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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的范围包括大兴镇所辖全部土地，全镇辖26各行政村，65个自

然村，镇域面积118.01平方公里（数据来源：三调），镇驻地芦庄。

（2）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基准年为2020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

年，展望至2050年。

（3）规划基础数据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为基础数据，以地理国情普查、地质环境调查和

海洋、森林、草原、湿地、矿产等专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成果为补充，统一

采用2000国家法蒂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础。

规划范围期限



综合发展概况——经济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现状——逐年稳步上升，经济发展良好

大兴镇一产较为发达，二产与三产有一定基础，全镇以特色农业为基础、以食品深加工为配套、以休闲旅游为突破的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新格局逐渐形成，农业“新六产”初见成效，发展势头良好。

 现阶段产业发展主要特征——一产蓬勃发展、二产迎难而上、三产快速发展

一产 二产 三产

大兴镇在农业上除粮食作物（小麦、玉米、

花生）外，其他经济作物以蓝莓、茶叶、樱

珠、金银花、瓜菜为主。其中蓝莓种植面积

达1.6万亩，鲜果交易额达4亿元。

大兴镇现有工业企业58家，企业主要分布在

镇驻地，其中5家规模以上企业，主要工业类

型为铸造业、服装加工、板材以及石矿。

大兴镇第三产业继续挖掘羽山、磨山风景区

旅游资源，结合沿新沭河现代农业长廊和现

代农业旅游采摘园，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2020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71.16万，与2019

年相比增幅37%以上，与2017年相比增幅51%；

与2019年相比，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

幅20.6%，固定资产投资增幅58.8%，但由于统计口径不

同，从数据上看，相比2017年和2018年还是稍有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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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与机遇

特征总结

特色产业引领

生态家底尚可

公服配套良好

对外交通条件欠佳

生态价值转换不足

耕地保护任务艰巨

城乡功能活力不足

土地集约化程度低

• 蓝莓产业在大兴拥有一定基础，发展潜力大

• 新沭河、苍源河等河网纵横，羽山、磨山两山辉映

• 幼儿园、中小学配套设施相对完善

• 两省交界处交通便利度差

• 山水保护不足，生态价值亟待挖掘

• 现状耕地较难实现总量占补平衡

• 产业活力低，宜居生活品质有差距

• 村庄建设用地占比过高

问题与挑战



总体定位

围绕蓝莓产业优势，充分挖掘新沭河生态资源价值

将大兴镇打造成为：

农旅融合

一体化发展

先行区

蓝莓经济

乡村振兴

示范镇

宜居宜游

鲁东南

特色小城镇



大兴镇

发展战略——战略措施

区域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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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镇：精品钢铁、复
合材料等新材料产业

临沭
城区

赣榆区

东海
县

“江苏北大门”、“黄海明珠”
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区）

世界水晶之都、中国温泉之乡
综合实力百强县

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

蛟龙镇：电子信息、新
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

店头镇：机械铸
造、化工类产业曹庄镇：钢管

铸造类产

玉山镇：休闲农业

石门镇：现代农业
和造纸类轻工业

——分析资源差异，找出错位发展契机，与周边乡镇

协同联动发展。

 交通协同——完善城乡交通网络

• 加强与临沭城区和临沭火车站的交通联系；

• 对接310国道和327国道，衔接东海县城与连云港，

打造临沭东南门户地。

 产业协同——以现代农业、文旅产业为核心

• 一产：联动石门镇、店头镇特色农产品生产种植，

打造绿色发展与现代农业示范区，以沭河为纽带，

共建沭河沿岸高效生态特色农业长廊，以水果、苗

木和蔬菜为特色，大力发展科技农业、观光农业和

休闲农业；

• 二产：立足自身基础提质增效，借力店头镇，大力

发展机械铸造业、承接东面赣榆区其农副食品加工

业、花岗岩、黄砂等采矿产业；

• 三产：依托区位优势，镇区升级区域商贸服务功能，

将旅游开发与与美丽乡村建设、农业观光相结合，

镇域发展休闲旅游业。



总体格局

一核一轴一平台，两廊三水三基底

开发格局——“一核一轴一平台”

 一核：大兴综合城镇区

作为城镇发展核心区，积极发展服务性产业，完善城镇配套设施，形成经济的增长中心。

 一轴：综合发展轴（依托南牛公路和南部村庄集聚区）

引导村庄向南牛公路两侧以及村庄集聚区安置，完善南牛公路两侧商业服务业配套，成为乡

村集生产生活为一体的综合发展轴；

 一平台：滨水休闲农旅平台

沿新沭河振兴蓝莓种植，并融合农旅项目，打造蓝莓小镇，形成滨水休闲农旅平台。

保护格局——“两主四次、两廊三水、三基底”

 两廊三水：沿苍源河和羽龙河形成的滨水生态廊道；新沭河支流、观堂河、官庄河三条生态

水系；

 三基底：南部田园生态基底以金银花、蓝莓为主的特色经济作物主体；东北部田园基底以蓝

莓、粮食为主的现代农业种植主体；西北部生态基底以瓜果蔬菜为主的特色农业种植主体。

 两主四次：以大兴湿地公园及羽山及其周边水库（仙人脚水库及羽山水库）打造两个重点生态

保护中心；将五块石水库、胡格庄水库、荣观塘水库以及磨山景区打造成为次级生态保护节点。

大兴综合
城镇区

西部
田园生态基底

东部
田园生态基底

南部
田园生态基底

大羽山

荣观塘水库

五块石水库

胡格庄水库

磨山

大兴湿地
公园

图例：

滨水休闲农旅平台

滨水生态带

重点生态保护中心

次级生态保护节点



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生态网络格局

“两心多点”

 两心：以大兴湿地公园及羽山及其周边水域打造两个生态保护中心；

 多点：将围绕胡格庄水库、荣观塘水库等水库以及磨山景区打造成为生态

景观节点。

构建生态保护核心，贯通生态廊道，强化重要节点管控

1

 两廊：新沭河及苍源河水系及其两侧绿地打造生态综合廊道，是大兴镇生

态保护的重点；

 三水：重点梳理芦庄河、观堂河、官庄河三条水系，形成主要支流；

“两廊三水”2

 以水网自然生态功能分为东北部水网生态基底和西北水网生态基地和南部

自然生态维护基底。

“三基底”3

大羽山生态保护中心

五块石水库

胡格庄水库

南部
生态维护基底

磨山

东部
水网生态基底

西部
水网生态基底

荣观塘水库

图例

生态保护中心

生态景观节点

高埠水库

王宅子水库

古龙岗水库



 农业空间格局

根据临沭县农业十四五规划，对农业生产进行布局：

一带、一镇、三大基地

一带：新沭河特色农业产业带

一镇：蓝莓小镇

三大基地：优质蔬菜生产基地

优质蓝莓生产基地

优质花生生产基地

 巩固提升花生传统种植业，做好育苗、生产等内容，建设2 万亩高标准农

田。

 发展壮大蓝莓特色产业，通过提升蓝莓生产基地、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发展

电商物流与休闲旅游等，提高蓝莓综合效益，积极争创市级蓝莓现代农业产

业园。深挖蓝莓、湿地、新沭河等内涵，加快美丽乡村建设，以节庆活动推

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加快社会保障、养老设施建设等，激活乡村

动能。

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农业生产格局

优质蔬菜生产基地

优质花生生产基地

优质蓝莓生产基地

蓝莓小镇

新沭河特色农业产业带



产业发展——产业体系构建

大
兴
镇
产
业
体
系

二产

一产

三产

传统农业

特色农业

机械制造

休闲旅游

小麦 玉米

蓝莓种植 瓜果蔬菜 畜禽养殖

加工制造

花生

茶叶加工 服装制造

铸造

矿产开采

配套服务

观光旅游 果蔬采摘

以 一产 为核心，依托传统农
业基础，结合蓝莓等特色经济作物，

进行规模发展，使得优质农特产品

鲜明，加强特色品牌建设

零批发售

采掘工业

蓝莓加工

物流仓储

规划形成以蓝莓种植、休闲旅游、矿产开采为特色的

“2+3+2” 的现代产业发展集群

以 二产 为支撑，通过镇驻地
工业区集聚，构建以服装制造、食

品加工等加工制造业以及围绕现状

钛矿展开的矿产开采为主的适宜工

业体系

以 三产 为延展，完善生产生
活服务，旅游商贸。

茶叶种植
2

3

2
休闲研学

科创服务



产业发展——产业体系构建

 以“蓝莓”为主导的产业链发展

• 依托蓝莓产业优势，建立集蓝莓种植、研发、加工、包装、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地。

 规模化生产
 新品种培育

一产

 蓝莓鲜果加工
 特色食品加工

二产

 鲜果采摘
 休闲研学
 观光旅游
 物流集散
 科创交易

三产

特色农业 农副产品加工 休闲农业、服务业

利用大兴镇优势蓝莓资源，引进、培育高质量特

色农业项目，形成高附加值农业产业化、规模化

生产示范基地。

引进外部资金，成立蓝莓鲜果加工合作社，产

品涉及鲜果、果酱、果冻等食品，从农产品生

产、加工、销售贯彻始终。

发展观光农业、特色民宿以及为城市居民提供

休闲农业体验场所。为蓝莓产业配套的物流、

交易、科创等生产性服务业。



产业发展——产业布局

打造蓝莓种植基地
构建“两轴两核三片多点”产业发展布局

创建2条产业发展轴

创建2个综合服务核

• 城镇经济发展轴：以服务业、农产品加工、物流商贸为主

• 新沭河农旅融合发展轴：沿新沭河发展以蓝莓主为的农旅产业；

• 镇区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与旅游配套的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

• 蓝莓小镇休闲旅游接待中心：提供大兴镇休闲农旅信息咨询、综合服务的旅游

接待平台；

创建3个产业功能区

• 大棚瓜果蔬菜种植区：北部主要种植瓜果蔬菜；

• 新沭河观光农业种植区：主要种植蓝莓；

• 花生、茶叶种植区：南部主要种植花生、茶叶等经济作物；

镇区综合服务中心

蓝莓小镇休闲旅
游接待中心

大棚瓜果蔬菜
种植区

花生、茶叶
种植区

新沭河观光
农业种植区

茶叶

金银花 蓝莓

蓝莓

茶叶

瓜果蔬菜

创建N个特色种植区

• 结合现状优势种植产业，发展金银花等N个特色经济作物种植。

蓝莓

蓝莓



用地分区与分类——发展诉求

 一园一矿一厂三线；一改建两提升

县级
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实施单位

1
新沭河两岸现代农业蓝莓产业

园
大兴镇内 大兴镇人民政府

2 兴大矿业 大兴镇 ——

3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厂 大兴镇工业园
中建华辰（山东）
新型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

4 临连高铁建设项目 大兴镇（镇内15.62千米） 临沭县人民政府

5 临连铁路货运线建设项目 大兴镇（镇内10.14千米） 临沭县人民政府

6
沾化至临沂高速日兰高速至鲁

苏界段
大兴镇（镇内5.48千米）

山东高速集团、
齐鲁交通集团

7 大兴镇道路提升工程 大兴镇（镇内5.53千米） 大兴镇人民政府

8
沭牛路南段、观石路等剩余县

道改造提升项目
大兴镇（镇内29.91千米） 临沭县人民政府

9
S225莒阿线临沂日照界至鲁苏

界段改建工程
临沭县（大兴镇镇内8.78千米）

临沂市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

10 352县道 蛟龙镇（大兴镇镇内7.58千米） ——

镇级
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实施单位

1 钛矿 大兴村（12.27公顷）

2 工业预留地块 大兴社区（32.9公顷）

3 安置 大兴村（5.86公顷）

兴大矿业

沭牛路南段、观石路等
剩余县道改造提升工程

大兴镇道路提升工程

352县道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项目

沿新沭河两岸现代农业蓝莓产业园

S225莒阿线临沂日照
界至鲁苏界段改建工程

临连高铁建设项目

临连铁路货运建设项目

沾化至临沂高速日
兰高速至鲁苏界段

沭牛路南段、观石路等
剩余县道改造提升工程

352县道

沭牛路南段、观石路等
剩余县道改造提升工程 大兴镇道路提升工程

沭牛路南段、观石路等
剩余县道改造提升工程

工业提升用地

钛矿

安置

5

4

8

9

6

8

2

10

7

3

1

3

8

7

10

8

2

1



用地分区与分类——镇域用地方案

 镇区开发边界：依据镇区诉求及村庄发展潜力分析，

对开发边界相邻11个自然村进行城乡融合发展，

原村庄用地改为耕地（共169.35公顷）。

 工业向北集聚：现状工业主要集中在镇区北部和中

部，规划建议工业用地向镇区北部集聚发展。

 三产向南发展：规划建议大兴镇依托蓝莓优势产业，

在镇区北部建设蓝莓小镇，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用地方案



——“两心两轴七组团”

 两心：镇区中部以行政服务为重点的公服中心和

南侧购物休闲为重点的商服中心；

 一轴：南北向纵贯镇驻地及园区的区域发展轴；

 七组团：分别为3个公服组团、2个居住组团、

2个工业组团。

用地分区与分类——镇驻地发展格局

 镇区建设布局 与镇需求对接情况 本轮试划情况

——镇区边界情况说明

 镇区需求：根据镇内对接情况，城镇开发边

界内面积调整到356.73公顷；

 本轮试划：本轮县国土空间规划试划方案中

城镇开发边界内面积（除去开天窗）为

194.45公顷；

城镇可发展空间极为有限，需要根据最
终城镇开发边界方案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