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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规划总则

中共十八大

•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生态文明改革总体方案

• 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互相

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

• 整合各部门分头编制的各类空间性规划，编制统一的空间规划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 组件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关

于全面开展国土

空间规划工作的

通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

中共十九大

•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

国家战略、顶层设计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是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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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

规划背景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

1.1

1

刚性管理、影响深刻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 规划一经批复，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防止出现换一届党委和政府改一次规划。

• 下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服从上级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要服从总体规划。

• 坚持先规划、后实施，不得违反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 坚持 “多规合一”，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

•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



壹 规划总则

“五级三类四体系”的规划体系

规划背景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

1.1

2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要点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是乡镇建设规划许可的法定依据，体现落地

性、实施性和管控性，突出土地利用和全域管控，对具体地块的用途

作出确切安排，对各类空间要素进行有机整合，主要有六大内容体系：

• 目标体系：深化、细化县级规划目标、指标和坐标。

• 布局体系：用途分区、用地布局为主。划分二级用途分区；三线、

其他控制线落实坐标界限；主要用地地类结构调整。

• 功能体系：落实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用地和管控

要求；明确乡村地区重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布局；明确具体设施。

• 保障体系：落实上级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引导及管控内容；划分

规划编制单元，明确控制要求；落实上位规划整治修复要求，对

具体工程与项目进行空间落位；制定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和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具体方案。

• 监管体系：根据乡镇级标准和要求，落实空间控制线和规划用途

分区边界得管控；衔接好上位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信息系统，

成果由乡镇人民政府整合叠加归集至市县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细化制定适合本乡镇的实施措施；对本乡镇及下辖村庄规划、详

细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检测预警。

• 行动体系：确定近期涉及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的重大内容，确定

近期建设的建设时序、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明确应编制的各类

专项规划。

国家

省

市

县

乡镇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市国土空间规划

县国土空间规划

镇（乡）国土空间规划

详细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外为村庄规划）

专项规划

专项规划

专项规划

五
级
三
类

总体规划 专项规划详细规划

四
体
系

编制审批体系 实施监督体系 法规政策体系 技术标准体系

强调综合性 强调专门性强调实施性



壹 规划总则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现有模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深刻领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时代发展的道口，摈弃传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

位追求规模的发展路径，强化生态保育、践行绿色发展，加强技术创新、重视质量建设，是

国家应对未来发展及实现更好发展的战略选择、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思想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准确把握“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价值判断，“宁要绿

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价值选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创造；生态空间＞农

业空间＞城镇空间。

高质量发展是平衡资源消耗与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方式

资源粗放开发、空间低效利用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阻碍社会更好发展，实施

高质量发展路径，提升单位产出，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以同等的资源消

耗实现更优的现代化水平

规划背景

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1.1

3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是落实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须手段。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
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人与自
然和谐
共生

绿水青
山就是
金山银
山

良好生
态环境
是最普
惠的民
生福祉

山水林
田湖草
是生命
共同体

最严格
的制度
和最严
厉的法
制

共谋全
球生态
文明建
设

六项原则



壹 规划总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好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

规划指导思想1.2

4

规划原则

（1）城乡融合、优化布局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两新融合发展，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

空间和生态空间，统筹优化城乡空间和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全要

素全方位一体化的空间保护开发利用秩序。

（2）生态优先、突出特色

坚持绿色发展与底线约束，落实三区三线，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促进城镇规模发展与

内涵提升并举，推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入挖掘城乡资源禀赋，内塑外引，突

出地域特色，打造产业功能活力、城乡风貌优越的特色城镇。

（3）侧重实施、突出近期

加强规划的实时性和操作性，明确对详细规划的指导要求，强化规划实施引导。突出规

划得分期实施，对近期的国土开发、保护、修复、整治项目及用地安排制定近期实施规划，

对近期实施项目库做出统筹安排和行动计划。

规划原则与依据1.3

规划依据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9]18号）；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

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号）；

• 《临沭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初稿；

• 《临沭县土地利用规划（2016-2020）》；

• 《临沭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 《临沭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

• 第二次国土调查数据；

• 最新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调整及自然保护地调整；

•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

• 其他规范、相关规划及政策研究。



壹 规划总则

现行空间类规
划实施评估

国土空间开发总体格局

规划范围

临沭县蛟龙镇行政辖区，总面积69.59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与上位规划期限一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远景展

望至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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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

间定位基础。

规划范围与期限1.4

5

技术路线

规划重点与技术路线1.5

规划主要内容

• 落实县级规划的战略

• 统筹生态保护修复

• 统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 统筹农村住房布局

• 统筹产业发展空间

• 统筹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布局

• 制定乡村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 统筹自然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

• 因地制宜进行国土空间用途编

定，制定详细的用途管制规则
规划评估
修改

指标
体系

统筹三条
控制线

规划
审查

下位规划引导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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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信息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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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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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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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

草原 乡村振兴计划产业指引

重点城市指引镇村体系

城乡融合

划分主导
功能分区

国土空间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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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线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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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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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整
治与修复

自然资源污染
防治和修复

交通
体系

基础设施
体系

支撑体系建设

防灾减灾
体系

国土综合整治和修复

支撑体系与行动计划

美丽城
镇建设

发展战略功能定位

战略定位

发展目标

总体格局

国土空间保护总体格局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现状、存在问题

国土空间
演变规律

国土空间面临
的形势与风险

衔接县域双
评价结果

现状分析 基础评价



贰 基础分析

蛟龙镇地处鲁东南，位于苏鲁两省三县（临沭、赣榆、东海）结合部，距县城9公里，

镇区距苏北第一大港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连云港70公里，西距全国著名商贸批发城—

临沂40公里，临（沂）连（云港）经济带重要节点。

“327”国道横穿全境，长深高速公路贯穿镇北部，紧邻沂沭、兖石、陇海三大铁路，

连云港、日照和岚山三大港口，地处临沂、连云港半小时经济圈。

区位分析

临（沂）连（云港）经济带重要节点、临沭东大门

2.1

6

日照港

岚山港

赣榆港

连云港

临沂市

连云港

蛟龙镇

蛟龙镇



贰 基础分析自然环境本底2.2

7

山：地势起伏不大，山脉以苍马山、冠山南麓为主

北依苍马山、冠山，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西系丘陵，东为小平原，地面海拔一般在20—

50米，最高点位于龙潭水库，海拔56米，最低点位于石梁河水库，海拔28米。

◼ 坡度分析图 ◼ 坡向分析图◼ 高程分析图



贰 基础分析自然环境本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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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资源总量充沛，平原河网纵横交错

境内水系发达，沟渠密布，水域占全域总面积的5.26%。主要河流有穆瞳河、

塘子河、苍源河等，境内河道总长21.2千米。拥有1个中型水库(龙潭水库）+2小

水库，水资源丰富。

蛟龙镇小型水库一览表

水库名称
流域面积
（k㎡）

总库容
（万㎡）

设计灌溉面积
(亩)

目前有效灌溉面积
（亩）

保护人口
（人）

保护耕地
（亩）

双龙湖水库 4.5 262.20 5600 3000 15000 20000

烈疃水库 1.2 33.83 500 430 2000 3000

龙潭湖水库

双龙湖水库

龙潭水库

穆疃河

塘
子
河

烈疃水库



贰 基础分析自然环境本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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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林覆盖率低、生态功能不强

规划基期现状林地：镇域内现有林地767.70公顷，其中乔木林地444.23公

顷，竹林地1.50公顷，其他林地321.96公顷。主要分布于各村庄附近及田间，

集中连片度低、布局散乱不规则，相互关联不高。

林业林地小斑：林业小斑用地面积542.53公顷，森林覆盖率7.80%。其中

公益林面积33.79公顷，商品林面积508.73公顷。公益林主要以其他防护林为

主，商品林主要以短轮伐期用材林为主。

国土现状林地与林业林地矛盾：存在面积、地类、属性、边界不一致问题

通过将两套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发现，林业小斑和规划基期现状林地重

叠率393.22公顷，占比72.48%。林业小斑范围内，规划基期现状不为林地的

149.31公顷；规划基期现状为林地，但不在林业小斑范围内的面积有374.48公

顷。林业小斑范围与规划基期林地范围不重合区域面积有523.79公顷，存在现

状是耕地、园地、建设用地等地类的情况。

蛟龙镇规划基期现状林地分布图 蛟龙镇规划基期现状林地和林业林地小斑分析图 蛟龙镇林业林地小斑分布图



贰 基础分析自然环境本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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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地资源丰富，但总体质量不高

耕地数量：镇域内耕地总面积4483.17公顷，其中水田0.61公顷，

占比0.00%，水浇地2169.64公顷，占比48.40%，旱地2312.92公顷，

占比51.59%。

耕地质量：镇域内8、9等质量较高的面积为718.49公顷，10、11

等面积质量较低的面积为3764.68公顷，平均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5

等，略微低于县域耕地平均质量，质量等级最高的8等耕地主要分布张

疃村。

耕地坡度：镇域内耕地坡度主要分布于1级（≤2°）、2级

（2°-6°）区域，占比99.70%，地势平坦。

耕地连片度：镇区域内耕地连片度百亩以上面积占比62.27%，

30亩以下面积占比8.29%，整体连片度较好，适宜机械化、规模化

粮食生产。蛟龙镇耕地坡度分析图 蛟龙镇耕地连片度分析图

蛟龙镇耕地分类分布图 蛟龙镇耕地国家利用等别分布图



贰 基础分析自然环境本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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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良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占比较高

高标准基本农田：镇域内现有高标准基本农田1680.66公顷，主要分布于

镇域东部。

“两区”：镇域内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区2464.52公顷，分

布于各个村域。



贰 基础分析自然环境本底2.2

12

田：稳定耕地总量大，恢复难度较小

稳定耕地：根据下发的不稳定耕地叠加三调耕地，分析得

出镇域内稳定耕地有4488.23公顷，基本转换后稳定耕地面积

为4461.15公顷。

即可恢复、工程恢复：在三调成果中，工程恢复及即可恢复图斑合计1269个，面积551.91公

顷。其中即可恢复的图斑有402个，面积为116.75公顷，利用现状主要为果园、其他林地和少量其

他园地、乔木林地和竹林地；工程恢复的图斑有867个，面积为435.16公顷，利用现状为乔木林地、

其他林地、果园和少量坑塘水面和其他园地。

地类名称 图斑数量 面积（公顷） 占比（%）

乔木林地 4 0.52 0.45 

竹林 1 0.07 0.06 

其他林地 272 73.28 62.76 

坑塘水面 1 0.05 0.04 

果园 103 38.79 33.23 

其他园地 21 4.04 3.46 

合计 402 116.75 100

地类名称 图斑数量 面积（公顷） 占比（%）

乔木林地 436 213.15 48.98 

其他林地 260 177.54 40.80 

坑塘水面 68 9.97 2.29 

果园 101 34.15 7.85 

其他园地 2 0.35 0.08 

合计 867 435.16 100.00 

工程恢复的利用现状汇总即可恢复的利用现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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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农业发展初具规模，形成了蔬菜、林果两大主导产品

2019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342万元，粮食总产23876.6吨，肉类总

产247.74吨，造林面积共70公顷，农机总动力8252.17千瓦。

引进了塘子河生态农业、果然农业等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的杨庄

高效农业示范园项目，正在对选址中的土地做流转前的准备工作。

蔬菜基底
皂角基地

无花果基地

香菇基地

山子果蔬基地

金丰公社
田园综合体

杨庄高效
农业基地

万松山
蔬菜基地

后石头门
蔬菜基地

后里片区
万亩地瓜
种植基地

序号 行政村名 自然村名称 特色种植作物

1 万松山村 吉利埠村 洋葱、三叶芹、黑莓

2 烈疃新村 石头门新村 洋葱、黑莓

3 黄金沟村 黄金斗村 金银花

4 山子村 段山子 无花果

5 王山子村 王山子 香菇大棚

6 坡石桥村 坡石桥 皂角树

7

利城社区

东塘子 小麦、玉米、花生、地瓜

8 西塘子 小麦、玉米、花生、地瓜

9 前利城 小麦、玉米、花生、地瓜

10 后利城 小麦、玉米、花生、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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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企业
评级

占地面
积(亩)

产值
（万元）

实缴税金
（万元）

亩均产值
（万元）

亩均税收
（万元）

1
临沭县华盛化工有限公
司

A 90.63 45495.1 8929.89 501.99 98.53

2
临沂汇商工谷砼业有限
公司

B 60 11413.9 378.54 190.23 6.31

3
临沂市冠宇工业科技有
限公司

B 32 5286 121.2 165.19 3.79

4
临沂阔鑫再生资源回收
有限公司

B 10.5 1885.5 31.89 179.57 3.04

5
临沭县金鼎钢结构有限
公司

B 2.2 153.9 5.19 69.95 2.36

6
临沭县中泰橡胶制品有
限公司

C 29 2362.4 10.22 81.46 0.35

7
山东美高国际化工有限
公司

D 39 1946.5 18.45 49.91 0.47

8
临沂中讯通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B 31.8 1831.8 0 57.60 0

9 山东宝通肥业有限公司 B 37.5 0 1.96 0 0.05

10 临沂晨洋建材有限公司 B 34.5 0 6.57 0 0.19

11
山东菲牛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A 3 1985.27 27.96 664.76 9.32

12
临沭业宏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B 46 5723.8 199.19 124.43 4.33

13
山东博瑞电子系统技术
有限公司

B 80 0 227.53 0 2.84

14
山东施耐德电力科技研
究院有限公司

B 55 0 0 0 0

二产：工业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蛟龙镇目前拥有工业企业28家，工业总产值7.8亿元，同比增长2.6%；

规模以上企业15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6.9亿元。

蛟龙镇规上企业一览表

A级企业

B级企业

C级企业

D级企业

图例

山东菲牛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博瑞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美高国际化工有限公司

临沭县中泰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宝通肥业有限公司

临沂市冠宇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临沭县金鼎钢结构有限公司

临沂晨洋建材有限公司

临沭县华盛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施耐德电力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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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

蛟龙镇旅游资源丰富，于2016年荣获省级旅游特色镇荣誉称号。境

内有航空小镇旅游区、新华社山东分社诞生地纪念园、利城粉条文化园、

龙潭湖风景区、双龙湖风景区等。目前，新华社山东分社诞生地纪念园和

利城粉条文化园座已免费对外开放；蛟龙航空小镇由蛟龙通用机场和龙潭

湖旅游度假区两大板块组成，项目概算总投资20亿元。

新华社山东分社诞生地纪念园

利城粉条文化园

航空小镇旅游区

龙潭湖风景区

双龙湖风景区

新华社山东分社诞生地纪念园 利城粉条文化园

航空小镇旅游区 龙潭湖风景区



贰 基础分析

杨庄

北窝沟

红土

沙岭

后蛟龙

中蛟龙

前蛟龙

崇山子

商山子
段山子

王山子

坡石桥

黄金斗

南窝

烈疃

石门头

吉利埠

下宅子

张疃
后石门头 后相

中相

张小湾

胡小湾

前利城
后利城

东塘子西塘子

吴后

田后

沈后

李后

姚后

后店里

人口与城镇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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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户籍人口约4.4万人，常住人口约3.7万人，辖15个行政村。

大部分村庄人口为1000-2000人左右；最大的村是万松山村（3788人），

最小的村为王山子村（760人）。

2019年常住总人口约3.7万人，其中镇区约
0.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19%

序号 行政村名 自然村名
村域面积
（ha）

户籍人口 常住人口

户数（户） 人数（人） 户数（户） 人数（人）

1 蛟龙社区

前蛟龙 256 483 1848 380 1548

中蛟龙 173.33 560 1790 530 1520

后蛟龙 168.40 523 1673 521 1669

沙岭 133.33 293 1070 271 1003

红土 89.80 222 783 190 665

北窝沟 109.93 145 483 142 475

2 小湾村

后相 78.67 226 811 208 750

中相 2.67 64 204 45 120

张小湾 23.20 90 358 65 245

胡小湾 26 109 322 75 248

3 后石头门村 后石门头 128.67 586 2152 400 1600

4 张瞳村 张瞳 157.33 591 2238 470 1710

5 烈瞳新村
烈瞳 2133.33 670 2680 670 2680

石头门新村 65.33 235 923 235 923

6 万松山村
吉利埠 280 807 2992 807 2992

下宅子 66.67 240 796 240 796

7 黄金沟村
黄金斗 286.67 570 2266 570 2266

南窝 100 196 739 196 739

8 山子村

段山子 234.67 586 1865 464 1478

崇山子 88 170 626 150 525

商山子 134 262 986 240 816

9 王山子村 王山子 106.33 300 996 225 760

10 坡石桥村 坡石桥 266.67 488 1580 325 1060

11 利城社区

前利城 102.4 336 1396 226 892

后利城 146.67 496 2098 325 1620

东塘子 32 185 487 147 467

西塘子 60 175 600 160 500

12 富康村

后里店 66.67 180 574 150 455

田后 124 292 1080 260 920

李后 66.66 280 880 92 280

13 康平村
姚后 146.67 404 1420 78 300

沈后 92 330 1220 280 1120

14 吴家后村 吴后 200 486 1726 312 1200

15 杨家庄村 杨庄 273.33 614 2481 614 2481

合计 6509.73 12194 44143 10063 36823

500人以下

500-1000人

1000-1500人

1500-2000人

2000-2500人

2500-3000人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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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临沭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在编

城市功能定位：国家级高端涉农产业示范区、山东省县域经济创新排

头兵、临沂都市圈的核心功能组团、独具沂蒙风情的生态宜居地。

蛟龙镇谋划

城镇职能衔接：临沭县城镇分为“县域中心城市、重点镇、一般镇”

三级结构，蛟龙镇属于重点镇。

职能类型为：以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为支撑的工贸型城镇。

人口规模衔接：蛟龙镇现状人口3.6万，2035年预测总人口4.0万，其

中城镇人口2.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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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临沭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在编

生态安全格局衔接：临沭县形成“一心、两廊、四带、七点、三区”

的生态格局，大兴镇中部由新沭河生态廊道横向贯穿，新沭河以北属于中

部城镇生态协调区，南部属于南部农业生态协调区，大兴湿地公园和羽山

景区，是七个生态节点中的两个，成为大兴镇的生态核心。

农业空间格局衔接：蛟龙镇地处临沭花生特色优势区，积极发展以花

生为原材料的各类生产和衍生加工。



三 战略定位与区域协同上位规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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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临沭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报批稿

县域城镇空间结构：

对外融入临沂市域，对内，突出“核心+圈层+轴线”的空间组织策略，形

成“一核、一圈、两轴、三副、四点”的县域城镇空间结构。

蛟龙镇处在临沭县域中部科技设施农业示范区，属于三个重点城镇之一。

发展建设指引：

蛟龙镇的发展重点是，临连都市协

同发展轴上的重点节点城镇，城镇向北

与滨海开发区实现产城融合发展，向西

增强与龙潭水库万亩渔业综合产业园的

联系，完善居住、公共服务功能，加快

镇驻地村的社区化改造，城镇景观营造

上突出“产业新镇·红色蛟龙”的形象主

题，同时挖掘利用地域红色文化。打造

成为一个有红色文化底蕴的山水田园城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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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临连都市协同发展轴上的重点城镇

临沭东部门户型品质产业新镇

生态田园型产镇融合示范镇



三 战略定位与区域协同总体目标

21

3.3

规划目标

总体目标

未来15年的发展，蛟龙镇坚持走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道路，将更加关注区域功能培育、

城乡品质提升、产城融合发展级生态环境保护，致力于打造功能便民环境美、共享惠民生活

美、兴业富民产业美、魅力亲民人文美、善治为民治理美的

具体目标

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体系不断健全。至2035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亿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万元

资源保护：以生态保护红线区和永久基本农田等生态资源为主体，严守生态环境、国土

安全底线，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发展。

城乡品质：文体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景观风貌全面提升、人文特

色广泛彰显，城乡宜居性显著提升。

整治修复：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系统性、结构性保护，土地全覆盖整治，空间利用质

量较大提升。

类别 具体指标 现状值
规划值

备注
近期 远期

社会
经济
发展

1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预期性

2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预期性

3 三次产业结构 预期性

4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预期性

资源
环境
约束

1 生态保护红线控制面积（公顷） 约束性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约束性

3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公顷） 约束性

4 耕地保有量（公顷） 约束性

5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约束性

6 国土开发强度（%） 约束性

7 河湖水面率（%） 预期性

8 湿地保有量（公顷） 预期性

9 森林覆盖面积（公顷） 预期性

10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预期性

空间
利用
效率

1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平方米/人） 预期性

2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人） 预期性

3 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加值（万元/公顷） 预期性

4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地耗（公顷/万元） 预期性

5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预期性

1 城乡社区15分钟生活圈覆盖率（%） 预期性

2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预期性

3 城镇人均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平方米/人） 预期性

4 城乡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床/千人） 预期性

5 城镇道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预期性

6 城市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重（%） 预期性

7 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预期性

8 城乡污水处理率（%） 预期性

9 城市人均紧急避难场所面积（平方米/人） 约束性

国土
整治
修复

1 新增国土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预期性

2 历史遗留矿山综合治理面积（公顷） 预期性

3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公顷） 预期性

4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模（公顷） 预期性

5 存量土地供应占比（%）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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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镇两轴三平台、两心四带三基底

一镇：蛟龙镇综合城镇发展区

两轴：依托G327国道和G233国道的市域联动发展轴，两条发展轴线

串联镇域各个功能板块。

三平台：分别为红色文化旅游平台、航空小镇旅游平台、工业产业集

聚平台。

两心：以龙潭水库和双龙湖水库为主题的重要生态核心

四带：以穆疃河、苍源河、塘子河、后里河为主体的滨水生态带

三基底：北部田园生态基底、西部田园生态基底、东部田园生态基底

二三产业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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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两核四廊、两带两基质

两核：以龙潭水库和双龙湖水库为主题的重要生态核心

四廊：以穆疃河、苍源河、塘子河、后里河四条河流及两侧林地为主

体的滨河观光廊道；

两带：以G327国道、G233国道两侧林地为主体的生态防护带；

两基质：发挥农田生态基质功能，形成北部田园生态基质、南部田园

生态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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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镇域形成“1+7”生活格局及”1+1+2+3”生产格局

“1+7”生活格局

1个城镇生活空间：蛟龙镇城镇生活中心。

7个农村生活小组：小湾农村生活中心、石头门农村生活中心、烈疃

农村生活中心、山子农村生活中心、利城农村生活中心、后里农村生活中

心、万松山农村生活中心。

“1+1+2+3”生产格局

1个综合服务空间：以商贸、餐饮为主的城镇综合服务空间

1个工业生产空间：以光电产业及新材料产业为导向的工业园区

2个旅游服务空间：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休闲旅游区和以航空航

天为主题的蛟龙航空小镇

3个农业生产空间：现代高效农业种植区、特色农产品发展区、林果

蔬菜种植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