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石台县仙寓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

石台县仙寓镇人民政府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1

目 录

前 言...........................................................................................................1

（一）调整背景......................................................................................1

（二）指导思想......................................................................................1

（三）调整原则......................................................................................2

（四）调整范围与期限......................................................................... 3

（五）调整依据......................................................................................3

一、自然与经济社会状况........................................................................ 4

（一）区域概况......................................................................................4

（二）土地利用状况............................................................................. 4

二、规划实施情况.....................................................................................5

（一）总量目标......................................................................................5

（二）增量目标......................................................................................5

（三）效率目标......................................................................................6

三、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情况........................................................6

（一）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情况.....................................................6

（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7

（三）土地利用布局调整.....................................................................9

四、主要用地安排..................................................................................10

（一）严格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10

（二）重点保障各类建设项目...........................................................11

（三）大力发展旅游业.......................................................................12



2

（四）落实土地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区域.......................................... 13

五、土地用途分区..................................................................................13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13

（二）一般农地区...............................................................................14

（三）城镇村建设用地区...................................................................15

（四）林业用地区...............................................................................16

（五）建设用地分区管制...................................................................16

六、规划调整方案的可行性分析..........................................................18

（一）规划调整对规划目标影响分析.............................................. 18

（二）规划调整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分析..............................19

（三）规划调整环境影响分析...........................................................20

（四）“三线”划定情况...................................................................20

七、加强规划实施管理的保障措施..................................................... 21

（一）尽快落实规划调整工作...........................................................21

（二）协同推进“多规合一”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22

（三）完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 22

（四）同步更新规划数据库...............................................................22

附表.......................................................................................................... 23



1

前 言

为更好地保障“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确保仙寓镇实有耕地

数量稳定、质量不下降，提高土地利用节约集约水平，维护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

果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期评估成果，按照国土资源部和省市统一部

署要求，对《石台县仙寓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以下简称：《规划》）进行调整。

（一）调整背景

《规划》自实施以来，在耕地保护与基本农田、保障重点基础设

施和城镇发展的用地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十三五”规划编制

并全面实施以来，特别是城乡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土地利用和管理

新情况、新问题的凸现，如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中的耕地、建设用地

现状与《规划》编制时制定的土地利用目标发生较大变化，《规划》

制定的土地利用布局、目标与客观实际、发展需求不协调、不适应，

影响规划的权威性与严肃性，《规划》制定的土地利用战略、布局的

变化，迫切需要调整《规划》。

（二）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

节约用地制度，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强化规划管理和用途管

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仙寓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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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原则

1、总体稳定、局部微调

根据规划中期评估成果，在“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下，稳步推

进规划调整工作，局部优化调整耕地、基本农田及建设用地布局，切

实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2、应保尽保、量质并重

严格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

国策。按照应保尽保、数量质量并重原则，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除因国家、省级大型重点建设项目占用外，其余耕地均予以保护，并

将其中优质耕地划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

3、节约集约、优化结构

按照坚定不移地推进节约用地的总要求，遏制建设用地过度外延

扩张，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适当增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保障新

型城镇化用地需求；统筹增量与存量建设用地，合理调整优化建设用

地结构和布局，提升人居环境水平，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增强规

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重点做好耕地和基本农田调整、

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优化，制定完善保障措施，切实解决影响耕地保

护、节约集约用地和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5、加强协调、充分衔接

坚持科学论证、标准统一、民主决策，强化与城市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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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道路、绿地、水等相关专项规划的充分衔接，推

进 “多规合一”。

（四）调整范围与期限

调整范围为仙寓镇行政辖区范围内全部土地，总面积

21945.51公顷。

规划基期年为 2009年，调整基期年为 2014年，调整目标年

为 2020年。

（五）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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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37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发〔2016〕67号）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

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号）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前期工

作的通知（皖国土资函〔2015〕312号）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抓紧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的通知（皖国土资函〔2016〕125号）

《池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石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石台县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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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与经济社会状况

（一）区域概况

仙寓镇地处皖南山区腹地，位于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城南部，牯

牛降北侧。恭浚河中上游。境内群山叠翠，山峦绵延，河沟纵横。不

仅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轱牛降的峭然挺立，还有以世界名茶"雾里青"

和"大山富硒村"而驰名的仙寓山，更有无数大小山系相并相连，加之

秋浦河源头支流恭浚河贯穿全境，形成了"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

路和庄园"的独特镇情。

（二）土地利用状况

2014 年末，全镇土地总面积 21945.51 公顷，其中农用地

21345.84公顷，建设用地 331.74公顷，未利用地 267.93公顷。

1、农用地

耕地 651.1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2.97%；园地 1221.45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 5.57%；林地 19199.0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87.49%；其他农用地 274.1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25%。

2、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 331.74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281.24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 1.28%，其中城镇工矿用地 41.4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0.19%；交通、水利设施及其他建设用地 50.50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 0.23%。

3、未利用地

水域 232.29公顷；自然保留地 35.6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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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实施情况

（一）总量目标

1、耕地保有量

截止 2014年底，仙寓镇耕地保有量 651.18公顷，规划目标年

耕地保有量 488.35公顷，较规划目标多 162.83公顷。

2、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截止 2014年底，仙寓镇基本农田面积 443.18公顷，规划目标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431.21公顷，比规划目标多 11.97公顷，全

镇基本农田保护能达到规划要求。

3、建设用地总规模

截止 2014年底，仙寓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331.74公顷，规划目

标年为 284.55公顷，高于规划目标 47.19公顷。

4、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截止 2014年底，仙寓镇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281.24公顷，规

划目标年为 236.15公顷，高于规划目标 45.09公顷。

5、林业等生态用地变化情况

截止 2014年底，仙寓镇林业用地总面积 19199.08公顷，规

划目标年为 20046.5公顷，低于规划目标 847.42公顷。

（二）增量目标

截止到 2014年，仙寓镇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 9.17公顷，其中

占用农用地 7.65公顷、占用耕地 4.82公顷。

截止到 2014年，全镇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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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未达到规划下达补充耕地任务。

（三）效率目标

2014年，全镇总人口 14332人，其中城镇人口 1850人，城

镇工矿用地总规模 41.41公顷，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223.84平

方米，超过规划下达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137.73平方米/人。

三、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情况

（一）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情况

1、耕地保有量

《规划》下达耕地保有量 488.35公顷，调整后至 2020年，全

镇耕地保有量为 627.88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139.53公顷。

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规划》下达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431.21公顷，调整后至 2020

年，全镇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466.8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35.59公顷。

3、园地

《规划》至 2020年，全镇园地总面积 1358.56公顷，调整后

至 2020年，全镇园地面积 1220.01公顷，较调整前减少 138.55

公顷。

4、林地

《规划》至 2020年，全镇林地总面积 20046.5公顷，调整后

至 2020年，全镇林地面积 19275.4公顷，较调整前减少 771.1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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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用地

《规划》至 2020年，全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284.55公顷，调整

后至 2020年，全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359.49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74.94公顷。其中，《规划》至 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236.15

公顷，调整后至 2020年，全镇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306.79公顷，

较调整前增加 70.64公顷；《规划》至 2020年城镇工矿用地总规

模 27.08公顷，调整后至 2020年，全镇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 85.66

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58.58公顷；《规划》至 2020年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 48.4公顷，调整后至 2020年，全镇交通水利及其他

建设用地 55.48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7.08公顷；

6、新增建设用地

《规划》至 2020年，全镇新增建设用地 17.43公顷，其中占

用农用地 8.97公顷，占用耕地 2.66公顷，调整后至 2020年全镇

新增建设用地 79.28公顷，其中占用农用地 61.67公顷，占用耕地

57.45公顷，较调整前分别增加 61.85公顷、52.7顷、54.79公顷。

《规划》至 2020年，全镇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 22.98

公顷，调整后至 2020年全镇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 47.64

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24.66公顷。

7、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规划》至 2020年，全镇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86.11平方

米，调整后至 2020年，全镇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212.60平方米。

（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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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用地结构调整

2014年末，全镇农用地面积 21345.84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农用地面积 21355.06公顷，较 2014年增加 9.22公顷。

耕地——规划 2014-2020年耕地净减少 4.89公顷。

园地——规划 2014-2020年园地净减少 2.89公顷。

林地——规划 2014-2020年林地净增加 26.59公顷。

牧草地——规划期内全镇没有牧草地分布。

其他农用地——规划 2014-2020年其他农用地净减少 9.59公

顷。

2、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2014年末，全镇建设用地面积 331.74公顷，规划到 2020年

建设用地面积346.82公顷，调整后至2020年，建设用地增加15.08

公顷。

3、未利用地结构调整

2014年末，未利用地面积 267.93 公顷，规划到 2020年未利

用地面积 243.62公顷，调整后至 2020年，未利用地减少 24.31

公顷。水域减少情况，一方面，《调整方案》严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对于功能性河湖水域严格保护，并优先将重要水系，重要湿地

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予以特殊保护。另一方面，石台县规划至 2020

年需实施重要河道、护坡防洪治理及新建水库水面等重大水利工程，

从而使一部分土地从水域变成建设用地，故水域面积在数据上直观反

映是减少，但功能上并未减弱；同时，农村地区也存在大量现状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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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却已失去功能的废弃坑塘，通过对废弃坑塘的优化整合，既可以充

分利用闲置土地，又可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蓄水防洪等功能的正常

实现。

（三）土地利用布局调整

1、镇区土地利用布局

规划将与镇区规划道路相结合，配套集娱乐、休闲、文化、商贸

为一体的镇区中心。保留中心街的行政中心特色，道路网的布局为方

格网式。

2、基础设施布局

以集镇建设为核心，整合城乡建设用地，增强城镇发展用地弹性，

完善各项服务功能，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重

点保障旅游用地需求，优先满足基础设施用地需求，优化结构，完善

网络；加大水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强化水务管理工作，组

织实施河道整治、疏浚清淤工程。

完善镇区道路系统，逐步形成镇区方格网道路系统；改善农村公

路路面状况，逐步向网络化方向发展。

3、耕地及基本农田布局

严格落实石台县下达仙寓镇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

标，结合基本农田建设和土地整理，调整全镇耕地和基本农田布局，

尽量避免和减少建设占用耕地。

4、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

对全镇农村居民点采用集中布局和就地安置等方式撤并，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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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低于 200户的村庄和存在严重环境问题的村庄和位于水源地、

自然生态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的村庄及重点建设项目占地、位于城镇

内部和近郊逐步与城镇相融合的村庄、地域空间上接近且逐渐融为一

体的村庄等逐步集中规整。配套完善道路交通、供电通讯、水利、能

源、给排水、环保环卫和综合防灾设施等基础设施。

四、主要用地安排

（一）严格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1、耕地保护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利用各种渠道补充耕地。根据国家

的有关规定建立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保护好基本农田保护区。

规划期内，将实施严格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政策，各重大项目选址尽

量少占耕地甚至不占耕地，保证规划期末仙寓镇的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627.88公顷。规划期内，积极开展耕地补充工作，将通过土地开发

复垦整理增加耕地 47.64公顷，整个规划期内，全镇耕地数量保持

动态平衡、质量不降低。

改善耕地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期内从根本上改善

耕地的生产条件，确保全镇耕地稳产。缓解农田的洪涝灾害的威胁；

综合治理，改造中低产田；扩建提水工程；种地养地，科学施肥，培

肥地力；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2、基本农田保护

规划期内，仙寓镇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466.8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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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田的基本建设条件，改造中低产田，优化基本农田的生态

环境，增强基本农田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实

现基本农田持续高产稳产。

——镇政府要与村民委员会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实行基本

农田保护目标责任书制度；

——禁止建设占用、采挖、弃耕、向基本农田排放污染物等破坏

基本农田行为；

——依法确定占用基本农田的必须报经国务院批准，并按照“占

一补一”的原则组织再造数量与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

——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及其规划方案确需进行调整的，必须依法

报经批准。

（二）重点保障各类建设项目

1、交通用地项目

项目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公路

项目

1
殷汇经石台至祁门

高速
84.1

利源村、莲花村、南

源村

2 珂田至洪方公路 4.5
珂田村、竹溪村、源

头村、考坑村

3 香源路 10
碧潭村、南源村、占

坡村、山溪村

4 大山经安民至考坑 2.2 大山村、珂田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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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头村、考坑村

2、水利设施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1 新华电站 10 奇峰村

2 奇峰一、二级水电站 10 奇峰村

3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0.5 涉及各村

4 水利血防工程 0.4 涉及各村

5 灌区改造工程 0.2 涉及各村

6 水土保持及小流域治理 3.0 涉及各村

7 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 1.0 涉及各村

8 中小河流整治工程 1.0 涉及各村

3、其他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1 石台县雾脊坡风电场项目 2.7 仙寓镇

2 铁塔公司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 2 各乡镇

3 石台县十三五加油站建设项目 1.5 各乡镇

（三）大力发展旅游业

为响应国家支持旅游业发展、提升农村收入水平，规划期间共安

排如下旅游业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建设地点

1 牯牛降生态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4.0 奇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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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山仙寓山旅游开发项目 7.2
大山村、山溪村、

珂田村、仙寓山林场

3 古徽道开发及摄影基地 3.5 大山村、仙寓山林场

4 莲花山生态旅游开发项目 2 莲花村

（四）落实土地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区域

水源地、湿地保护区。加大辖区重要水源以及周围一定范围为水

源涵养区保护。大力完善水源地及上游地区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禁

止各类污染源进入水源地及湿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应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予以长期严格保护，不得随意征用或改作它用。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

挖沙、取土采石、建房、堆放固体废弃物、开发，确实无法避开基本

农田保护区的应经法定程序报批调整。

五、土地用途分区

按照土地利用结构相似性、土地主导用途或功能一致性的原则，

将全镇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林业用地区共

七大功能区，并提出不同分区管制要求。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和管理而划定的土

地用途区，区内土地主要是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村道

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规划期内，基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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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保护区面积 466.8公顷，其中受保护的基本农田 466.8公顷，各

个村都有涉及。

管制规则：

区内土地主要用作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村道路、

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区内的一般耕地，应参照基本农

田管制政策进行管护；

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整理、复垦或调整

为基本农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

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禁止占用区内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禁止在基本农田中建房、

建窑、建坟、挖砂、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其他破坏基本

农田的活动；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二）一般农地区

一般农地区是指除基本农田以外的一般耕地、为发展果树和其它

多年生作物需要的园地以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其他农用地而划分的

用地区，一般分布在耕地质量较差和城镇工矿建设发展区域周边，规

划至 2020年为 1161.99公顷。

管制规则:

区内土地主要为耕地、园地、畜禽水产养殖地和直接为农业生产

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

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理、复垦

或调整为耕地，规划期内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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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

土地。

（三）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是指为城镇（城市和建制镇，含工业园区）建设

需划定的土地用途区。规划至 2020年，该区面积控制在 102.29公

顷。

城镇建设用地区管制规则:

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向是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控制

范围供地，优化配置城镇土地资源，加速建设用地的内涵挖潜和结构

优化，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严防城镇建设用地无序蔓延，科学配

置行业用地，合理布局功能用地，统筹安排区域性基础设施用地，杜

绝重复建设，铺张浪费；

城镇发展规划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不应突破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内部土地功能布局严格执行城镇发展规

划；

区内的土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以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废弃撂

荒土地，能耕种的必须及时恢复耕种。城镇绿化隔离带的建设与基本

农田的保护统筹考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镇。

村镇建设用地区管制规则:

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村庄建设；

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村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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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四）林业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是指为发展林业和改善并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划定的

土地区域。该区为现有成片的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未成林造林

地、迹地和苗圃，总规模为 17290.01公顷。

管制规则:

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林业生产，以及直接为林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

务的营林设施；

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应当按其适宜性调整为林地或其他类

型的营林设施用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

不得扩大面积；

区内零星耕地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可转为林地；

未经批准，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禁止占用区内土

地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等活动。

（五）建设用地分区管制

1、允许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是在总体规划中划定的可以安排城乡建设项目的区

域，是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所包含的范围，包括现状城乡建设用

地和规划新增的城乡建设用地。其中规划期内新增城镇、工矿、村庄

建设用地规划选址的区域，是上级下达的城乡建设用地增量指标落实

到空间上的预期用地区。全镇允许建设区面积 320.53公顷，占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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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面积的 1.46%。

管制规则：

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或工矿建设发展空间，应以节约

和集约用地为原则，依照规划指标合理安排建设用地的规模和时序；

在建设用地安排中，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量，有序控制城

镇用地扩张方向，合理安排工矿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

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允许适当调整城镇用地空间

布局，但其调整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城镇允许建设区边界（规模边界）的调整，须报与城镇规划审批

机关同级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2、有条件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是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之外、扩展边界以内的

区域，规划该区的目的是增加建设用地空间布局的弹性。全镇有条件

建设区土地总面积为 51.29公顷，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 0.23%。

管制规则：

主要用于生态隔离带及农业保护区等非城市建设用途，以及部分

道路交通、市政公用设施、特殊用地等建设用途，严格限制其他用途；

现存的零星建设用地不得扩大建设规模，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对

其进行逐步调整；

在不突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前提下，区内土地可用于规

划建设用地区的布局调整；

在新增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已经用完，且所有约束性指标没有被突



18

破的前提下，区内新增建设用地可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

区内新增建设用地受年度计划指标约束，拆迁改造项目应实行

“先拆后建”。

规划期间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应按

修改规划处理，并严格论证与审批；

3、限制建设区

该区是指辖区范围内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

外的其他区域。规划该区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保证

农业用地空间。土地用途分区中的基本农田保护区、林业用地区、生

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和除有条件建设区外的一般农地区都属于该区。全

镇限制建设区土地总面积为 21573.71公顷，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

98.31%。

管制规则：

该区的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土

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

区内新增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双重约束，禁止

城、镇、村建设，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规划期间需要新增的线型建设项目，必须进行严格的论证与审

批。

六、规划调整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一）规划调整对规划目标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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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规划调整，有效落实上级下达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田保护目

标，同时，将建设用地总规模、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上级下达

控制指标之内。

通过调整有效的满足“十三五”期间各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用地

需求，通过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划定，既能够保证粮食生产安全、提

高农业产出水平，也能够促进各类实施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规划调整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分析

1、耕地、基本农田布局变化情况分析

按照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应保尽保、量质并重的要求，石台县

优先确定了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把城镇周边“围住”、把公路沿线“包

住”，优先保留了规划基本农田中的高等级耕地、集中连片耕地。落

实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重点地区、重点部位优先保护类

和安全利用类耕地调入基本农田，将受重度污染的严格控制类耕地及

其他质量低下耕地按照质量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调出，提升耕地质

量，保证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划定后基本农田平均质量等级略高于划

定前的平均质量等级，基本农田中水田比重有所提升，坡耕地比重有

所下降，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程度有所提高，划定后的基本农田的数量

充足、土壤肥沃、设施配套完善、生态环境良好。既保证了全镇耕地

保护的目标，又提高了全镇耕地及基本农田的土地利用效益。

2、建设用地布局变化分析

本次调整建设用地布局以“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城镇总体建设用

地布局未依据，对各部门规划进行及时的修改、调整和修编。根据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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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十三五”规划项目库，对全镇建设用地进行合理布局，有效的结合

了发改委、交通、水利、规划、环保、安监部门及相关其他部门的规

划成果，更加切合仙寓镇“十三五”期间建设发展的规划，提高了全镇

建设用地布局衔接度。

（三）规划调整环境影响分析

1、规划调整对土地生态环境影响

通过全镇规划调整和环保部门综合划定的生态保护区相结合，本

次调整完善全镇加强了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提升保护了层

级，加大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资源保育，增强了水源涵养、水

土保持等生态功能。

2、规划调整对其他环境影响

本次调整未对原土地整治规划期间以建设及在建土地整治项目

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进行调整，并将已建和在建高标准基本农

田统一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保障了全域农田的生产条件不受影响。

另外，本次调整完善未涉及压覆矿产资源、不存在地质灾害、防洪隐

患等其他因素。

（四）“三线”划定情况

1、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在基本农田布局调整的基础上，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充分运用

永久基本农田边界、建设用地扩展边界以及线形基础设施、自然地物

边界，综合划定仙寓镇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内的区

域尽量保持完整性，基本农田之间零星分布、面积较小的农用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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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以及建设用地一并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城镇周边范围外的永

久基本农田红线内零星建设用地和其他农用地应当逐步整理为基本

农田，推进基本农田集中连片，规划期内不能实施整理的可保留现状

用途，但不得擅自扩大面积占用基本农田。

2、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严格划定生态红线，加强对仙寓镇基本生态

网络的规划控制和保护力度，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增强

区域整体生态功能，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维护我镇生态安全格局。

仙寓镇生态红线划定思路为：以确保生态安全为底线，在现行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禁止建设区基础上，将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优先

化划入生态红线范围，严格土地用途管控。

在生态红线范围内，要严格限制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将人为活动

占用生态空间控制在目前水平，适度发展生态林业、生态农业、生态

旅游业等绿色型产业；加快宜林荒山、荒地植被建设，提高区域植被

覆盖率，控制水土流失、保育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

力，稳定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七、加强规划实施管理的保障措施

（一）尽快落实规划调整工作

按照国土资源部和省国土资源厅统一部署，根据上级下达规划控

制指标，以二次调查和规划中期评估成果为基础，尽快完成县级编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成果编制，报省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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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快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编制工作，成果编制完成

后，报原规划审批机关批准实施。

（二）协同推进“多规合一”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中，要充分与全镇“多规合一”和城市规划

相衔接，并结合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做好中心城区和各乡镇用地

布局，重点安排好中心城区、各开发园区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布局，

同时落实好重点建设项目和城市扩展边界，为经济社会发展预留空

间。

（三）完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

完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从建立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共同责

任机制；加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合理布局产业

结构；加大对建设用地总量调控力度，重点优化城镇用地内部结构；

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推行旧城改造制度创新；加大对闲置土地清

理处置力度；结合新农村建设，集中规范农民建房，推进城乡统筹发

展等方面入手，全面提高我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四）同步更新规划数据库

结合全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工作，统筹安排和同步更新规划

数据库，重点更新规划（调整）图层，严格落实国家和省下达我市规

划控制指标，确保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建设用地总规模

等指标符合要求，做到图、数和实地一致，保持规划数据库的现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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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2014年现状

调整前

2020年目

标

调整后

2020年目

标

调整后-调整前

耕地保有量 651.18 488.35 627.88 139.53

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
443.18 431.21 466.8 35.59

园地面积 1221.45 1358.56 1220.01 -138.55

林地面积 19199.08 20046.5 19275.4 -771.1

牧草地面积 0 0 0

建设用地总

规模
331.74 284.55 359.49 74.94

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
281.24 236.15 306.79 70.64

城镇工矿用

地规模
41.41 27.08 85.66 58.58

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
50.50 48.4 55.48 7.08



24

地

新增建设用

地规模
---- 17.43 79.28 61.85

新增建设占

用农用地规

模

---- 8.97 61.67 52.7

新增建设占

用耕地规模
---- 2.66 57.45 54.79

整理复垦开

发补充耕地

义务量

---- 22.98 47.64 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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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14现状 调整前 2020年 调整后 2020年
调整后-调整

前
较 2014年

面积
占总面积

（%）
面积

占总面积

（%）
面积

占总面积

（%）

农用

地

合计 21345.84 97.27% 22197.07 95.88% 21355.06 97.31% -842.01 9.22

耕地 651.18 2.97% 488.35 2.11% 646.29 2.94% 157.94 -4.89

园地 1221.45 5.57% 1358.56 5.87% 1218.56 5.55% -140 -2.89

林地 19199.08 87.49% 20046.5 86.59% 19225.67 87.61% -820.83 26.59

牧草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农用地 274.13 1.25% 303.66 95.88% 264.54 1.21% -39.12 -9.59

建设

用地

合计 331.74 1.51% 284.55 1.48% 346.82 1.58% 62.27 15.08

城乡建设用地 281.24 1.28% 236.15 1.27% 305.24 1.39% 69.09 24.00

城镇工矿用地 41.41 0.19% 27.08 0.24% 103.81 0.47% 76.73 62.40

农村居民点用地 239.83 1.09% 209.07 0.90% 201.43 0.92% -7.64 -38.40

交通水利及其他

建设用地
50.50 0.23% 48.4 0.21% 41.58 0.19% -6.82 -8.92

未利

用地

合计 267.93 1.22% 610.34 2.64% 243.62 1.11% -366.72 -24.31

水域 232.29 1.06% 315.32 1.36% 215.02 0.98% -100.30 -17.27

自然保留地 35.64 0.16% 295.02 1.28% 28.60 0.13% -266.42 -7.04

总面积 21945.51 100.00% 23150.01 100.00% 21945.51 100.00% -1204.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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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公路项目

1 殷汇经石台至祁门高速 84.1 利源村、莲花村、南源村

2 珂田至洪方公路 4.5 珂田村、竹溪村、源头村、考坑村

3 香源路 10 碧潭村、南源村、占坡村、山溪村

4 大山经安民至考坑公路 2.2 大山村、珂田村、源头村、考坑村

水利设施项

目

1 新华电站 10 奇峰村

2 奇峰一、二级水电站 10 奇峰村

3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0.5 涉及各村

4 水利血防工程 0.4 涉及各村

5 灌区改造工程 0.2 涉及各村

6 水土保持及小流域治理 3.0 涉及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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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 1.0 涉及各村

8 中小河流整治工程 1.0 涉及各村

旅游项目

1 牯牛降生态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4.0 奇峰村

2 大山仙寓山旅游开发项目 7.2 大山村、山溪村、珂田村、仙寓山林场

3 古徽道开发及摄影基地 3.5 大山村、仙寓山林场

4 莲花山生态旅游开发项目 2 莲花村

其他

1 石台县雾脊坡风电场项目 2.7 仙寓镇

2 铁塔公司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 2 各乡镇

3 石台县十三五加油站建设项目 1.5 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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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土地利用管制分区

调整前面积 调整后面积

调整后-调整

前

比例

允许建设区 342.6 320.53 -22.07 1.46%

有条件建设区 25.48 51.29 25.81 0.23%

限制建设区 21698.68 21573.69 -124.99 98.31%

禁止建设区 1083.25 0.00 -1083.25 0.00%

合计 23150.01 21945.51 -120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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