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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层级与期限1



规划层级与期限

n 规划范围
u 小吕镇行政辖区，面积56.39平方公里。

n 规划层级与期限

p 规划层级

u 小吕镇包括两个层级：镇域、镇区（镇政府驻

地）。

p 规划期限：2021-2035年

u 近期2025年，远期2035年；

u 规划基期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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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

n 依据上位规划和自身发展条件，明确本镇的发展定位

禹州市农业产业强镇、生态宜居示范小镇
以现代农业与特色农业为基础，以农副产品加工与新型工业加工为辅助，打造现代农业、生态旅游、三产融

合的农贸型乡镇

发展定位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特色农业种植基地、工贸物流基地、镇域行政、商业文化中心

城镇职能



镇域国土空间格局与布局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n 总体格局

p 以自然地理格局为基础，结合适宜性分析，合理构建生

态屏障和廊道，明确开发保护区域、轴带及重要节点，

确定小吕镇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p 形成“一核一带两轴三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u 一核：以镇区为主形成，镇域经济核心；

u 一带：沿吕梁江两侧，形成吕梁江生态景观带；

u 两轴：沿G234经济发展主轴、沿X033经济发展次轴；

u 三区：北部观光农业区、西南部高效农业区、东部生

态农业区。



重要控制线划定

n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p  划定方法：
严格落实国家、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小吕镇不涉及生态保护

红线。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任务。永久基本农田规模

4054.63公顷。

p 管控规则：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

本农田保护条例》中规定的管控要求进行管理。

管制规则

①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
②严禁占用区内永久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建房、建窑、建坟、

挖砂、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活动；
③不准以退耕还林为名，将耕作条件良好的永久基本农田纳入退耕范围以及违反土地利用

规划随意减少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④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
⑤不准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名，在永久基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和进行畜禽养殖，以及其他严重

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
⑥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绿色通道和隔离带建设。
⑦划定的基本农田由县级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予以公告，由县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建

立档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标志。



n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p 严格落实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

界规模。城镇开发边界规模28.29公顷。

管制规则

城镇开发边界内部管控。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实行“详细规
划+规划许可”的管制方式，并加强与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
设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控制线的协同管控；实施建设用地
总量控制，不得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根据实际功能分区，在市县国土空
间规划中明确用途管制方式。开发边界外严格空间准入新增城镇建设用
地，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制方
式，可按不超过城镇开发边界新增城镇空间的 10%，安排对选址有特
殊要求的加油（气）站、公益基础设施、旅游配套设施等零星分散城镇
用地。

城镇开发边界外管控。城镇开发边界外不得进行城镇集中建设，
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允许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他线性工程，军事及安
全保密、宗教、殡葬、综合防灾减灾、战略储备等特殊建设项目，郊野
公园、风景游览设施的配套服务设施，直接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的建设
项目，以及其它必要的服务设施和城镇民生保障项目。城镇开发边界外
的村庄建设、独立选址的点状和线性工程项目，应符合有关国土空间规
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重要控制线划定



n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p 村庄建设边界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

发建设及需要重点管控的国土空间范围，是规划相对

集中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以及因村庄建设和发展需

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p 划定时，需科学预测村庄人口发展趋势和村庄建设

用地规模并分解至村庄，以村庄现状建设用地为基础，

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落实到具体地块

四至边界，并明确管控要求。

p 结合村庄分类与布局成果，科学预测村庄人口发展

趋势和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以村庄现状建设用地范围

为基础，划定村庄建设边界规模970.18公顷。

重要控制线划定



规划分区与管控

n 规划分区

p 延续市县级规划的规划分区，根据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统计结果，小吕镇共形成5大类分区。

小吕镇规划分区
规划分区

含义规划一级分
区 规划二级分区

生态控制区 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
开发建设的区域。

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

乡村发展区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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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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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建设区 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重点发展的村庄用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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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发展区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

城镇集中建设区 城镇集中开发建设并可满足城镇生产、生活需要的区域。

矿产能源发
展区

为适应国家能源安全与矿业发展的重要陆域采矿区、战略性矿产储量区
等区域。



规划分区与管控

n 分区管控要求

分区类型
管控要求

一级 二级

生态控制区 生态控制区 原则上限制各类新增加的开发建设行为以及种植、养殖活动，不得擅自改变地形地貌及其他自然生态环境原有状态；区内经评价在对生态

环境不产生破坏的前提下，可适度开展观光、科研、旅游、教育等活动。

农田保护区 农田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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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国家重大交通、能源、水

利及军事用地，经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的，原则上分区不做调整。

乡村发展区

一般农业区 采用“用途准入＋指标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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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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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宅基地和必要农业（农

林牧渔）生产设施外不安排其他产业用地

林业发展区 采用“用途准入＋指标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区内按照林业生产规范和发展规划进行管理

城镇发展区

集中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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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发展区 在不违反国土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和不突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前提下，可调整为城镇集中建设区，调整后如上

特别用途区 采用“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方式管控，同时明确可准入的项目类型，严格管控该区内的建设行为。



居民点体系与乡村振兴4



n 村庄分类指引

特色保护类划分依据：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

大吕村为省级传统村落。

镇村体系与村庄分类

镇区/中心村 服务基层村 个数

镇区（岗马村、邮亭村） 刘庄、关庄村、小吕村、晁喜铺村 4

黄榆店 坡陈村、刘坡村、冯王村 3

大吕 吕东、吕西、郑楼村、于庄村、莲花
池村 5

柴庄 五虎赵村、万里马村、徐楼村、罗庄
村 4

中营村 马谦庄村、前营村 2

牛庄村 西南王村、高庄村、张清庄村 3

分类 村庄名称 个数
城郊融合类 岗马村、邮亭村 2

特色保护类 大吕村 1

集聚提升类 黄榆店村、晁喜铺村、柴庄村、中营村、牛庄村、罗庄村、于
庄村 7

整治改善类
王冯村、坡陈村、高庄村、张清庄村、关庄村、徐楼村、万里
马村、五虎赵村、吕东村、吕西村、前营村、马谦庄村、小吕

村、刘庄村、莲花池村、郑楼村、西南王村、刘坡村
18

n 镇村体系



产业发展

n 规划形成“一心、一轴、三区、多节点”的产业空间布局结构

p “一心”：镇区综合服务中心
u 集“居住、商贸娱乐、交通、旅游服务、生态休闲”功能为一体。

p “一轴”：国道G234产业发展轴
u 打造沿国道G234沿线，连接禹州市区、梁北镇、襄城县的产业

发展轴线。

p “三区”：北部工业发展区、中部特色农业发展区、南

部现代农业发展区
u 北部工业发展区，依托现有工矿企业，发展生态高效工业生产新

模式，助力小吕产业振兴；

u 中部特色农业发展区，以王冯村为中心打造现代化果蔬种植基地

与规模化养殖基地，发展特色农业；

u 南部现代农业发展区，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种植包括优质粮食，

无公害果蔬、花卉苗木、中草药、烟叶等多种农作物。

p 多节点
u 粒子产业园、元茂煤炭物流园、柴庄村辣椒产业园、牛庄钢管厂、

大吕“吕不韦” 故里与吕西村古墓葬群、晁错故里等多个产业节点。



基础保障体系规划5



综合交通体系

n 综合交通规划

p 过境交通
u 小吕镇过境交通包括郑万铁路，平禹铁路，郑栾高速，其中镇

区北部有郑栾高速出入口一处。

p 整合镇域内外道路系统，形成“四横两纵，一点多网络”

的交通网络
u 四横——省道S321、乡道Y011、县道X033、乡道Y020；

u 两纵——国道G234、乡道Y035/Y004；

u 一点——郑栾高速出入口；

u 多网络——镇域内部其他公路。

p 完善内部网络，加强镇村，产业节点之间道路联通
u 规划对镇域范围内的道路进行完善，对现有各级公路进行升级

改造，全面提高镇域公路标准。

p 提出农村道路建设目标，提升农村道路建设水平，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
u 加快建设“四好农村路”，规划期末，道路实现“组与组硬化

道路百分百通达，村与村等级公路百分百通达” 的”双百“目标。

公路名称 公路走向 经过村镇 公路等级 长度 宽度 路面质量
S321 东西向 范坡镇-黄榆店-刘坡-张得镇 二级 4.8km 15m 良好
Y011 东西向 镇区-关庄-于庄-张得镇 三级 6.3km 6m 一般
X033 东西向 范坡镇-牛庄-西南王-大吕-张得镇 三级 9.5km 6m 良好
Y020 东西向 徐楼-万里马-五虎赵-马谦庄 三级 4.5km 6m 一般
G234 南北向 禹州城区-黄榆店-岗马-晁喜铺-牛庄-襄城县 一级 13.5km 40m 良好

Y035/Y004 南北向 张得镇-坡陈-于庄-大吕-马谦庄-中营-前营 三级 12.5km 6m 一般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n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p 根据河南省村庄规划导则配建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构建

“镇级—组团级—村庄级”三级结构。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分类及项目基本配置表

医疗卫生
• 支持镇卫生院创
建达标二级医院，
改造提升村卫生室。
• 健全重大疫情监
测预警、 医疗救
治、紧急征用等 
制度；
• 支持开展医养结
合服务。

文体教育
• 推动学前教育普及、
义务教育均衡，大
力发展社会教育和
老年教育；
• 因地制宜规划建设
多样 化、综合性文
体设施和群众娱乐
休闲场所，向群众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社会保障
• 鼓励镇卫生院、
养老院探索“两院
一体”发展。
• 健全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体系，加强对
留守老人、残疾 
人等特殊困难群体
的关爱服务。

①●—为应设的内容   ○—为可设的内容

②结合教育部门整合教育资源的要求，小学和托幼的设置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几个村合并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 集聚提升类 特色保护类 整治改善类

村委会 ● ● ●

小学 ● ○ ○

幼儿园 ● ● ○

文化大院 ● ● ●

健身广场 ● ● ○

村卫生室 ● ● ●

村级养老院 ● ○ ○

小卖部 ○ ○ ●

小型超市 ● ● ○

餐饮、特产店 ○ ● ○

旅馆、招待所 ○ ○ ○



基础设施体系

n 基础设施规划

p 给水规划
u 近期保持现状供水体系，由供水站进行集中供水。远期接张

得水厂，水源为南水北调。

p 排水规划
u 雨水：雨水管道布置在道路两侧，充分利用地形，就近排入

沟、渠等自然水体。雨水暗沟规格一般为500*600－800*1000。

u 污水：保留镇区污水处理厂，增加村庄污水处理站。污水经

污水管道收集后，排入污水处理设施，经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

就近排入河流或沟渠。污水管径规格为D300、D500，布置在

道路的东侧和北侧。



基础设施体系

n 基础设施规划

p 电力规划
u 结合《禹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与小吕镇

现状电力线路，小吕镇无独立变电站，电力线路接范坡镇35kv范坡

变、张得镇 35kv杨庄变升级，规划将两处变电站升级为110kv，电

力线路在现状的基础上整治提升，满足小吕镇今后的用电需求。

p 电信规划
u 保留整治小吕现状邮电支局，规划电信线路在现状基础上整治

提升。对镇域现有的通信线路进行理顺，均架空布置，对现状跨道

路乱拉电缆的情况规划期末应全部予以改造，线路要求沿道路一侧

进行布置。规划期末实现光纤到户，规划区网络覆盖率达100%，

实现全数字化传输。

u 加大5G建设力度，加快5G基站建设步伐，到2035年度，5G网

络实现乡镇全覆盖。
线路名称 接变电站 供电范围

吕东线 110Kv杨庄
变

黄榆店村、王冯村、郭庄村、乡政府、岗马村、邮亭村、徐庄村、
仝庄、孟坡、张清庄、高庄、牛庄、晁喜铺、

小吕线 110Kv范坡
变

刘坡村、坡陈村、余庄村、花莲池村、刘庄村、小吕村、罗庄村、
西南王村、田庄村、小王庄村、徐楼村、五虎赵村、谢庄村、柴庄
村、郑楼村、大吕村、吕东村、吕西村、赵庄自然村、马谦、马谦

（关庄）、马谦（丘塘村）、中营村、前营村、关庄村



 基础设施体系

n 基础设施规划

p 燃气规划
u 结合小吕镇实际，规划近期以液化气为主，远期以天然气为

主。

u 远期规划确定小吕镇燃气管网接范坡调压站。

u 沿国道243规划一处LNG 加气站，便于天然气汽车加气。



 基础设施体系

n 基础设施规划

p 环卫规划
u 垃圾处理由集中收集，统一处理，生活垃圾实现封闭化储运。

遵循“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采用“户分类—村收集—镇

转运—市处理”垃圾收运处理模式。

u 保留提升现状已建成的垃圾转运站，作为镇区垃圾转运中心。

u 结合镇域道路，合理布置垃圾收集点。

u 规划保留现状公厕，镇域内应逐步实施粪便无害化处理，通

过排污管道排入污水处理厂，镇域公厕结合公园，广场布置，

有旅游发展潜力的村庄结合旅游设施布置。镇区、集聚提升类

和重点发展的村庄根据用地面积设置公厕1～2座，基层村设置

公厕1座。



综合防灾

n 防灾设施规划

p 抗震工程规划
u 小吕镇属7度地震烈度区，规划严格执行抗震设防标准；

u 规划结合镇政府设立防灾指挥中心，结合镇卫生院设立急救医院、

结合村卫生室设立紧急救护站等抗震防震设施；

u 利用学校操场、公园、绿地、广场等空旷地为紧急避难场地；

u 以主要道路为紧急疏散道路。

p 消防工程规划
u 规划结合镇政府设置一处专职消防队；各村建立义务消防队，并

与镇区消防队相互连通；设立专门的消防通信系统；完善消防栓、

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普及消防知识。

p 防洪工程规划
u 规划对镇域内河道进行疏浚，确保雨季的排水畅通；综合运用挡、

排、疏等手段建立和完善城镇防洪工程体系。

小吕镇镇域综合防灾规划图



历史文化保护与风貌塑造6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n 梳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明确保护范围，划定重点保护区域，并提出管控要求。

梳理
名录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梳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明确
范围

明确保护范围
划定各类历史文化保护线

提出
要求

制定特色风貌保护的重点区
域及保护措施，提出对各类
历史文化资源的管控要求

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历史文化街
区、名村、历史文
化街区、传统村落、
历史建筑。

历 史 性 景 观 、
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
资源富集、空间分布
集中的区域和走廊。

n 小吕镇历史文化保护名录及管控要求

名称 时代 级别 位置 管控要求

吕西村墓葬
群 商周 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 吕西村

以保护和维护为主，严禁任意拆建或改建，建
筑控制区内改建或新建的建筑，其形式、色彩
和风格应与现存建筑相协调， 建筑层数控制
在3层以下，区内已建成的与建筑和环境不协
调的建筑，应拆除或按前述要求进行改造。

吕西村墓葬群
吕不韦故里

晁错故里



 城乡特色风貌塑造

n 依托自然资源本底，以体现乡村风貌、彰显城镇特色为原则，构建景观风貌格局

p 镇域历史文化与景观风貌规划
u 本次规划主要以改善引导为主，规划通过对镇区和村庄的

引导，有效改善村容村貌，提高村民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使

居民的出行、生活、交往更为便捷。

u 城乡风貌格局 “一轴、三区”：

u 一廊——沿吕梁江形成的生态绿廊；

u 三区——城镇景观风貌区、田园特色风貌区、生态景观风

貌区。



镇政府驻地规划7



n 空间结构

p 结合镇区现状用地布局与未来发展趋势，对小吕镇

区合理规划，形成“一心一轴三片区”功能结构布

局。
u 一心：以镇政府为核心的行政办公中心；

u 一轴：沿文信路形成镇区发展轴；

u 三片区：镇区综合服务片区、北部休闲宜居片区、南部休闲

宜居片区。

镇区用地布局  

平
禹
铁
路

文
信
路

黄霸路

振兴路



镇区用地布局  

n 镇区用地规划

p 规划城镇人口2600人，城镇建设用地总量28.29公顷。

人均建设用地：108.69㎡/人；

p 镇区以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用地、居住用地为主，

重点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p 规划新建文化馆、体育馆、游园。

用地类型
规划目标年

面积 占比
（公顷）

居住用地 9.46 33.45%
公共设施用地 10.55 37.30%

其中

行政办公用地 0.88 3.10%
文化用地 0.45 1.60%
教育用地 3.47 12.27%
体育用地 0.44 1.54%

医疗卫生用地 0.91 3.20%
社会福利用地 0.53 1.88%

商服用地 3.88 13.72%
工业用地 0.85 3.01%

物流仓储用地 0.00 0.00%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6.77 23.92%

其中
城镇道路用地 2.56 9.05%
交通场站用地 0.17 0.60%

公路用地 4.04 14.28%
基础设施用地 0.09 0.30%

　 供水用地 0.05 0.19%
其中 环卫用地 0.03 0.12%

绿地与广场用地 0.57 2.01%

其中 公园绿地 0.25 0.90%
广场用地 0.31 1.11%

农用地 0.00 0.00%
合计 28.29 100.00%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n 根据镇区规模和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要求，构建“1+2”的城镇生活圈体系

p 镇区共划分十分钟生活圈1个，五分钟生活圈两个。

p 规划新建文化馆、体育馆，结合镇区空地新建游园。

十分钟生
活圈

（600m）

五分钟生
活圈

（300m）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位置 备注

公共管理
镇政府 镇区中部 保留
派出所 镇区南部 保留
国土所 镇区中部 保留

文化设施 综合文化中心、图书馆 镇区中部 新建

公共教育
中学 镇区中部 保留
小学 镇区北部 保留

幼儿园 镇区中部 保留

体育设施
体育活动中心 镇区中部 新建

健身广场 镇区中部 保留　
游园 镇区中部 新建

医疗卫生 卫生院 镇区中部 保留
卫生室 镇区中部 保留

社会保障 养老院 镇区南部 保留

商业服务
农贸市场 镇区中部 保留
电商网点 零散分布 保留
便民超市 零散分布 保留



基础设施完善

n 镇区用地规划

p 道路系统
u 构建道路交通网络，划分道路等级，确定主次干路走向确定道

路红线宽度及道路横断面。

u 主要道路：形成“两纵三横”的道路网络，主要为国道G234、

文信路，提升城乡联系，完善对外道路交通网络；

u 次要道路：镇区内其他道路划入次要道路，联系镇区各个片区。

p 静态交通
u 停车位：在主要道路两侧规划停车位，规范停车，制定相关管

制规范，对违章停车，进行治理。

u 公交站点：沿主要道路，合理设置公交站点。

p 道路横断面

G234

平
禹
铁
路

Y011

文
信
路

笃行路

健康路

黄霸路

振兴路

商圣路



n 基础设施规划

p 给水规划

水源规划：近期接镇区水厂，远期接张得水厂
用水量预测：规划预测平均日用水量为390立方米/日

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
雨水渠设计：雨水边沟采用300*400mm，
500*600mm，沿道路布置，采用重力流收集原则，
就近排放。

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
规划污水管道设计：规划污水管道尽可能与雨水管
道坡向一致，污水干管与支管均呈枝状布设，布置
在道路的西侧和北侧。污水管径为DN300-DN500，
污水经收集后接入小吕镇镇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p 雨水规划 p 污水规划

基础设施完善



n 基础设施规划

p 电力电信规划

电力：电源接110KV范坡变电站。近期电力线路保
持现状，远期结合街景要求，远期规划可设为地埋
式电力电缆。
电信：保留现状电信支局，通信线路网布局采用枝
状为主，通信电缆埋土敷设。

燃气：气源主要接禹州市燃气高压管网，经范坡站
调压后以中压管网接入镇区。

垃圾收集：保留镇区现状垃圾中转站，并按照半径
七十米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
公厕：结合游园广场设置公共厕所；镇政府等公共
场所公厕对外开放。

p 燃气规划 p 环卫规划

基础设施完善



综合防灾  

n 综合防灾

p 对外疏散通道：镇区主要道路作为对外疏散通道，为

救灾生命线。

p 防灾指挥中心：设置在镇政府，统筹考虑灾害发生时

全镇的救灾工作。

p 医疗救助中心：设置在镇卫生院，统筹灾害发生时伤

员的救助工作。

p 消防队：设置在镇政府，灾害发生时救灾抢险的先头

部队。

p 疏散场地：分散布置在镇区周边空旷地点，灾害发生

时受灾民众的安置地。



规划传导与实施保障8



规划传导策略

u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报批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发〔2024〕

43 号）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导则，明确向城镇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传导的约束性指标及产业发展、风貌

管控、人居环境整治等规划引导要求。

n 规划传导策略

村庄建设边界、生态保护

红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等底线管控

单元范围边界、面积、功能定位、建设用地

布局，以及单元内涉及的重要公共服务设施、

基础设施、公园绿地面积、防灾避难场所等

的配建标准或空间布局要求。落实“四线”

等强制性内容

发展目标、农村住房布局、

空间格局与分区、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村庄

建设边界、生态保护红线、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等底

线管控的指标和空间布局



实施措施与建议

n 实施措施与建议

u加强考核，科学投入，优化配置，深化改革，依法治教，提升质量

建立乡镇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乡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是详细规划的依据；

大力推进生态修复项目，推进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改造项目；

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向社会公布宣传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建立规划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将规划核心

内容及时公示公告；

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权责对应”的原则，细化明确规划实施任务分工，重点对约束性指标和

各类空间底线边界的执行情况考核，将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资源执法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