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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公示



前言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 ，实现“多规合一”，

是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 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中具有

基础性作用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对其他规划涉及的开

发保护活动提供指导和约束。

按照辽宁省、铁岭市以及开原市工作要求 ，依据《开原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 2021-2035年） 》和《开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城东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开原市城东

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细化落实 ，是对城东镇行政区  

域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修复作出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 ，是编  

制乡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和开展各类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指导思想

 规划原则

 规划范围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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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坚持底线思维 ，绿色发展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  

度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各项约束性指标。强化自然资源统筹利用和  
用途管控 ，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 ，提升品质
以居民需求为中心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统筹优化城乡空间和资源配置 ，完善各级各类保障与服务设施， 
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坚持上下结合 ， 强化实施
加强对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内容的深化、细化 ，严格落实市  

县规划下达的核心指标 ，并将本级规划约束性、预期性指标进行分  
解 ，保障规划管控的上下传导。

坚持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
尊重自然地理格局 ，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突出地域特色 ，  

塑造特色田园风貌。推动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  
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特色城镇。

坚持公众参与 ， 开放共享
坚持开门编规划 ，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和相关规划的衔接 ，提升  
规划实操性。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辽宁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着力 推
动高质量发展 ，做好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 ，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在
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为国家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提供空间
保障。

◆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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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

镇域规划范围为安庆市开原市城东镇镇域全部国土空间 ，辖12个
行政村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2020年变更调查数据 ，规划用地总面
积为85.55平方公里。

镇政府驻地规划范围的规划用地总面积为40.85公顷。

  规划期限

与《开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规划期限保持一致， 
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

近期至2025年；
远期至2035年 ，远景展望至2050年。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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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目标

 发展定位

发展定位目标



基本实现现代化

至2035年，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城镇发展质 

量明显提高。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主要目标如下：

国土空间底线全面筑牢；
国土空间结构持续优化；

国土空间效率逐步提高；

国土空间品质显著提升；

国土空间治理系统完善。

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至2025年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得到严格落实 ，秀水河等河流水

系、林地等生态功能得到大幅提升，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明显优化 ，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明显， 民生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乡村地区

基本实现集约发展 ，传统历史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弘扬；  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初具规模 ，城乡空间格局和生产力布局更加合理。

建成现代化强镇

至2050年 ，全面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实现 

国土空间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利用 ，全面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镇。

  2025年总体发展目标

  2035年总体发展目标

  2050年总体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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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目标



◆发展定位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加快城郊地区与中心镇区城乡公共

服务、市政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高标准推动乡镇工业

区集中发展，发挥技术工人优势，激发企业发展潜力，

推广新技术、新产品，发展壮大机械加工产业。依托建

筑机械产业集群优势，巩固粮食生产安全，提升主导产

业地位，适度发展绿色风电，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深度融合，建立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

根据《辽宁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导则》，城东镇划定为
城郊服务型乡镇。

近郊工农型乡镇和绿色风电小镇



 全域空间格局

 落实三条控制线

 规划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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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格局



◆全域空间格局

构建“一心，三点，两片”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心”：以镇区作为乡域空间利用发展的主中心；

        “三点”：围绕孟家村、姜家村、赵家台村现有的本底优势，形成的三个

重要发展节点；

       “两片”：依托镇域北部及南部的林业农业优势资源形成四个农业林业发展

片区。

镇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图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发展区

林业发展区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至2035年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83.29公顷， 占镇域国土面积的 

0.97%。主要分布于北部区域。

严格落实城镇开发边界控制线

在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基础上 ，按照集约适度、绿色发展

要求 ，遵循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防止城镇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

促进城镇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提升城镇人居环境品质 ，推动

形成边界内城镇集约高效、宜居适度 ，边界外山清水秀、开敞舒朗的国土    

空间格局 ，至2035年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不超过 55.98公顷， 占镇域国     

土面积的0.65%。主要分布于镇政府驻地。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优先划定、应划尽划、应保尽保。落实上级下   

达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至2035年 ，全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不低于    5251.83公顷， 占镇域国土面积的61.39%。主要分布于镇域西部和

东南部丘 陵平原地区。

◆落实三条控制线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怀                间  体规划（202

     根据《辽宁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要求 ，延续县

级规划的规划分区 ，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 围绕国土空间保护 

开发总体格局 ，合理配置空间资源 ，遵循全域全覆盖、不交叉、不重叠的基 

本原则 ，实现全域全类型用地用途管制。将镇域划分为农田保护区、 生态保 

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四个一级规划分区 ，并进一步细化至二级分 

区。

1、 农田保护区

城东镇农田保护区面积5251.83公顷 ， 占镇域国土面积的61.39%。保护区内重

点用于粮食生产 ，应按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要求进行严格管控。

2、 生态保护区

城东镇生态保护区面积83.29公顷 ， 占镇域国土面积的0.97%。主要分布于北部

林地，囊括城东镇生态保护红线的全部范围。 应按照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进行管

理。

3、城镇发展区

城东镇城镇发展区面积55.98公顷 ， 占镇域国土面积的0.65%。主要位于石       

牌镇镇政府驻地， 由镇域城镇开发边界所围合区域组成。  城镇发展区内采用 “详细

规划 +规划许可”的方式进行管理 ，对城镇建设用地的总体和单项指标严格管控。

4、 乡村发展区

城东镇乡村发展区面积3163.73公顷 ， 占镇域国土面积的36.99%。 乡村发展区

内采用 “用途准入+指标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 ，村庄建设用地需限制在村庄建设

区内 ，村庄建设区外的村庄除农村宅基地和必要农业（农林牧渔） 生产设施 外不安

排其他产业用地。

衔接落实开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区 ， 并进一步细                   
化至二级分区深度。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规划分区



 产业发展布局

 综合交通规划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市政基础设施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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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规划
           结合现状资源，城东镇规划形成“一心三片区”的产业空间布局。

     “一心”指的是镇区综合服务中心，“三片区”指的是农业发展片区、果蔬

发展片区和机械制造转型区。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果蔬发展片区

机械制造转型区

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发展片区

农业发展片区



◆综合交通规划

城东镇境内有辽开高速公路、辽开公路、辽开铁路过境。

高速公路 ：规划辽开高速，利用金沟子和威远堡出入口。

国省道：规划省道301实现与开原老城和威远堡之间的联系。

县乡道 ：规划提升乡道老赵线、乡道三秀线、乡道秀后线、乡道昌小线、乡

道后红线等 ，提档升级县乡道体系。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按照镇区、中心村、基层村三级，对城东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配置。
1、镇区
管理：保留现状乡政府等管理设施。
教育：配置一所幼儿园、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一所中学。
医疗保健：保留现有卫生院。
商业：升级改造农贸市场。
2、中心村
配置村委会、卫生站、文化站、文娱活动广场、小型集贸市场等。
3、基层村
配置村委会、卫生站、文化站、文娱活动广场等。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市政基础设施配套

1、给水系统规划

规划镇域建立四个净水厂，分别位于城东乡镇区、潘家屯、后马市堡、秀

水。规划镇域近期集中供水普及率达到70%，中期达到80%，远期达到90%。

2、排水工程规划

规划在镇区建污水处理厂，满足污水排放要求。后马市堡村、开原站村可

共享其处理设施。其他村屯以独立的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为主分别收集，分别处

理。

雨水规划：各村借用地势、地形，就近排入水体。

3、电力工程规划

规划在镇区北侧新增一座二次变电所，容量为20MVA，主要为镇区供电，

其他村庄仍由现状电力供给。

4、电信工程规划

新建道路的主干路信息管道敷设24孔，次干路信息管道敷设12孔；现状道

路下的信息管道根据道路改造及信息管道建设的时序，逐步更新升级。

5、燃气工程规划

规划在村屯开展秸秆气化工程。在镇区东南侧建立燃气储配站。

6、供热工程规划

规划在镇区北侧新建热源厂。至规划期末镇区完成集中供热。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镇村体系

 镇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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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品质宜居的城镇空间



镇区

中心村
基层村

◆镇村体系
  镇村等级结构

镇村等级结构划分为三级： 镇政府驻地—中心村—自然村
镇区：城东村，主要职能是发展为农旅型。

中心村：开原站村、后马市堡村、赵家台村。镇域重点发展的行政村，以

其为中心，与周围行政村形成合理的职能分工。

基层村：冯家屯村、孟家村、秀水村、放牛沟村、姜家村、杨堡村、潘家

屯村、狮子沟村，共8个村。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镇区规划

中心镇区总用地面积55.94公顷，其中，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5.2公顷，占

总面积的98.68%；规划非建设用地总规模0.74公顷，占总面积的1.32%。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规划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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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保障



开原市  牌镇国    间总体  划（2021 2  5年）

   加强规划传导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细化落实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 ，制定          

全镇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和整治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 ，作为指导和约束全          

镇各级各类规划编制实施的依据 ，村级层面按照村庄行政区划编制村庄规划 ，落实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指标传导以及定量、定界、定标管理要求 ，对村庄全域          

内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做出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 ，强调实施性和全域要素覆盖。

   强化规划执行实施

建立近期规划 ，加大建设项目统筹安排 ，实现规划实施“一盘棋” ，确保经批          

准的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严格执行。

   加强规划实施监督

完善规划和建设项目公示公告制度 ，加强规划实施公众监督 ，提高人民群众对          

规划工作的知晓度、认可度、满意度。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拥护          

“两个确立” ，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

◆实施保障

加强党的领导

落实规划实施监督

强化规划传导

开原市城东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诚邀社会各界
为城东镇未来发展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