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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FOREWORD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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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沙土镇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战略有效实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顺应新时代新环境新要求，我镇组织编制了《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对沙土镇行政辖区全部范围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具体安排，是指导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开展

国土空间资源保护利用与修复、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蓝图，是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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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规划总则
•指导思想
•规划原则
•规划范围与期限



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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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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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为主线，

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

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切实发挥好国土空

间规划的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全面提升沙土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实现沙土镇资

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规划原则

城乡融合，优化布局。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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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立全要素全方位一体化的空间保护开发利用秩序。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注重洙赵新河流域生态

保护，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底线约束，落实三区三线，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促进城镇发

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规划原则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结合乡镇发展实际，深入挖掘自然禀赋、历史文化等资源优势，突出沙土特色，创新

开发和保护方式，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发展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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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保证沙土特色建筑肌

理基础上，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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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部

门协调沟通，建立上下联动机制，提升规划操作性，确保规划能用、管用、好用。



规划范围与期限

◼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牡丹区沙土镇镇域

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为12971.46

公顷。

◼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基年为2020年。规划

期限为2021至2035年。其中：近期

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远景展

望至2050年。



02发展目标与定位
•发展目标
•总体定位
•发展策略



发展目标

2025年 两条空间管制线（沙土镇无生态保护红线）全面落地；各级生

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体系建立；农业产业格局得到优化，耕地保护

指标得到落实；产镇融合度显著提升，充满活力的城乡发展格局基

本奠定；国土空间的保护、利用、整治和修复水平明显提高。

2035年 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生产空间

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环境优美，安全和谐、高

效开放、魅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建成沙土特色食品小镇。



总体定位

食品加工产业的龙头城镇、牡丹区一区三园的重要节点

以现代农业、食品加工、木材加工为主导的宜居、宜业、宜商的现代化沙土

宜居

镇区布局合理

生活配套设施齐全

环境优美

宜业

足够的就业岗位

工作环境舒适

交通便利

产城融合

宜商

配套设施完善

产业用地充足

扶持政策



发展策略

优化格局，构建和谐国土空间

构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协调共融的总体格局。

提高效率，建设高效国土空间

增值提效：提升产业附加值，提高土地价值

综合整治：增减挂钩，提高国土利用效率

提升品质，打造品质国土空间

设施提升：补足短板，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品质提升：打造特色工业旅游，塑造沙土特色风貌



03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总体格局
•底线约束
•分区管制



总体格局

规划构建“一轴、两廊道、七

片区、多节点”的国土空间总

体格局

一轴：城镇发展轴

两廊：生态保护廊道，城镇主要

交通廊道

七片区：板材加工生产区、传统

农业种植区、果蔬种植示范基地、

食品小镇集中发展区、精品农业

种植区、陆港产业发展区、生产

农业综合体验区



底线约束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保证适度合理的规模和稳定性，

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沙土镇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落实上位规划已划定的城镇开

发边界，按照集约适度、绿色发展

的理念科学规划城镇总体空间格局。



分区管控
结合三线划定成果、三类空

间划分、以及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总体格局，以沙土镇空间特色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着眼点，按

照全覆盖、不交叉、不重叠原则，

优化并细分沙土镇国土空间规划

分区，确定分区主导功能与主要

用途方向。根据沙土镇实际情况，

规划分区包括生态控制区、农田

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

区，并对不同分区提出不同管控

措施。



04镇村统筹发展
•镇村体系规划
•产业发展规划
•特色风貌塑造



镇村体系规划

◼ 镇村体系布局

村镇体系等级结构划分三级：

中心镇区—中心村—基层村。

中心镇区：政治、经济、文化、

信息交流活动中心。

中心村：与中心镇区及各基层

村交通方便，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

善。

基层村：辖区生活集聚和生活

服务中心。



镇村体系规划

◼ 村庄建设用地控制引导

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

村庄居民点

零星建设用地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

村庄居民点

集聚

可增加5%建设用地，作为留白用地

用地调整

集聚发展类村庄建设用地控制引导：集聚发展类的村应在原村址的基础上，集中集约发展，

调整用地结构，增加公共服务设施的比例，为周边村庄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可在现

状建设用地规模的基础上增加5%的留白用地。



镇村体系规划

◼ 村庄建设用地控制引导

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

村庄居民点

零星建设用地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永久基本农田

耕地

村庄居民点

集聚

减量
减量

用地调整

在现有建设用地的基础上减量10%

存续提升类村庄建设用地控制引导：存续提升类的村应进行减量化发展，对空心户和危房

整治，控制村庄增长边界，需要新增的产业项目，应引导往城镇集中建设。农村住宅允许

在已批的宅基地上进行房屋翻新。建设用地宜在现状建设用地规模的基础上减10%。



产业发展规划

◼ 总体框架

以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农业外延
式发展为核

心

以沙土镇的地理环
境及文化资源为催

化剂

以功能区及社区
生活圈

为产业承载单元

规划通过对沙土镇村庄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沙土

镇农村产业做出宏观部署。

沙土镇农村产业应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农业外延式发展为核心、以沙

土的地理环境及文化资源为催化剂、以功能区及社区生活圈为产业承载单元，挖掘特色资

源，补齐短板，融入沙土文化元素，再造乡村发展之力，实现全域乡村产业的统筹发展。



产业发展规划

◼ 发展模式

◼ 发展方向



特色风貌塑造

对集中建设区的布局形态、建筑风格、

建筑朝向、体量色彩提出统一引导要求；

针对主要出入口、广场、公共空间、重要

景观节点等标志性地段提出风貌指引和设

计意向。镇集中建设区内集约紧凑发展，

引导居民集中居住，体现镇区的舒适宜居。

镇区设计指引 乡村设计指引 

严格控制建筑高度。点状节点空

间注重环境卫生的保护，宅前不堆放

柴草，增设柴草堆放点；道路、街巷

等线状空间要符合村庄肌理，提出沿

路型建筑风貌管控要求。



05综合支撑体系
•综合交通
•市政公服设施
•安全韧性与防灾减灾



综合交通
构建以国道和县道为主干，乡道
和村道为补充的交通体系，形成

“六横三纵”的路网骨架。

六横

三纵

王庄-周口（龙凤路）、

纬一路、纬二路、国道

327、沙土南外环、淮河

路。

裕城路、五沙路-机场

连线、裕东路

（龙凤路）



市政公服设施

◼ 市政设施

给水：优化用水结构，提高水资
源利用效率，全面建设节水型社
会，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严控用水总量。

排水：坚持雨污分流、集中与分
散相结合的排水体系，完善污水
处理系统，强化治理雨水积水点。

电力：保留现状供电方式及供电
线路，对部分线路改造，降低线
损，保证供电安全性和稳定性。

电信：加大加强移动通信的覆
盖面，加大有线电视的覆盖面，
将光缆或同轴电缆送至各电视
用户。

热力：保留现状供热公司，提
高供热能力，至规划末年镇驻
地供热普及率达到100%，村庄
供热普及率60%。

燃气：规划保留现状原有供气
站，本着多种气源互补的原则，
减少瓶装液化石油气。

环卫：建立“户分类、村收集、
镇转运”的垃圾分类收集、运
输、处置体系，保留现在垃圾
转运站并提高处理能力。



市政公服设施

◼ 公共服务设施

以镇区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重点，借助发展契机，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布局。

➢ 镇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按照镇村统筹的思路，在镇集中建设区配置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合理布局。坚持以

镇区为核心，服务乡村。

➢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类别 项目名称
千人指标（㎡/千人） 一般规模（㎡）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社区管理 服务中心 — 200 — ≥500

教育设施
幼儿园 100-150 100-150 — —

小学 400-600 600-800 — —

文体设施 文化活动站 100 — 300-1000 —

卫生养老 卫生室 20 — 80-200 —

商业服务 农贸市场 50 — 200-500 —



安全韧性与防灾减灾

防
洪

抗
震

消
防

人
防

按照《防洪标准》（GB50201—94），根据沙土镇实际情况和环境条件，确

定沙土镇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农村防洪标准达到10年一遇。

根据《我国主要城镇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

沙土镇地震设防烈度为7度，重点工程和生命线工程提高一个等级设防。

规划完善镇区消防站，结合给水规划，在建设区形成环支状管网，增大供水能

力，保证消防供水的安全性。

服务平时功能，保障战时功能，人防建设考虑平战结合，应在乡镇建设中利用

建设防空地下室来补充。



06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国土整治
•生态修复



国土整治

➢ 提升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效率，促进城乡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国土空

间开发利用水平。

➢ 控制区域自然生态问题，恢复“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环境品质。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农
用
地
整
治

建
设
用
地
整
治

坑
塘
和
沟
渠
整

治

重
点
河
流
修
复

国
有
林
场
保
护

修
复



生态修复

本次规划涉及到的生态修复主要是太平溜、洙水河、洙赵新河的修复及生态景观建设。



07规划传到与实施
•规划传导与落实
•近期建设



规划传导与落实

对上位规划的落实 对村庄规划的传导

落实菏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

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耕地保有

量等量化指标和管控要求，落实上

级规划确定的重大设施布局，以及

重要控制线、重要交通廊道、生态

修复、国土整治等任务。

对村庄规划提出等级类型、

发展方向等引导。将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等底线管控指

标规模和空间布局传导至村庄。

全域范围内的村庄规划和详细严

格落实本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

不得突破。

落实 传导 指引 指导



近期建设

耕地资源保
护

城乡环境优
化

生态环境治
理

建设用地整
理

严格落实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

目标，将永久基

本农田内非耕地

有序退出，严格

落实管控措施。

以镇区为核

心，完善城镇相

对短板的公共服

务设施，分类引

导村庄进行各类

建设活动和人居

环境提升，促进

城乡统筹发展。

重点对镇域

内太平溜、洙水

河、洙赵新河三

条河流进行河道

治理，严禁在河

道内进行采砂取

土、倾倒垃圾等

活动。

有效盘活村

庄闲置宅基地、

空闲地等存量用

地，提高土地配

置和利用效率。

本着“宜农则农、

宜林则林”的原

则进行，优先进

行复垦、复林。



公众征求意见稿公告

《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草案已编制完成，为广泛凝聚

社会共识，现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询意见。公示时间为30天。

如对该规划草案有意见和建议，请于30日内通过纸质邮件或电子邮件形式反馈至沙土镇人民政府。

公示单位：沙土镇人民政府

邮寄地址：沙土镇人民政府

电子邮箱：shatu128@163.com

(请在信封或电子邮件标题上标注“沙土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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