果为准，因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尚

未批复，本次规划分区成果仅做参考。

1. 生态保护区：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

性严格保护的陆地自然区域，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区域。划定分区

面积 501.4988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41.87%。

2. 生态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护原貌、强化生态保

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域自然区域。主要为“双评价”生态极

重要区、公益林、河流以及其他需要强化生态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面积

59.7806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4.99%。

3. 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定分

区面积 65.0249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5.43%。

4.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

用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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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面积 10.7475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90%。

(2) 一般农业区：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73.8731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6.17%。

(3) 林业发展区：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486.7230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40.64%。

(二)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1. 生态保护区：按照《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

〔2019〕48 号）、《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管理。

2. 生态控制区：采用“名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

式细化管理规定，以保护为主，并应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应依法依规按

照限制开发的要求进行管理，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

前提下，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法定程序、管制规则的前提下，允许适

度开发利用。

3. 农田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

4.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

用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

入”的管理方式。村庄建设区主要引导重点发展村庄的布局和农村产业

用地布局，区内应优先利用闲置地和荒废地，新增建设用地应符合规划

确定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要求。

(2) 一般农业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采用

全域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对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活动进行规划控制。

(3) 林业发展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按照

林业生产规范和发展规划进行管理，采用适当的封育和采伐措施，发展

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

第五章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第 15 条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通村道路：现状道路基本满足进村交通需求，后期应做好道路的养

护工作。在村庄主入口处设标识标牌。对部分路段加宽设置错车道，保证

现有道路上留出 6.5 米宽的双向车行道，以便车辆顺利通过。

2.通组道路：规划通组路路基宽度不小于 4.5 米，满足消防要求，并

尽量环通形成闭合道路；尽端路应在道路交叉口有明显标识，且在道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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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设置不小于 12×12 米的回车场地。

村内道路已基本硬化，对部分路段进行拓宽处理或加宽设置错车道，

对部分道路进行绿化硬化。

3.宅间路(串户路)：串户路宽度宜控制在 1.5 米，田间路、步行道宽

度宜控制在 1.2 米。

4.产业道路：规划新建及硬化村庄产业道路宽度为 3.5 米—4.5 米，

规划总长度约 11 千米，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及产业发展所求。

(二)建筑后退公路管控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各等级公路

外缘起的控制标准为：高速公路不少于 30 米、国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

少于 15 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 米、村道不少于 3 米。

(三)附属设施规划

规划利用活动广场和晒坝设置 3 处停车场，缓解村内停车紧张状况，

根据村民新能源车辆购置情况，适当配置充电桩等配套设施。

第 16 条 基础设施规划

(一)给水工程设施

彦洞村优先采用集中统一供水，各组采用高位水池供水，水质应达到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参照《镇规划标准》

（GB50188-2007）、《贵州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试行）》、《用水定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地方标准）》（DB52/T 725-2019）相关要求，村

庄综合用水指标选取 80 升/人·日，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人口为

1327 人，总用水量为 106m
3
/天，规划沿用现状供水点，并修缮现状破损的

高位水池，现状供水能够满足村民使用。

彦洞村今后应逐步推进供水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企业化管理，

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通过设立警示牌、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加强保护。

引导村民使用节水型器具，培育村民节约用水意识，积极创建节水型村寨。

(二)排水工程设施

规划在村寨内部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式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80%计算，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污水量为 85m
3
/

天。现状污水处理均采用自然排放，规划将采用分散处理方式，推进污水

处理项目工程建设，在归蒿组、新寨组、归遂组、甘溪组、烂沙组、桥头

组、大坡组、凤形组新增小型排污设施，并完善污水管道建设。处理后的

污水可以用于灌溉农田。对现状排水管进行维修改造。污水处理应达到贵

州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 1424-2019）要

求。

雨水充分利用地形就近排放至村寨附近沟渠、水塘以及地势低洼处。

采用多样化的雨水沟渠形式，结合环境整治和道路改造，可推广采用植草

沟渠的形式建设路边排水沟渠。

部分地势低于道路的房屋在道路的靠房屋一侧设置挡水墙，高度原则

上不超过 25cm，同时在房屋一层靠道路侧设置排水沟，用于雨水排水。

由专人或兼职人员定期检查和维护排水系统，禁止倾倒垃圾，保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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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渠的畅通。

(三)电力电信设施

彦洞村现有变电器容量基本满足村民生活生产用电需要，未新增变压

器，规划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移动信号已全部覆盖，在村域内新增太

阳能路灯 80 盏，对老旧、损坏路灯做好维护管理，保障路灯照明稳定。

(四)环境卫生设施

按照《贵州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导则》要求，已在各村寨人口集

中处各设置 1-3 处垃圾收集点，采用移动式垃圾收集箱收集转运，后期应

安放分类垃圾桶，做好垃圾的“分类再利用”工作，并及时转运处理，以

保证村内干净整洁。

第 17 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以人口规模和分布特征为依据强化对现状资源的评估，了解现有设施

分布、现实使用情况和实际服务容量，摸清短板，查漏补缺。加强居住地

块与生活圈中心、服务设施、公共空间等之间的有效联系，构建步行可达、

活力便捷的生活圈。

（一）文化活动设施

规划在各村民组分别新建 1 处村民活动广场（或文化凉亭）；增设篮

球、羽毛球、乒乓球、单双杠及其他健身器械；部分广场与村民停车场综

合设置。

（二）社会福利设施

提升现状登尼寨、采芹大寨村委会处综合文化活动室一处，建筑面积

300 ㎡。提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以及兼作村级养老服务站等场

所，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

表 5.1 村/组层级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配置表

要素

分项

序

号

要素名

称

规模

（公顷、

处）

建设方式 服务内容 位置

为老

服务

1
老年活

动室
0.1

结合文化活

动室设置
老年人交流、文娱活动等 登尼寨、采芹大寨

2

老年人

日间照

料中心

0.1
结合文化活

动室设置

为村内老年人提供养老服

务
登尼寨、采芹大寨

文化

活动

3
文化活

动室
0.1 规划新增

提供书报阅览、书画、文

娱、健身、音乐欣赏茶座

等功能

登尼寨、采芹大寨

4
活动广

场
0.5 规划新增

举办各种村民集体活动/

民俗活动等
各自然寨

5
合约食

堂
0.15

结合文化活

动室设置
操办红白喜事 秋高寨、采芹大寨

商业

服务
6

农村快

递配送

点

0.03 规划新增

规划新增农村快递配送点

3处，每处建筑面积

50-100 ㎡。

登尼寨、采芹大寨

市政

及其

他

7
垃圾收

集点
4处 规划新增

垃圾分类化、容器化、密

闭化和机械化。
各自然寨

8
小型排

污设施
—— 保留现状

污水进行处理，减少环境

污染。
全村

9
农业设

施建设
4.08 规划新增

为彦洞村生产服务的看护

房、农资农机具存放和提

供与有机水稻产业相关联

的晒坝、分拣包装、保鲜

储存场所等。

全村

10
亮化工

程
—— 规划新增

结合现状新增及维护路灯

110 盏
全村

公共

安全

设施

11 错车道 —— 规划新增 方便车辆会车 全村

12
应急通

道
——

结合现状建

设

村民可疏散转移的村道，

主要消防通道有效宽度与

净高不小于 4米。

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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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分项

序

号

要素名

称

规模

（公顷、

处）

建设方式 服务内容 位置

13
安全设

施
——

结合现状建

设

按规范设置、沿村庄周边

环境高差较大路段设置安

全防护栏，急转弯处设置

转弯镜，陡坡、村寨内部

路段设置减速带。

全村

14
古树群

保护
——

结合现状建

设

防雷防火、动态监测、动

态巡视等。
全村

第六章 安全和防灾减灾

第 18 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指挥点规划：将村委会所在地规划为行政村的消防指挥点。

2.消防水源规划：本村采用容量不小于 200 立方米的高位水池配套给

水管网作为主要消防水源，采用池塘等作为补充消防水源。

给水管网主管管径不小于 100mm，支管（即仅连接 1 个消火栓的管网）

管径不小于 65mm。管材的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防腐的镀锌钢管。

管道敷设方式应采取地埋，管顶覆土应按原貌根据地质情况、外部荷载、

管材强度、与其他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一般不小于 0.7m，在松散岩基上

埋设时，管顶覆土不应小于 0.5m，因客观条件不能埋土时，应做好防冻、

防压措施。

规划新增消火栓 60 个，消火栓出口管径 65mm，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40

米，保护半径不大于 50 米，栓口的压力不应低于 0.2MPa，每个消火栓附

近应设置器材箱，配备 40 米 10 型消防水带（两卷）、一支消防水枪。

每 50 户修建 1 个不小于 30 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100 户修建 1 个不

小于 50 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50 户配备 1 台消防机动泵（含 80 米 10 型

消防水带和 2 支水枪），全村配备 2 套破拆工具（每套包括板斧 2 把、火

叉 4 根、火钩 4 根、拉绳 2 根、电锯 2 把，由消防队员负责保养维护），

每户配备 1 具干粉灭火器（4KG）。

3.消防疏散：引导将停车场、晒坝、篮球场和广场等作为消防避难场

所。村民集中活动场地（室）、主要路口等场所应设置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的固定消防宣传点；易燃易爆等重点防火区域应设置防火安全警示标志。

第 19 条 防洪排涝规划

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因地制

宜确定防洪除涝标准。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河道整治与绿

化、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策略。

1.对沟渠进行疏浚，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以确保汛期安全。

2.充分利用村庄地形及建设区内部的渠、塘，同时与雨水排放系统相

结合，保证村庄内部雨水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

3.着力修好田、渠、塘，形成灌溉体系，提高防洪抗旱功能。

第 20 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居民建房和各类项目建设选址应避开抗震不力地段和地灾易发区域，

防止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不良影响。项目建设禁止破坏植被，防止水土流

失造成的滑坡及崩塌影响，加强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监测，借助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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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监测灾害体、房屋或构筑物裂缝位移变化。全面建

成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

第 21 条 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利用广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人均避难

场所不小于 2 平方米。

利用主要村道和次要村道作为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明显标志，同时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 22 条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村民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的规定，结合村民组的实际情况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方

案应包含如下内容：

一是建立村卫生应急管理小组，成员由村委会成员及村卫生室医生组

成；

二是明确应急小组每个成员的具体职责（如对公众开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教育、做好传染病预防和食品、生活饮用

水、公共场所、企业的卫生工作等）；

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第 23 条 抗震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锦屏县

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一般建筑按基本烈度 6 度标准设防，重要建筑在建

设前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确定设防等级；新建建筑推行防震设计审查；

对现有建筑进行防震安全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措施。充分利用村

内农田、广场等空旷场地，作为疏散场所，方便村民就近疏散。

第 24 条 气象灾害防治

加强气象灾害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对村民进行气象灾害相关知识

培训。居民点所有建构筑单体，必须按防雷规范进行设计，设置安全的避

雷装置，在自然村地势较高位置，电力设施及其它易燃易爆设施周围设置

避雷设施。同时，对村民建设的房屋，要指导建设避雷设施。并采取必要

的抗风、抗冰雹、抗洪抗旱、防倒春寒措施。

第七章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第 25 条 生态修复

结合上位规划及彦洞村实际情况，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

则对村内生态修复项目进行梳理，对现状河流水系水环境进行生态功能提

升，改善村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

1.水生态环境修复

对全村 10.7076 公顷的河流水面和水库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

护生态平衡，监督截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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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据河流的自然走向

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生态堤岸。

2.森林生态修复

对生态功能受损，生态服务能力减弱的森林进行修复，修复面积

49.0270 公顷。采取封山育林、林分改造、抚育间伐、森林生态工程技术

等措施进行生态修复。

第 26 条 国土综合整治

(一)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对村内 83.0076 公顷的永久基本农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进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科技

推广等措施。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强农田防护林等生态建设，逐步形成点、线、网、片相结合的生态系统，

通过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

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探索推进“小田并大田”，

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

(二)建设用地整理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具备盘活潜力的闲置农村宅基地及其他

建设用地进行盘活利用，用于乡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等

建设。对现状废弃、年久失修的闲置房屋、附属建筑进行拆除整理，并按

照“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则林”的原则进行复垦。

第八章 历史文化保护

第 27 条 保护对象

通过建立村域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的保护体系，

将不同类型的文物古迹与自然景观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相结合，突出历

史文化脉络，构建包括历史建筑、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体系。以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为重点，充分发掘其中的

文化内涵。

表 8.1 历史文化保护类型

序号 大类 保护内容分类 具体保护对象

1 物质文化 古树名木 挂牌古树及古树群

2
非物质文化

传统习俗文化 苗族服饰、土布制作技艺、民俗

3 文献 族谱、家训、乡规民约、传说、诗词等

第 28 条 保护原则

（一）保护为主

对现有历史文化要素实行“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严格保护文化遗产，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二）合理利用

坚持统筹规划、保护为主、保用结合，有效挖掘文物蕴含的价值，充

分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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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条 保护目标

挖掘彦洞村历史文化资源的核心价值，加强对历史山水、各少数民族

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使其变“静态遗存”为“活态遗存”。

第 30 条 保护措施

（一）“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适应性管控

划定保护范围，建立资源保护的“红线机制”，有针对性地引导各类

资源的保护，弹性保障发展，变“有限保护”为“有效保护”。

（二）基于“活化”思维的遗存再生性保护

采用“保护+活化”的遗存再生性保护模式，打造遗存保护的“微循环”，

变“静态遗存”为“活态遗存”。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与经济价值而又不影响遗存的保护传承。

第九章 村庄建设规划

第 31 条 自然村（组）分类

彦洞村现有 4 个集中的自然村寨，5 个村民小组，根据村域实际情况，

建设类型为整治提升类，以保护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发展为主。

第 32 条 自然村（组）空间布局

(一) 村庄建设边界

村庄建设边界线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发和集中建设的地

域空间边界。彦洞村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为 13.9729 公顷。

管控要求：

1. 不得擅自在农村居民点管控边界外围新增用地用于村庄建设。

2. 控制区内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相关管控要求。

3. 区内建设用地优先使用村内空闲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 确需扩大的，向上级主管部分提出申请，并充分论证，取得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建设。建设选址首先使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保护村庄生

态环境、古树和古建筑。

5. 村庄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道路、绿地建设用地未经批

准不准更改用途。

(二)居民点建设用地规划

至 2035 年，彦洞村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 13.9729 公顷，其中居住

用地 9.8469 公顷，商业用地 0.0268 公顷，工业用地 0.2791 公顷，公用设

施用地 0.1738 公顷，交通场站用地 0.3635 公顷，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0573 公顷。

表9.1 村庄建设用地统计表

村庄

建设

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基期年（公顷） 目标年（公顷）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7.7498 8.7063 0.9565

农村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
0.4858 1.1406 0.654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0312 0.0000 -0.0312

商业用地 0.0000 0.0268 0.0268

采矿用地 0.1494 0.0000 -0.1494



15

村庄

建设

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基期年（公顷） 目标年（公顷）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工业用地 0.1297 0.2791 0.1494

公用设施用地 0.2706 0.1738 -0.0968

交通场站用地 0.0000 0.3635 0.3635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0573 0.0573 0.0000

村庄范围 (203) 内的其他用地 4.4160 0.0000 -4.4160

村庄用地 13.2899 10.7475 -2.5425

（三）居民点布局及设施配备

1.登尼、秋高、下茶居民点

登尼、秋高、下茶居民点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

设边界 6.9404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8533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 1 处产业路建设，长度约 3.9 公里；新增 1 处停

车场，占地面积约 0.2708 公顷；新增 1 处健身广场、4 处文化凉亭；保留

现状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2. 采芹大寨居民点

采芹大寨属于整治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8.0511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0618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建 1 处停车场；新增一处公厕；新增 1 处活动广场

及合约食堂；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四) 建设管控要求

1.建筑选址

依法落实“一户一宅”要求，在规划确定的宅基地范围内新建村民住

宅。

2.建筑面积

严格控制宅基地规模，新增宅基面积最高不超过 170 平方米。严格执

行《贵州省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17〕65 号）、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宅基地标准申请使

用宅基地。

3.建筑层高

农村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3 层，底层层高原则上不超过 3.6 米，标准层

高原则不超过 3.3 米。

4.建筑日照间距

拟建住宅至少一处底层窗台面日照时数达到大寒日 3 小时，原地拆旧

建新的建筑日照时数不低于大寒日 1 小时，拟建建筑不应使相邻住宅日照

时数小于大寒日 3 小时。

5.建筑防火间距

住宅建筑正面间距不小于 6 米。山墙面为防火墙时，间距不限；相邻

两座单、多层建筑相邻外墙为不燃性墙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面外

墙上无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洞口的面积之和

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时，其防火间距不小于 3.5 米。

6.住宅建筑退让要求

宅基地和主要道路、山体、水体两侧、电力线路相邻时建筑退让距离

必须符合消防、防汛、景观、环保和交通安全等方面要求。新建建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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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距村庄主要道路不少于 3 米。

7.公共服务建筑管控要求

新建公共服务建筑应同时满足综合性、特色性及多功能性等基础要求，

公共建筑新增配置以村民使用和支撑产业发展需求为基础，建筑体量适中，

不得浪费土地，且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 米。村内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

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文化活动、卫生室、篮球场、教育

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8.建筑风貌控制要求

新建和改造建筑风格、立面形式、建筑色彩及使用材料需满足村庄规

划中建筑风貌控制要求，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村庄建、构筑物作为乡村

风貌的体现主体，是风貌塑造的重点要素，也是乡村建设管控的重要对象，

主要包括用地规模、建筑高度、建筑形态、外观色彩、建筑屋顶等内容，

进行风貌引导。

第十章 乡村特色风貌指引

第 33 条 建筑和聚落风貌指引

根据村庄现有地域要素，包括聚落整体风格特色、居民生活习惯、地

形地貌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注重对村庄自然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利用，建筑布局考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村庄建筑风格整体

协调统一，新建建筑强调与原有建筑风貌的协调，根于传统，延续文脉，

融入现代处理手法，从建筑布局、屋顶墙面、门窗装饰等将黔东南州传统

建筑质朴、灵动的建筑风格特征展示出来，体现村庄古朴自然特色，实现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农村美好生活空间。

农村住房建设风貌依然要控制其体量，在满足村民生活、生产需求的

同时，因地制宜，结合地形进行布局设计，突显山地特色自然村落风貌，

避免大体量的混凝土建筑破坏村庄的生态机理。建筑形式上更要突出地域

特点，提取村庄的民族文化、地域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民居建设中去，

使其住房风貌、村容村貌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协调共生。

新建房屋主要有纯木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三种形式。其中木结

构应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杉木和松木资源，采用榫卯栓销，对柱与枋、枋

与枋、枋与板、板与板等的方式，连结点上运用传统技法的燕尾榫、口袋

榫、肩榫、蝴蝶销、方销等传统工艺，打造适应当地环境的建筑物，使其

充分体现出结构美且合理、轻盈通透、紧密坚固、工艺精巧、造型美观的

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特征。

砖混结构民房应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谨慎选择现代建材，

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留缝，保持青砖肌理，鼓励加入木质构件及传统建

筑符号的装饰，鼓励采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主墙身为白色，勒脚柱

头可为灰色及青砖色，装饰性的门窗、线条可以为仿木质色，以丰富建筑

的色彩层次，突显美丽乡村村容村貌特色。

砖木结构民房应就地取木材，充分使用杉木及松木等资源，底层墙体

鼓励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留缝，保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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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肌理，砖墙以青灰色色调为主，注意与木墙基调色及其它配合色搭配协

调、自然。

第 34 条 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

古树名木是绿色珍宝,是大自然和前人留给我们的活化石、活文物,具

有极高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和科研价值。村庄内部古树名木众多，

要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名录”进行管控的要求。当前村内部分古树名木由

于受病虫害、措施缺位、技术落后、投入不足、重视不够等原因影响，出

现些许问题，亟待解决，措施如下：

1. 严格执行《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规范新发现古树名

木大树认定工作、完善专项保护长效机制。

2. 争取资金，提升保障能力。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古树名木专项保护

资金，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3. 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管护。持续推进古树名木挂牌工作，因地制

宜设置保护围栏，组织人员进行日常管护，及时开展抢救复壮、病虫害防

治，严厉打击破坏古树名木大树的行为。

4. 护养并重，增强树木活力。林业部门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

协作机制，积极探索研究古树名木大树复壮养护的措施。

5. 开展宣传，提高保护意识。开展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宣传，通过

在村委会公示栏公示、网络平台、电视、宣传册、自媒体等多种途径，让

村民了解掌握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政策法规和保护常识，从而提高人们的

保护意识，全方位推动相关保护工作。

第 35 条 农业景观提升

塑造特色田园风貌，保护田园整体生态格局，细致处理好水、田、林、

聚落之间四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升其田园景观韵味，打造“四素同构”的

美丽梯田传统农耕样板村。对农田景观进行板块设计，整体保留现状农田

板块格局，利用地形形成镶嵌布局，对农田板块植入特色图案；农田廊道

设计，结合现状田坎分布特征，适当进行加固处理及美化，提升农田廊道

景观风貌；注入特色农田景观小品，通过不同的造型、结构设计和材质应

用，展示传统农耕文化。

第 36 条 重要节点景观风貌规划

村口建筑通过公共建筑、休闲场地等精心设计，体现村庄标志性和公

共性，村口风貌自然、亲切、宜人，村口、公共活动场地等景观节点通过

小品配置、植物造景等营造空间效果。

第 37 条 环境设施小品设计

环境设施小品主要包括场地铺装、围栏、座椅、雕塑、宣传栏、废物

箱等。各类小品主要布置于道路两侧或广场等公共空间，尺度适宜，结合

环境场所要求，营造丰富的村庄环境。

场地铺装，形式应简洁，用材应乡土，利于排水；围栏设计美观大方，

采用通透式，装饰材料宜选用当地天然植物；路灯、指示牌、废物箱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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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应统一协调。

第 38 条 道路景观

道路两侧绿化充分利用当地物种，乔木种植为主，灌木为辅，错落有

致。应注意利用地方材料，如石板等，建设有地方特色的村庄道路。

第 39 条 景观要素设计指引

环境设施主要包括铺装、桥梁、护栏、坐凳、树池、垃圾桶、指示牌

等，体现地方特色。

铺装：铺装主要包括场地铺装和人行铺装。场地铺装主要采用自然块

石、卵石等自然材料，局部可结合木材铺设。村庄内部人行铺装可采用自

然块石等进行铺设。

坐凳：在村委会、文化活动广场、篮球场等各个景观节点设置坐凳。

坐凳形式建议采用石凳、木凳等乡土材质，避免过于城市化，部分坐凳可

结合树池设置。

树池：在公共活动场所周边，可结合种植乔木设置树池，树池采用自

然条石铺砌、灌木种植的形式或卵石自然铺砌，材料选用本地石材，局部

树池可作为坐凳使用。

公厕：村级公共厕所分为独立式、附属式两种，设置在村委会、活动

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独立式村级公共厕所采用生态风格、传统风格和产

业文化风格，与村落整体风貌相协调。村级公厕面积约 30 平方米。

第 40 条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深入贯彻落实《黔东南州乡村庭院美化行动方案》（试行）等文件精

神，结合村实际，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全力推进乡村庭院美

化行动。

(一) 实施“两清”整治工程

以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为底线，以“清扫卫生、清理整治”为抓手，持

续改善彦洞村的村容村貌。

1.清扫卫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对村里村外的白色垃圾、田间地头

的农业包装废弃物、房前屋后的生活垃圾进行一日一清扫、一日一清运，

做到居室、厨房、院落整洁干净，村寨周边道路、农田、公厕清洁卫生；

对村寨沟渠、河道、山塘水库进行一月一疏通，做到水清无味。

2.清理整治。对农户丢弃的大件家具、家庭建筑废弃料、装修废弃物

等大件垃圾以及村内通信线缆“蜘蛛网”进行全面清理；对影响安全、美

观的残垣断壁、破旧危房，以及与村寨不协调的彩钢瓦等“蓝顶”进行全

面整顿；对村寨道路两旁、农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乱搭乱建的建筑物、

乱堆乱放的柴草、乱贴乱挂的广告以及废弃的旱厕、猪牛栏进行全面整治；

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对病死畜禽尸体、农村厕所粪污、农村生活污水进行

无害化处理；做到房前屋后农用物资、农机具及生活杂物摆放有序，村里

村外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二) 实施“庭院三化”工程

1.庭院绿化。深入推进乡村庭院绿化美化，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

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包括拆除了旧房、旧棚、简易厕所〔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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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猪牛圈等的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因地选材编制栅栏、搭建棚

架，栽种蔬菜、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

建设一批“微四园”。

2.庭院亮化。对房前屋后、村头寨尾进行亮化，修复或刷新损毁、涂

料脱落褪色的建筑物（墙体），妆点具有当地苗族民族特色的元素，打造

“一村一品、一户一景、一步一韵”的特色美丽庭院。

3.庭院文化。将乡土文化、家风文化、个人爱好融入乡村庭院美化行

动。乡村庭院美化行动纳入村规民约管理，引导农民群众改变不良生活习

惯，培育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的文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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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期实施项目安排

第 41 条 建设项目实施安排

表 11.1 近期建设项目表

近期实施项目以解决村庄实际需求为主，以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为目标，至 2025 年末，主要实施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共 25 个

项目。

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综

合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

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83.0076

公顷。

农业农村局 83.0076 166.02 财政资金 2021-2025

2
生态修复

项目

山塘、沟渠生态提升 水体生态治理和驳岸环境整治 林业局 10.7536 32.26 财政资金 2021-2025

3 森林质量提升 包括森林抚育及低产低效林改造工程 林业局 1038.5385 519.27 财政资金 2021-2025

4

产业发展

项目

货运停车场及冷库建设项目 规划在登尼新建货车停车场及冷库 工信局 0.2708 216.61
财政资金+社

会资本
2021-2025

5 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用地
规划在各村民组规划设置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用地，增设晒

坝、初加工设施等
农业农村局 —— 20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本
2021-2025

6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置 规划在各村民组处设置集中建房点 农业农村局 0.3241 ——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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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7
便民服务

便民商店 — 0.0500 0.75 财政资金 2021-2025

8 路灯补充完善 交通局 110.0000 3.30 财政资金 2021-2025

9 文化活动 修缮现状文化活动室 民宗局 0.3000 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0 社会福利 新建合约食堂 卫生健康局 0.0300 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1 娱乐休闲 修缮活动广场 交通局 1.0045 8.04 财政资金 2021-2025

12

基础设施

新建公共厕所 卫生健康局 0.0300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3 垃圾收集点建设 卫生健康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14 改造供水系统（扩建高位水池） 水务局 0.0150 0.36 财政资金 2021-2025

15 改造电力系统 供电局 —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6 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 水务局 —— 4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7 新建停车场 交通局 0.1061 26.53 财政资金 2021-2025

18

防灾安全保

障

安全标识

新增安全标识 应急管理部门 — 1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9 改造避难场所 应急管理部门 1.1106 88.85 财政资金 2021-2025

20

消防安全

新建消防栓 应急管理部门 10.0000 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1 新建消防水池 应急管理部门 2处 3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2 新建消防管网 应急管理部门 — 6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3 修缮消防器材室 应急管理部门 1处 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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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24
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

民居改造 传统民居室内改造和外立面整治示范 乡村振兴局 — 1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5 庭院改造 实施庭院绿化工程 乡村振兴局 — 5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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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 42 条 实施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土地政策。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经营权作为财产入股，实现“农

民变股东”的转变。充分利用土地复垦政策、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

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相关土地政策，解决农村发展用地瓶颈；盘活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房屋，整合零星、分散集体建设用地。

产业政策。科学布局产业，扶持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产业经

营主体，倡导集体经营，降低农民投入风险。

(二)组织保障

成立领导小组。彦洞乡人民政府指导彦洞村成立推进规划实施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村庄规划的实施工作和村庄总体发展方向把控。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村规划确定后，各部门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

加强协作，落实村庄规划中相应的建设项目，确保村庄规划建设项目的落

地实施。

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要坚持和明确农民群众在村庄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建立“以奖代补”、“以工代劳”等

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彦洞村的发展规

划和建设实施工作。

(三)资金保障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项目整合、政府投入、金融倾斜、资本引

入、农民自筹”等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投入机制，为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建立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机制。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分

别以资金、土地资源等入股，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并通过项目整合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动力。

(四)人才保障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近就地就

业。

依托科研院校、龙头企业等人才优势。探索采取顾问、兼职、技术合

作等多种方式，开展黄精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种养殖专业技术人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人才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成为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能人，更成为思想上认同、情感上融入的欧阳人。

(五)制度保障

加强规划管理。建立村民建房民主议事制度，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规划编制、上报、选址、建设、验收等过程，均由政府监督，村

民全过程参与。

建立田长制制度。以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管

理的责任制为核心，并结合干部考核制度予以落实。

建立河长制制度。以保护水资源等为主要任务，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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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实现河湖功能永

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林长制制度。督促指导本责任区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

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第 43 条 村庄规划管理公约

村规民约，共建共享；村民参与，深入人心；

基本农田，不得侵占；生态底线，不可触碰；

违法建房，后果难当；建设边界，不可突破；

全村楼房，面积限制；总数不超，三百二十；

户均宅地，一百七十；控制高度，二层为宜；

高速省道，保持退距；户户之间，应留间距；

集约空间，高效流转；闲置用地，有偿退还；

风貌建筑，全村统一；协调自然，砖木皆宜；

安全生产，切不可忘；秸秆焚烧，意识要强；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消防设施，实时监测；

家禽家畜，严禁乱放；乱倒垃圾，大家遭殃；

房前屋后，收拾妥当；生态宜居，神清气爽；

热心公益，扶助贫弱；孤寡留守，照顾有加；

集体设施，爱护共享；古树油茶，禁止砍伐；

抵制黑恶，主动上报；违法行为，村民监督；

红白喜事，从新从简；尊师重教，共育人才；

党员干部，树立榜样；凝心聚力，蒸蒸日上；

规划制定，共同执行；美丽乡村，振兴在望。

第 44 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数据库、附表四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45 条 规划解释

本规划经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是锦屏县彦洞乡彦洞村

村委会的指导性文件。凡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

人，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本规划。本规划的解释

权属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与本规划相关的问题，由锦屏

县彦洞乡人民政府负责协调与解释。

第 46 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黔东南州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 47 条 规划后期管理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并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变更。规划原则上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评

估后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上位规划调整的，本规划可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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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同步更新。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建议一年为

周期，对已生效的村庄规划进行评估，根据已发生的行政许可、规划调整

等进行更新汇总，使村庄规划始终保持在动态的修订当中，使之能够不断

地指导规划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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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规划指标表

2-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3-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4-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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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指标表

指标 规划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值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1220 1327 107 8.77%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501.4988 501.4988 —— ——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65.0249 65.0249 —— ——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91.6533 91.6533 0.0000 0.00%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6.5154 13.9729 -2.5425 -15.39%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1297 0.2791 0.1494 115.18%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7.7498 8.7063 0.9565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200 —— —— 约束性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 100 100 —— —— 预期性

注：据实现状数据为 2021 年变更调查数据据实调整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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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村域现状国土空间用地结构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面积减增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92.2449 7.70% 93.2764 7.79% 1.0315

园地 0.0000 0.00% 0.8983 0.08% 0.8983

林地 1037.2753 86.61% 1037.2445 86.61% -0.0308

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6.9389 0.58% 6.9221 0.58% -0.0168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1135 0.01% 0.6684 0.06% 0.5550

城镇用地 0.2736 0.02% 0.2736 0.02% 0.0000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7.7498 0.65% 8.7063 0.73% 0.956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4858 0.04% 1.1406 0.10% 0.654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0312 0.00% 0.0000 0.00% -0.0312

商业用地 0.0000 0.00% 0.0268 0.00% 0.0268

采矿用地 0.1494 0.01% 0.0000 0.00% -0.1494

工业用地 0.1297 0.01% 0.2791 0.02% 0.1494

公用设施用地 0.2706 0.02% 0.1738 0.01% -0.0968

交通场站用地 0.0000 0.00% 0.3635 0.03% 0.3635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0573 0.00% 0.0573 0.00% 0.0000

村庄范围 (203) 内的其他用地 4.4160 0.37% 0.0000 0.00% -4.416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3.2254 0.27% 3.2254 0.27% 0.0000

其他土地 44.2863 3.70% 44.3915 3.71% 0.1052

村域总面积 1197.6479 100.00% 1197.6479 100.00% 0.0000

注：基期年数据为变更现状数据据实调整后数据；预留机动指标 0.70 公顷采用台账管理方式，暂不落用地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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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建设时序

1

农用地整理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可复垦未利用地、灌木林地、园地、闲置建设用地等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为耕地，规模

10.8848 公顷。
10.88 2025

2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

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83.0076 公顷。
83.01 2025

3 生态修复 对生态功能受损，生态服务能力减弱的森林进行修复，修复面积 49.0270 公顷 49.03 2025

4 河道整治 对全村 10.7076 公顷的河流水面和水库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 10.7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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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综

合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

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83.0076

公顷。

农业农村局 83.0076 166.02 财政资金 2021-2025

2
生态修复

项目

山塘、沟渠生态提升 水体生态治理和驳岸环境整治 林业局 10.7536 32.26 财政资金 2021-2025

3 森林质量提升 包括森林抚育及低产低效林改造工程 林业局 1038.5385 519.27 财政资金 2021-2025

4

产业发展

项目

货运停车场及冷库建设项目 规划在登尼新建货车停车场及冷库 工信局 0.2708 216.61
财政资金+社

会资本
2021-2025

5 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用地
规划在各村民组规划设置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用地，增设晒

坝、初加工设施等
农业农村局 —— 20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本
2021-2025

6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置 规划在各村民组处设置集中建房点 农业农村局 0.3241 —— 财政资金 2021-2025

7
便民服务

便民商店 — 0.0500 0.75 财政资金 2021-2025

8 路灯补充完善 交通局 110.0000 3.30 财政资金 2021-2025

9 文化活动 修缮现状文化活动室 民宗局 0.3000 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0 社会福利 新建合约食堂 卫生健康局 0.0300 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1 娱乐休闲 修缮活动广场 交通局 1.0045 8.04 财政资金 2021-2025

12 基础设施 新建公共厕所 卫生健康局 0.0300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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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顷、个、万元、年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拟用地/建设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3 垃圾收集点建设 卫生健康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14 改造供水系统（扩建高位水池） 水务局 0.0150 0.36 财政资金 2021-2025

15 改造电力系统 供电局 — 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6 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 水务局 —— 4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7 新建停车场 交通局 0.1061 26.53 财政资金 2021-2025

18

防灾安全保

障

安全标识

新增安全标识 应急管理部门 — 1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19 改造避难场所 应急管理部门 1.1106 88.85 财政资金 2021-2025

20

消防安全

新建消防栓 应急管理部门 10.0000 6.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1 新建消防水池 应急管理部门 2处 3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2 新建消防管网 应急管理部门 — 6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3 修缮消防器材室 应急管理部门 1处 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4
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

民居改造 传统民居室内改造和外立面整治示范 乡村振兴局 — 1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5 庭院改造 实施庭院绿化工程 乡村振兴局 — 5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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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件
附图 1 村域综合现状图

附图 2 村域综合规划图

附图 3 安全和防灾减灾规划图

附图 4 近期建设项目规划图

附图 5 登尼、秋高、下茶寨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附图 6 采芹大寨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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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附件 2 彦洞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附件 3 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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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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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彦洞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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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回复：

一、共性意见

1.预留宅基地要充分征求村民意见，满足各村需求，宜靠近村庄主要道路两侧。

意见回复：已充分征求村民意见。

2.进一步与各村对接，核实调整各类项目布局，保障各村用地需求。

意见回复：已落实村庄建设各类项目用地。

二、个性意见

(一)彦洞村

(1)登宜片

1.登宜片新增农村宅基地

意见回复：已落实新增农村宅基地

2.登宜片优化调整规划老年活动室位置至村委会附近。

意见回复：已落实，优化调整老年活动室位置。

(2)采芹片

1.新增一处停车场用地;

意见回复：已落实，新增停车场用地。

2.新增农村宅基地;

意见回复：已落实新增农村宅基地。

3.新增 1 处工业用地发展村庄产业。

意见回复：已落实新增一处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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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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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回复：

1.编制单位要与乡镇核对好近期项目表的实施业主及资金来源相关信息。

意见回复：已落实与业主进一步沟通。

2.编制单位进一步校对文本内容，修改完善后，按照《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 修订版)》提交成果数据。由彦洞乡人民政府报送县人民政

府审批实施。

意见回复：已落实，后续完善后将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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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县自然资源局和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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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村庄规划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相关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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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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