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通湖区河坝镇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

(公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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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范围

2. 规划期限

3. 发展定位

4. 目标愿景



本次规划重点为河坝镇镇域范围。镇域面积17440.67公顷，包括4个社区，11个村以

及大通湖水域。

河坝镇镇区纳入大通湖区中心城区，由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传导至控制性详

细规划进行编制。

01 规划总则

1.1规划范围

1.2规划期限

中心城区

与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

规划基期年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近期至2025年，远景展望到

2050年。



结合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明确本镇发展定位：

01 规划总则

1.3发展定位

结合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依托大通湖产业园区，加强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园区承载力，

充分利用东部产业转移契机，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

将河坝镇建设为集农贸、旅游为一体的

商贸中心镇

1.4目标愿景

1 ü 国土空间格局得到优化，三条空间管制控制线全面落地；

ü 耕地保护指标得到落实，各级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体系建立；

ü 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普遍提

高，乡村振兴获得阶段性成果；

ü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短板得以补齐，弱项得以增强，水平得以提升。

近期年——2025年

2
ü 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ü 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

开放高效、魅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

ü 建成稻虾文化农旅小镇。

目标年——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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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总体新格局

2. 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 

3. 合理划分规划分区



规划形成“一心带两轴、一带串两区”的总体格局。

02 国土空间格局

2.1构建总体新格局

•依托中心城区形成覆盖镇域的综合服务中心

一心

•分别为主要沿S307发展的东西向城镇发展轴与主要沿朝天口至阳罗公路发展的南北
向城镇发展轴

“两轴”

•指沿大通湖、金盆河形成的大通湖绿色景观带

“一带”

•即位于北部的生态水产农旅示范区、南部的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区

“两区”



02 国土空间格局

2.2严格控制三条控制线

• 规划至2035年，全镇耕地保有量面积不低于79690.84亩，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目标不低于69427.44亩。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 规划至2035年，上位规划确定的全镇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8103.25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

• 规划至2035年，全域落实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在628.90公顷以内。

城镇开发边界



生态

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指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严格

保护的自然区域，全镇落实生态保护区8103.19公顷。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将上位规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

发展区四个一级分区进行细分，实行差异管控。

农田保护区是指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全域落实农

田保护区面积4616.33公顷。

农田

保护区

城镇发展区是指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是城镇集中开发建设并可满

足城镇生产、生活需要的区域。全域落实城镇发展区总面积636.56公顷。
城镇

发展区

乡村

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是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农林渔等农业发展及农民

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全域落实乡村发展区总面积4048.66公顷。

02 国土空间格局

2.3合理划定规划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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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耕地资源保护 

2. 生态环境保护



03 国土空间保护

3.1耕地资源保护

n 严格落实下达任务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任务，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目标，确

保优质耕地面积基本稳定，耕地质量不降低，生产能力不下降。规划至2035年，全镇耕

地保有量面积不低于79690.84亩。

n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按照上位规划确定，河坝镇落实永

久基本农田储备区822.15亩。

n 开展耕地质量提升建设行动
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的地区开展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稳定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规模布局，提升耕地质量。稳固提升水稻、油菜籽、棉花等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产能。高标准农田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到2035年，确保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全

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03 国土空间保护

3.2生态环境保护

在森林生态系统质量提升方面，按多功能经营方式，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

程，科学开展森林更新，推行以增强碳汇能力为目标的多目标森林经营模式，不断

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功能

河坝镇涉及1个自然保护地体，包括湖南大通湖国家级湿地公园。加强科研监测、

有害生物防治等保护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通信网络、应急救灾等公益性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等服务性基础设施。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地“空天地”

一体化监测网络体系。

推进自然保护地建设

落实水安全保障体系

推进防洪减灾工程建设，统筹规划临湖、通湖渍堤建设，做好河道治理工程建

设；加强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排涝能力提升建设及防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要堤

防加固。落实河湖划界保护线，划定岸线功能分区，严格分区管理和用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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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镇村体系规划 

2. 产业发展布局

3. 综合交通规划

4. 镇村基础设施规划

5.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6. 公共安全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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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中心村—一般村“三级镇村体系

p 中心城区

p 1个中心村

p 10个一般村

河坝镇政府驻地位于大通湖区中心城区，中心城区是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枢纽， 负责

辐射和带动全区社会经济发展。

中心村为沙堡洲村，是西部生态人文旅游中心。重点提升就业和公共服务功能，发展成为辐射带动

周边村庄的中心。

一般村分别为农丰村、农乐垸村、王家湖村、河心洲村、芸美村、芸洲子村、新秀村、

老河口村、三财垸村、铭新村，以第一产业为主，以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特色种养殖、生

态旅游为主要职能。

4.1镇村体系规划

国土空间开发



规划形成“一心两轴两片区”的产业空间布局形态。

04 国土空间开发

4.2产业发展布局

• 依托中心城区形成的综合服务中心

一心

• 以省道307为主的横向产业发展轴、以沿朝天口至阳罗公路为主的纵向产业
发展轴

“两轴”

• 即生态农旅发展区、现代农业发展区

“两片区”



04 国土空间开发

4.3综合交通规划

n 丰富交通网络组织
落实上位规划中机场、铁路、公路等重要交通规划，加强镇域道路系统与各类对外交

通设施的联系，形成“两横三纵”对外交通骨架网络。

Ø“两横”：省道S307、朝天口至阳罗公路；

Ø“三纵”：省道S220、省道S218、大通湖环湖公路。

n 加强内部交通联系
强化乡镇政府驻地与村庄的道路连通，以村为单位，完善村庄之间的道路。以干线公

路为依托，加强镇村、产业节点之间道路连通，将公路向农村延伸，形成畅联互通的镇村

交通体系。

n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保留中心城区客运站，在中心城区范围新建一级物流园。规划建设大通湖旅游码头和

河坝码头。



04 国土空间开发

4.4镇村基础设施规划

按照“镇村一体化”的发展理念，对水源、水厂及供
水管网等工程进行维护及完善。对泵房进行更新改造，提
高供水能力。

构建集约高效，环境友好的排水系统，提升再生水利
用水平。 完善雨水排放，强化治理易涝积水点 。

优化电网结构，满足各类用电负荷增长的需要，规划
至2035年完成对各子系统进行整合，建立网架结构坚强、
运营智能高效的电网。

大力推广垃圾分类收集，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建设，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处理。

加快城乡燃气管道建设，提升用气量，提升报装率实
施城镇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保障安全用气。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
互联网、高速宽带传输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5G网络建设，扩大千兆及以上光纤覆盖范围。



04 国土空间开发

4.5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p 镇级：规划在尊重现状的基础上，加强与中心城区设施共建共享，配备功能齐备、

规模适宜的商贸、服务业、文教、娱乐、卫生、体育等设施，辐射整个镇域。

p 村组层级：依托中心村、一般村，按需要配备基本的服务设施，其中在中心村

将增加部分设施布点，服务周边一般村，确保城乡居民享受到同等便利的公共服务。

构建“镇级——村/组” 两级生活服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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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防洪标准按50年一遇设防，村庄防洪标准按10年一遇设防。加强城区防洪

建设、河道清理与河岸整治、渠道的灌溉管理和汛期水流量监督，低洼处将防洪设施与

农田水利设施结合建设，确保洪水期排水通畅。

加强火灾预防、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三大体系”建设，建立布局合理、功能齐全、

配套设施完备的消防公共安全保障系统。为保障消防安全，对现有道路加强管理，严禁

沿路乱搭乱建。

消防规划

国土空间开发

4.6公共安全设施规划

坚持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原则，河坝镇按地震基本烈度为6度进行设防，

对于生命线工程如供水、供电、通信等设施提升一级设防。规划将绿地、广场等低密度

用地和空地作为紧急避难场所，避难场地有效面积应大于1.5平方米/人。

防震规划

防洪排涝规划



05
1. 规划传导体系

2. 重点项目计划

3. 完善实施监督体系



完善全域覆盖，分层管理，分类指导的规划编制体系。以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协

调各类规划，形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三类，融入益阳市

“市—县（区）—镇”三级空间规划体系，健全实施传导机制。

05 规划传导与实施

5.1规划传导体系



05 规划传导与实施

5.2重点项目计划

确定河坝镇重点建设项目26项，包括交通类7项、水利类2项，水利类6项，

旅游类4项，产业类4项，民生5项。

落实国家、省级各行业部门的“十四五”重点项目，充分衔接《大通湖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对接河坝镇各职能部门的发展设想和“十四五”规划，确定

重大项目清单。

对涉及八大类重大工程进行统筹安排，具体内容从交通、水利、能源、旅游、产业、

民生等方面列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安排表，对项目布局和时序做出统筹安排。

并优先将已确定选址项目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进行管理。确定各类项目

用地供给，协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予以落实。



05 规划传导与实施

5.3完善实施监督体系

n 制定空间规划传导机制
建立三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传导机制。明确县级市（区）国土空间规划指引。

制订、完善规划实 施管理制度和规划技术标准。加强行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

n 建立规划管控体系
建立三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传导机制。明确县级市（区）国土空间规划指引。

制订、完善规划实 施管理制度和规划技术标准。加强行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

n 建立实施政策机制
由市、区级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规划实施，建立政府负责、部门协同、

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制定推进乡镇规划的实施措施，按照近期项目计划制定

乡镇年度工作安排及重点项目的部署；监督检查各年度工作的推进、执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