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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1.1 规划实施评估报告摘要

（ 1）规划批准情况。《抚顺县救兵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于 2012年 9月编制完成。2012年 9月 26日抚顺

市人民政府下发了《抚顺市人民政府关于抚顺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年）的批复》（抚政[2012]149号）的文件，批准了包

括救兵乡等 12个乡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救兵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以下简

称现行规划）于 2017年 12月编制完成。2018年 5月 15日抚顺市人

民政府下发了《抚顺市人民政府关于抚顺县石文镇等 8个乡（镇）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批复》（抚政〔2018〕60

号）的文件，批准了包括救兵镇等 8个乡（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2）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截至 2017年底，全镇实现了耕地

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现有耕地面积 3568.48公顷，比救兵镇

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 2821.40公顷多出 747.08公顷，2513 公顷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全部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

逐级签订了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建设用地总面积 1574.79公顷，占

规划期末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 99.60%；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1149.62公

顷，占规划期末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的 97.22%；城镇工矿用地

383.33公顷，占规划期末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的 88.10%；交通水

利及其他用地 425.17公顷，占规划期末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控制

规模的 106.61%。截至 2017年 12月底，救兵镇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

标 85.88公顷，其中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79.63公顷，新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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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耕地规模 61.77 公顷。2018 年至目前，已使用新增建设用地

17.9160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 5.9533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3.9985公顷。

（3）规划实施主要成效。①耕地和基本农田得到保护。救兵镇

通过划定耕地红线、树立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和界桩等措施，强化各

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加快耕地保护工作投入，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基

础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确保了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

实现，为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保障。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施

期间，救兵镇紧紧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有利机遇，在

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经济稳步发展。

③提升规划认知程度。规划实施期间，借助不同媒体的宣传，使公众

对保护土地资源尤其是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认识得到提高，严格保

护耕地的重要性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公众的土地资源保护意识和自觉

性不断增强。

（4）规划执行存在的问题。①规划实施期间，全镇经济社会发

展在新举措、新要求、新目标、新思路的指引下，更加强调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全镇经济社会逐步转向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从而

导致建设用地布局与宏观发展战略发生偏差，使得规划建设用地布局

存在一定偏差。②城乡结构不够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复垦不及时。

2005年城镇工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34.71%，农村居民点

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65.29%。截至 2017年 12月，城镇工

矿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的 33.34%，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城乡建

设用地总规模的 66.66%。城镇化比例有所减少，农村居民点所占比

例有所升高，城乡用地内部结构不够合理，用地结构不够优化，农村

居民点用地退出复垦工作推进的不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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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用地退出情况。截至 2017年 12月底，救兵镇建设用

地规模剩余指标 6.51 公顷，建设用地规模剩余不足。建设用地规模

中有 9.80公顷流量未退出使用，城乡建设用地中农村居民点用地规

模超出规划期末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18.89公顷，农村居民点整理复

垦滞后，随着建设用地复垦以及土地整治任务力度的加大，建设用地

规模将进一步减少。

1.2 规划修改区域概况

救兵镇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东南部，据抚顺市区 35公里，

距沈阳桃仙机场 65公里，属于典型的近郊山区乡镇。全镇森林覆盖

率较高，在 2002年被国家林业部列为国家公益林基地。境内抚清线

和双古线交汇于此，交通便利；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工作，以木制品

加工，乳产品加工，矿场开发为工业发展代表发展强劲，果品、中草

药等农业产品化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平稳快速。

救兵镇坚持“生态立镇”，大力实施造林绿化工程，修建拦河大

坝，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显著提高，多次被评为抚顺市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强乡镇，提高了医疗服务和卫生管理，并新建自来水厂和安装

太阳能路灯，乡村建设成效显著。

1.3 规划修改的目的

（1）优化建设用地布局，保障科学发展用地。通过规划修改，

优化各类建设用地布局，调整规划建设用地实施时序，有效保障重点

区域和重点项目用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引导耕地连片保护，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通过规划修改，

促进耕地和基本农田连片保护和耕地质量集中建设，发挥农业规模经

营效益，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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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通过规划修改，

统筹城乡和区域土地利用，科学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促进各

类产业规模经营。

（4）完善规划实施管理，强化土地宏观调控。通过规划修改，

完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

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保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势性。

1.4 规划修改的理由

（1）加强城镇建设，加快经济发展。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

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的良好局面，救兵镇按照县委确定的“生

态立县、工业主导、农业增效、旅游牵动、全城发展”总体发展思路，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坚持民生优先，加大工业投入力度。为加强救兵

镇经济发展，救兵镇人民政府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利用丰富的森

林资源和便利的交通，大力开展木制品加工业，为加快配套木业园区

的建设，亟待对现行规划进行修改。本次规划修改涉及工业类建设用

地 33.0250公顷。

（2）坚持 “生态立镇”，建设平安和谐富裕美丽新救兵。为充

分发挥现行规划对救兵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统筹推进社会事

业发展，在以工业为主导发展方向的同时，救兵镇更加注重生态环境

的发展。为推进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大力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打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建设美丽新农村，需对现行规划进行修

改。本次规划修改涉及生态类建设用地 0.2987公顷。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进民生福祉。规划实施期间，为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救兵镇人民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

断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的事业中。通过落实一系列利民惠民政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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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生活福利与幸福指数不断攀升。为加强救兵镇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的落实惠民政策，需要对现行规划进行修改。本次规划修改涉及

公共服务类建设用地 1.190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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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修改的总体要求

2.1 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发展全局，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

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着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好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机

遇。落实“四个着力”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坚持落实抚顺县“生态

立县，工业主导，农业增效，旅游牵动，全域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

以“创新改革驱动、结构转型升级、城乡统筹协调、绿色低碳发展”

为发展战略，统筹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土地利用。科学合理地配置土地

资源，保障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和优势产业用地，进一步优化土地

利用结构，强化规划管理和土地用途与空间管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在最大限度保护耕地的条件下，满足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建设用地的

需求，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2 规划修改的基本原则

（1）空间管制原则。规划修改必须维护现行规划建设用地管制

分区的相对稳定。本次规划修改在确保允许建设区面积不增加的前提

下，对局部地区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进行调整。

（2）保护耕地原则。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

占或少占耕地，并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和土地整治项目区，确保耕地保

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现。

（3）优化配置原则。本次规划修改遵循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

通过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的调整，推进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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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引导城乡建设用地合理、集约、高效利用，使城乡建设用地与城

镇建设和产业发展更加匹配。

（4）改善生态原则。本次规划修改按照保护优先、兼顾治理的

要求，注重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确保具有重要生态功

能的基础性生态用地比重不降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5）公众参与原则。本次规划修改注重村镇规划、交通规划、

水利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广泛听取了规划修改涉

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并对修改方案进行充分论

证，以提高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3 规划修改的控制性要求

2.3.1主要约束性指标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不改变救兵镇现行规划确定的主要约束性调控指

标，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和土地整

治补充耕地规模保持不变，以保证规划实施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2.3.2耕地和基本农田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避让永

久基本农田和土地整治项目区，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目标的实现。涉及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的，确保规划建设

用地调出地块占用的耕地数量和质量不低于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占用的耕地。

2.3.3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1）截至 2017年 12月底，救兵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剩余面积

为 63.3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剩余面积为 46.47公顷，新增建

设占用耕地剩余面积为 39.03公顷。2018年至目前，救兵镇使用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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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 17.9160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 5.9533公顷，新增建设占

用耕地 3.9985公顷。截至目前，救兵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剩余面积

为 45.4040公顷。本次规划修改，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新增建

设用地规模为 34.5144公顷，在救兵镇新增建设用地剩余指标范围内。

（2）修改规模控制。本次规划修改中，修改为允许建设区的规

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总面积为 34.5144公顷，涉及有条件建设区和限

制建设区。

（3）管制边界控制。本次规划修改对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

区和限制建设区的空间布局形态进行调整。规划修改后，救兵镇允许

建设区减少 0.0004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 0.0966公顷、限制建设

区增加 0.0970公顷，其余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保持不变。

（4）规划协调控制。本次规划修改的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共

6 块，分布在康西村、石门村和通什村，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 11

块，分布在马和村、马鲜村、大东村、王木村和康西村。规划修改过

程中，调入的允许建设区与城乡建设、产业布局等相关规划进行了衔

接，在用地规模、结构、时序和布局等方面，尽量满足城镇和产业发

展的合理用地需求，提高城乡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匹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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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修改的主要依据

3.1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8）《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72号令）；

（9）《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3.2 政策规范依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号）；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31号）；

（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

法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38号）；

（5）《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

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号）；

（6）《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



10

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7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224号）；

（8）《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9）《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

案〉的通知》（辽国土资办发〔2015〕1号）；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

若干意见》（中发〔2016〕7号）；

（11）《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6〕8号）；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

见》（中发〔2017〕4号）；

（13）《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13号）；

（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

〔2018〕1号）；

（15）《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8〕1号）；

（16）《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17）《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18）《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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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关规划依据

（1）《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抚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3）《抚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4）《抚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5）《抚顺县救兵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6）《抚顺县救兵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

方案》；

（7）救兵镇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

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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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修改的规模与布局

4.1 规划修改规模

1.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入规划建设用地 6块，总面积为 34.5144公顷，

分布在康西村、石门村和通什村。

2.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出规划建设用地 11块，总面积为 34.5148 公

顷，分布在马和村、马鲜村、大东村、王木村和康西村。

规划修改前后救兵镇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

少。调入、调出地块面积表 4-1。

表 4-1 调入、调出地块面积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调入 调出 差值

石门村 0.2920 — 0.2920

通什村 0.0067 — 0.0067

康西村 34.2157 0.8442 33.3715

马和村 — 1.9190 -1.9190

马鲜村 — 24.2093 -24.2093

大东村 — 5.6874 -5.6874

王木村 — 1.8549 -1.8549

合计 34.5144 34.5148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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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土地用途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 34.5144公顷，其中将

一般农地区 34.2153公顷、林业用地区 0.2991公顷修改为村镇建设用

地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涉及村镇建设用地区 34.5148公顷，规

划修改后，修改为一般农地区 34.2156公顷，林业用地区 0.2992公顷。

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见表 4-2。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土地用途区对比，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

林业用地区和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发生了变化，其中一般农地区面积

增加 0.0003公顷，林业用地区面积增加 0.0001公顷，村镇建设用地

区面积减少 0.0004公顷，其余用途区面积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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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救兵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整

类型
行政区域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一般农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康西村

TR-01
修改前 1.1907 1.1907
修改后 1.1907 1.1907

TR-02
修改前 0.2562 0.2562
修改后 0.2562 0.2562

TR-03
修改前 9.9471 9.9467 0.0004
修改后 9.9471 9.9471

TR-04
修改前 22.8217 22.8217
修改后 22.8217 22.8217

通什村 TR-05
修改前 0.0067 0.0067
修改后 0.0067 0.0067

石门村 TR-06
修改前 0.2920 0.2920
修改后 0.2920 0.2920

小计
修改前 34.5144 34.2153 0.2991
修改后 34.5144 34.5144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马和村 TC-01
修改前 1.9190 1.9190
修改后 1.9190 1.9190

马鲜村

TC-02
修改前 22.5883 22.5883
修改后 22.5883 22.5883

TC-03
修改前 0.0243 0.0243
修改后 0.0243 0.0243

TC-04
修改前 1.5967 1.5967
修改后 1.5967 1.5967

大东村 TC-05
修改前 0.0238 0.0238
修改后 0.0238 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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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类型
行政区域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一般农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大东村 TC-06
修改前 5.6636 5.6636
修改后 5.6636 5.3644 0.2992

康西村

TC-07
修改前 0.2829 0.2829
修改后 0.2829 0.2829

TC-08
修改前 0.1442 0.1442
修改后 0.1442 0.1442

TC-09
修改前 0.4171 0.4171
修改后 0.4171 0.4171

王木村

TC-10
修改前 0.6483 0.6483
修改后 0.6483 0.6483

TC-11
修改前 1.2066 1.2066
修改后 1.2066 1.2066

小计
修改前 34.5148 34.5148
修改后 34.5148 34.2156 0.2992

合计

修改前 - 34.2153 34.5148 0.2991
修改后 - 34.2156 34.5144 0.2992

修改后与修改前

相比增减变化
0 0.0003 -0.0004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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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有条件建设区 5.8943

公顷、限制建设区 28.6201公顷，全部修改为允许建设区；规划建设

用地调出地块涉及将允许建设区 34.5148公顷，修改为有条件建设区

5.7977公顷、限制建设区 28.7171公顷，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见

表 4-3。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建设用地管制区对比，规划修改后，允许建设

区面积减少 0.0004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减少 0.0966公顷，限制

建设区面积增加 0.097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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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救兵镇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整

类型
行政区域

地块

编号
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康西村

TR-01
修改前 1.1907 1.1885 0.0022
修改后 1.1907 1.1907

TR-02
修改前 0.2562 0.2562
修改后 0.2562 0.2562

TR-03
修改前 9.9471 4.7058 5.2413
修改后 9.9471 9.9471

TR-04
修改前 22.8217 22.8217
修改后 22.8217 22.8217

通什村 TR-05
修改前 0.0067 0.0067
修改后 0.0067 0.0067

石门村 TR-06
修改前 0.2920 0.2920
修改后 0.2920 0.2920

小计
修改前 34.5144 5.8943 28.6201
修改后 34.5144 34.5144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马和村 TC-01
修改前 1.9190 1.9190
修改后 1.9190 1.9190

马鲜村 TC-02
修改前 22.5883 22.5883
修改后 22.5883 22.5883

马鲜村 TC-03
修改前 0.0243 0.0243
修改后 0.0243 0.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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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类型
行政区域

地块

编号
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马鲜村 TC-04
修改前 1.5967 1.5967
修改后 1.5967 1.5967

大东村

TC-05
修改前 0.0238 0.0238
修改后 0.0238 0.0238

TC-06
修改前 5.6636 5.6636
修改后 5.6636 5.6636

康西村

TC-07
修改前 0.2829 0.2829
修改后 0.2829 0.2829

TC-08
修改前 0.1442 0.1442
修改后 0.1442 0.1442

TC-09
修改前 0.4171 0.4171
修改后 0.4171 0.4171

王木村

TC-10
修改前 0.6483 0.6483
修改后 0.6483 0.6483

TC-11
修改前 1.2066 1.2066
修改后 1.2066 1.2066

小计
修改前 34.5148 34.5148
修改后 34.5148 5.7977 28.7171

合计

修改前 - 34.5148 5.8943 28.6201
修改后 - 34.5144 5.7977 28.7171

修改后与修改前相比

增减变化
0 -0.0004 -0.0966 0.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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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土地利用结构修改

救兵镇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总面积为 34.5144公顷，占农用地

33.8655公顷，其中耕地 33.0479公顷，林地 0.2991公顷，其他农用

地 0.5185公顷；占建设用地 0.6489公顷，全部为公路用地。规划建

设用地调出地块总面积 34.5148 公顷，全部占用农用地，其中耕地

33.2132公顷，林地 1.3016公顷。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增

加 0.6493公顷，其中耕地增加 0.1653公顷，林地增加 1.0025公顷，

其他农用地减少 0.5185公顷。建设用地净减少 0.6493公顷，建设用

地净减少量等于农用地的净增加量。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

统计表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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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整

类型

行政

区域

地块

编号

地类及面积

修改前管

制区类型合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小计 耕地 林地
其他

农用地
小计 公路用地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康西村 TR-01 1.1907 1.1907 0.9955 0.1952 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

康西村 TR-02 0.2562 0.2562 0.2562 限制建设区

康西村 TR-03 9.9471 9.9431 9.9427 0.0004 0.0040 0.0040 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

康西村 TR-04 22.8217 22.1768 21.8535 0.3233 0.6449 0.6449 限制建设区

通什村 TR-05 0.0067 0.0067 0.0067 限制建设区

石门村 TR-06 0.2920 0.2920 0.2920 限制建设区

小计 34.5144 33.8655 33.0479 0.2991 0.5185 0.6489 0.6489 -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马和村 TC-01 1.9190 1.9190 1.9190 允许建设区（新增）

马鲜村 TC-02 22.5883 22.5883 22.3262 0.2621 允许建设区（新增）

马鲜村 TC-03 0.0243 0.0243 0.0243 允许建设区（新增）

马鲜村 TC-04 1.5967 1.5967 1.5967 允许建设区（新增）

大东村 TC-05 0.0238 0.0238 0.0238 允许建设区（新增）

大东村 TC-06 5.6636 5.6636 4.6241 1.0395 允许建设区（新增）

康西村 TC-07 0.2829 0.2829 0.2829 允许建设区（新增）

康西村 TC-08 0.1442 0.1442 0.1442 允许建设区（新增）

康西村 TC-09 0.4171 0.4171 0.4171 允许建设区（新增）

王木村 TC-10 0.6483 0.6483 0.6483 允许建设区（新增）

王木村 TC-11 1.2066 1.2066 1.2066 允许建设区（新增）

小计 34.5148 34.5148 33.2132 1.3016 -
修改后与修改前

相比增减变化
0.0004 0.6493 0.1653 1.0025 -0.5185 -0.6489 -0.6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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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规划调控指标修改

本次规划修改均为新增建设用地空间布局修改，不涉及土地利用

主要调控指标的修改。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均避让了永久基本农

田，规划修改前为限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全部转为允许建设区。

表 4-5 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修改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2005年 2014年
2020年

修改前 修改后 增减变化

总量指标（公顷）

耕地保有量 3634.20 3593.40 2821.40 2821.40 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175.00 2545.30 2513.00 2513.00 0

园地面积 297.50 297.00 445.00 445.00 0

林地面积 19818.20 19798.20 20595.20 20595.20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1441.90 1515.10 1581.30 1581.30 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055.80 1128.90 1182.50 1182.50 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366.50 383.33 435.10 435.10 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386.10 386.20 398.80 398.80 0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 149.20 149.20 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 126.10 126.10 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 100.80 100.80 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 — 109.00 109.00 0

效益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 197 195 1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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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修改的实施影响

5.1 对现行规划主要目标实现的影响

5.1.1对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1）对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的影响。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耕地

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修改，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地块占用耕地 33.0479公顷；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占用耕地 33.2132

公顷。规划修改前后耕地净增加 0.1653公顷，规划修改对现行规划

确定的耕地保有量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无不利影响。

（2）对耕地质量的影响。依据抚顺县农用地分等成果，确定规

划建设用地调入、调出地块中的耕地利用等。其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地块占用的耕地利用等分布在 10-11等，加权平均利用等为 10等，

加权平均利用等指数 1028；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的耕地利用等分

布在 10-12等，加权平均利用等为 11等，加权平均利用等指数963。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确定规划修改后，耕地质量不降低，数量有增加。

规划修改涉及耕地质量变化对比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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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规划修改涉及耕地质量变化对比表
单位：公顷

调整类型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利用等 利用等指数 占用耕地面积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01

康西村

10 1043 0.9955

TR-02 10 1035 0.2562

TR-03 10 1043 9.9427

TR-04
10 1061 12.0214

11 973 9.8321

合计 10 1028 33.0479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TC-01 马和村 11 936 1.9190

TC-02

马鲜村

11 964 22.3262

TC-03 11 964 0.0243

TC-04 12 738 1.5967

TC-05
大东村

10 1013 0.0238

TC-06 10 1013 4.6241

TC-07

康西村

10 1043 0.2829

TC-08 10 1036 0.1442

TC-09 11 946 0.4171

TC-10
王木村

10 1038 0.6483

TC-11 10 1038 1.2066

合计 11 963 33.2132

5.1.2对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对土地用途区中的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村镇

建设用地区进行修改，符合土地用途区的土地利用调控方向，规划修

改对土地用途区内部结构和布局进行优化，更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目

标的实现。

5.1.3对建设用地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是在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之间

进行的空间布局形态调整，使规划富有弹性，不仅保障了救兵镇经济

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展布局

的优化配置，促进全镇建设用地管制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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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现行规划实施的影响

此次规划修改与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布局变化相

协调，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次规划通过对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的布局进行

优化，对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进行形态调整，延

续了现行规划对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思路和理念。规

划方案既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确保了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的用地需

求，又保证了城乡建设用地允许建设区的规模不增加，同时还注意吸

收了有关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具有较强的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保证现行规划实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确保

现行规划得以更加有效地实施。

5.3 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通过此次规划修改，不仅可以优化乡镇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保

障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

展布局的优化配置。

5.4 对经济社会效益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后，救兵镇建设用地布局更趋于合理，能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达到了统筹和优化乡村用地结构和布局，

集中并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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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对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影响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确定救兵镇为辽宁省重点开发的城

镇。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工业类项目用地 33.0250公顷，规划修改后可

促进木制品加工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符合救兵镇作为辽宁

省重点开发的城镇的功能定位。

5.6 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对基础型生态用地规模不产生影响，结合救兵镇生

态环境建设要求，不位于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范围内，不涉及对禁建

边界的修改，不位于生态红线范围内，不占用水源保护地等地区。本

次规划修改正是基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林业用地区面积增

加了 0.0001公顷，对救兵镇生态环境无不良影响。因此，本次规划

修改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用地的原则，注重各土地用途分区

的布局对生态区和生态红线的保护，有利于生态区功能的形成，体现

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在经济发展中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的方针。

5.7 实施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5.7.1主要评价结论

（1）规划修改思路符合要求。本次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符合国

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循了不改变城乡建设用地扩展

边界，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减少，建设用地规模不突破的原则，依法履行了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有关程序，规划修改理由充分、依据可靠、布局合理，符合

国家关于规划修改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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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本次规划修改对现行规划确定的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用途管制、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等主要调控指标无不利影响，规划修改方案与现行规划衔接

良好，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又保障了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的

建设用地，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3）规划修改预期效益明显。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了土地综合利

用效益的发挥，不仅有利于救兵镇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促进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和持续高效利用，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还注重了土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救兵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7.2规划实施建议

（1）严格实施规划。规划修改方案依法批准后，要严格按照修

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实施，全面落实土地用途区和建设用地

空间管制制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2）强化耕地保护。规划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严把耕地质量关，保证补充耕地与被占

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3）注重维护权益。规划实施中，要尊重农民的主要地位，切

实维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合法权益，依法依规对农民给

予补偿，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27

第六章 规划修改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6.1 行政管理措施

本规划修改方案经审批后，应切实采取措施，强化落实土地用途

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有关部门批准、核准的各类建设项目，

必须符合规划修改方案，对调入地块的使用进行严格限定；涉及农用

地转用的，必须取得农用地转用许可，完善备案制度，强化跟踪监管。

规划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

严把补充耕地质量，保证补充耕地与被占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

6.2 经济技术措施

6.2.1经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将有利于救兵镇推进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集约

高效利用，促进乡镇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投资环境，进一步优

化镇域乡村建设用地空间布局。规划修改后，将充分运用价格机制遏

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现象，提高建设用地的取得、使用、保有成

本，推动商业服务业等高收益用地向产业集中发展区积聚，工业等中

等收益用地向边界转移，促进各类用地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规划实施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土地合法权益，依法依规对被征地农民给予补偿，确保被征地

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6.2.2技术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一经批准，要立即对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

进行修改，制作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增量包，并报上级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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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主管部门备案，确保规划数据库及时更新。

6.3 公众参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乡级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方式及时进行

规划修改成果公示，公开征询各方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对规划

实施的监督，并由上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规划修改方案及

其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进行评审论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规划修改方案

编制和实施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公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认知程

度，增强规划修改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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