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I 

目  录 

总  则 ......................................................................................................... 1 

第一章  规划背景 .................................................................................... 2 

第一节  池州市土地利用基本情况 .................................................. 2 

第二节  上轮规划实施评价 .............................................................. 3 

第三节  土地利用中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土地利用形势 .................. 4 

第二章  土地利用战略与目标 ................................................................ 7 

第一节  指导原则 .............................................................................. 7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定位 .............................................................. 8 

第三节  土地利用主要目标和基本策略 .......................................... 9 

第三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 11 

第一节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 11 

第二节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 13 

第四章 土地利用区域调控 .................................................................... 16 

第一节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 ............................................................ 16 

第二节  县（区）土地利用调控 .................................................... 20 

第五章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 22 

第六章  池州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控制 .............................................. 24 

第一节  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 .................................................... 24 

第二节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 ............................................................ 24 

第三节  中心城区管制分区 ............................................................ 25 

第七章  产业承接园区土地利用 .......................................................... 26 



池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II 

第八章 土地整治安排 ............................................................................ 29 

第一节  建设用地整理 .................................................................... 29 

第二节  农用地整理 ........................................................................ 29 

第三节  土地复垦 ............................................................................ 31 

第四节  土地开发 ............................................................................ 32 

第五节  土地综合整治 .................................................................... 32 

第九章  重点建设项目安排 .................................................................. 33 

第十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 35 

第一节  法律手段 ............................................................................ 35 

第二节  行政手段 ............................................................................ 35 

第三节  经济手段 ............................................................................ 36 

第四节  技术手段 ............................................................................ 38 

第五节  社会手段 ............................................................................ 38 

附  表 ....................................................................................................... 39 

附表 1  池州市规划主要调控指标表 ............................................. 39 

附表 2  池州市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 40 

附表 3  池州市各县（区）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

表 ......................................................................................................... 41 

附表 4  池州市各县（区）建设用地指标表 ................................. 41 

附表 5  池州市近期新增建设用地及补充耕地指标表 ................. 42 

附表 6  池州市远期新增建设用地及补充耕地指标表 ................. 42 

附表 7  池州市各县（区）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及补充耕地表 ..... 43 



池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III 

附表 8  池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表 ............................. 43 

附表 9  池州市园地指标表 ............................................................. 44 

附表 10  池州市林地指标表 ........................................................... 44 

附表 11  池州市牧草地指标表 ....................................................... 44 

附表 12  池州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 45 

 

附图 1：池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2005 年） 

附图 2：池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 

附图 3：池州市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图（2006-2020 年） 

附图 4：池州市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图（2006-2020 年） 

附图 5：池州市土地整治规划图（2006-2020 年） 

附图 6：池州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布局图（2006-2020 年） 

附图 7：池州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2005 年） 

附图 8：池州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图（2006-2020 年） 

附图 9：江南产业集中区土地利用规划图（2006-2020 年） 

 



池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1 

总  则 

为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

国策，保障池州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安徽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池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2006-2020 年）》和池州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等法律法规和规划，在分析 2006-2020 年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依据本市土地资源自然禀赋状况和《安徽

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下达控制指标，提出了统筹全

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整治与保护的目标，编制《池州市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确定了全市

2006-2020 年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土地利用重点任务、

土地利用重大工程和规划实施保障措施，是指导全市未来土地资源利

用的基本依据。 

《规划》以 2005 年为基期年， 2020 年为规划目标年。 

《规划》范围为池州市行政辖区内全部土地，总面积 8391.73 平

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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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 

第一节  池州市土地利用基本情况 

一、池州市概况 

池州是安徽省辖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土地

总面积 8391.73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5.99%，现辖贵池

区、青阳县、东至县、石台县和九华山风景区。全市共有乡镇街道

56 个，其中：9 个乡、36 个镇、11 个街道办事处，2005 年全市总人

口 156.31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26.00 万人，农业人口 130.31 万

人。 

池州市北临长江，南接黄山，是长江南岸重要的滨江港口城市和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安徽省“两山一湖”（黄山、九华山、太平湖）

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 年地区生产总值 110.18 亿元；全市财

政总收入 11.78 亿元；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5.60 亿元。 

二、土地利用现状 

2005 年末，全市农用地 67729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0.71%；

建设用地 4336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17%；未利用地 118510 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12%。农用地中，耕地 123188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14.68%；园地 3127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73%；林地

46598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5.53%；牧草地 4399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0.52%；其他农用地 5244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25％。建

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3272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90%；交通

水利用地 993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9%；其他建设用地 70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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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8%。未利用地中，未利用土地 65606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7.82%；其他土地 5290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30%。 

第二节  上轮规划实施评价 

一、取得的成效 

（一）强化了基本农田保护 

2005 年末全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110000 公顷，与规划目标一

致，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 

（二）控制了建设用地总规模 

2005 年末全市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43368 公顷，未突破上一轮规

划确定的 60164 公顷的目标，有效遏制了城镇村用地向外延扩张的势

头，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建设用地合理需求。 

（三）增强了土地规划意识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据规划审批土地，对不符合土地规划的建设

用地不予报批，对违反土地规划用地和未批先用、少批多用等违法用

地行为严肃查处，保证了规划的强制性和严肃性。 

二、存在的问题 

建设用地布局不合理；耕地与基本农田布局不合理；规划缺乏足

够的动态性和预见性；规划缺乏必要的弹性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过

程中，公众参与力度不够。 



池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4 

第三节  土地利用中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土地利用形势 

一、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土地利用特点 

（一）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建设用地比例偏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差，阻碍了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2005 年池州市建设用地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5.17%，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8.92%）。截至 2005 年底，池州市交通运输用地占土

地总面积的百分比为 0.3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偏低的土地建设利

用程度、相对滞后的交通运输条件，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

是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集约化程度低。2005 年池州市人均农村居

民点用地达 238.5 平方米，远超过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93）规定

标准的上限。 

（二）土地利用特点有： 

一是土地利用地域差异明显，利用水平不均衡；二是未利用地多。

2005年池州市未利用地面积为 11851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12%，

土地利用率仅为 85.8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91.57%）近 6 个百分

点；三是宜耕地后备资源有限，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难度逐年增大。池

州市属典型的山区，受地貌类型限制，山地多平地少，宜耕地后备资

源严重不足，且从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不宜过度垦殖。 

二、未来土地利用形势 

（一）面临的机遇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皖江城市带是实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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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点开发区域，是泛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地区。省委、省政府审

时度势，提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崛起”的总体要求，并提出

实施东向发展，促进皖江大发展的战略，对池州市抓住承接产业转移

的历史机遇，抢先进行产业衔接，主动迎接辐射，融入以沪宁为核心

的中国最大城镇密集带和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最为畅通的长

三角大市场体系将是大好时机。 

——池州市“加快追赶，奋力崛起，实现跨越”的发展机遇。根据

池州市“一主两副”的发展战略，坚持“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旅游兴

市、商贸活市”的策略，重点发展非金属新材料业、有色金属冶炼及

深加工业、旅游业、农副产品及深加工业和能源产业，努力把池州市

建设为全国最大的非金属新材料产业基地、安徽省重要的有色金属冶

炼及深加工基地、世界级旅游胜地、华东地区重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

供应基地和能源基地。 

（二）面临的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日益突

出，土地利用也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耕地保护面临的压力增大。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产业承接园区建设和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发展，导致

耕地的大量占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农作物种植效益比较低，农民

为增加收入，往往选择将耕地改为从事效益更高的果、茶、林种植等

土地利用方式，增加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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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池州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今

后相当一个时期，将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增长阶段，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和速度都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建设用地的刚性需求进一步加

大。在国家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前提下，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

局、保证建设发展合理用地需求的任务将十分艰巨。 

——生态保护形势越来越严峻。池州市是中国第一个生态经济示

范区，全市生态环境良好，经济与人口、环境协调发展。中部崛起战

略的推进、产业承接园区的实施都需要一定规模的新增建设用地，新

增建设用地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势必

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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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利用战略与目标 

第一节  指导原则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

发中保护”的总原则和“推进项目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依托

园区办工业”，提高土地资源对池州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的保障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严格保护耕地贯穿于规划的始终，切实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把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作为本次规

划的原则，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确保粮食安全。 

二、节约集约用地 

落实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无序增

长，着力推进各业各类用地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向集

约高效转变，增强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无序增长 

按照“区域集中、空间集聚、开发集约”的原则，依托承接产业集

中区，做大中心城区，培育经济强镇，形成中心城市、沿江产业密集

带、腹地生态经济带格局的构想，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提高

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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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按照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加快转变土地利用模式，优先保护自然生态空间，合理

配置各类用地，构建生态文明的城乡环境。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定位 

一、社会经济发展定位 

充分发挥区位、资源、生态、旅游、岸线等优势，在中部崛起战

略深入推进的契机下，紧抓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将池州

市建成安徽省重要的有色、精细化工、非金属材料、装备制造等基地；

不断巩固池州市作为中国第一个生态经济示范区的示范作用，壮大旅

游产业，完成旅游资源大市向旅游经济强市的转变，确立池州市作为

皖南旅游的北部中心城市和游客集散中心的战略地位；以建成“皖南

旅游的北部中心城市、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园林和港口城市”为

目标，逐步把池州市打造成世界级生态旅游宜居文化名城。 

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到 2010 年，池州市生产总值将达到 290 亿元；财政收入达到 43

亿元；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350 亿元，全市人口控制在 161 万

人以内。 

到 2020 年，池州市生产总值将达到 2000 亿元；财政收入达到

300 亿元；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2000 亿元，全市人口控制在

175 万人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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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土地利用主要目标和基本策略 

一、耕地得到有效保护 

强化耕地保护，从严控制耕地占用，落实耕地保护责任，确保耕

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规划下达的控制指标。2005 年全市耕地面积为

123188 公顷，规划到 2010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为 122452 公顷，规

划到 2020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为 121679 公顷。 

二、守住基本农田红线 

强化基本农田管理，积极推进高产农田建设，确保基本农田面积

不低于上级规划下达的控制指标。规划期间，确保全市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低于 105387 公顷，同时确保基本农田质量稳中有升。 

三、保障合理建设用地需求 

在保障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用地、中心城区用地等全市社

会经济发展用地需求的前提下，充分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控制建

设用地规模增长。2005 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43368 公顷，规划

到 2010 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46868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比

2005 年净增加 3500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51793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比 2005 年净增加 8425 公顷。 

四、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规划到 2010 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量为 3609 公顷；规划到 2010

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量为 2133 公顷；规划到 2010 年，全

市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量为 2133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全市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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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 11258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量为 6353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量为

6353 公顷，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 

五、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到 2010 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不超过 128.0 平方米；到 2020 年，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不超过 120.5 平方米。到 2010 年，人均农村居民

点用地降到 235.0 平方米以内；到 2020 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降

到 230.0 平方米以内。 

六、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加强水源和湿地保护，完善农田防护林网建设，开展农田景观建

设，及时复垦废弃工矿用地，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 

专栏一  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 

单位：公顷、平方米 

指标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指标属性 

一、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123188.47 122452.13 121679 约束性 

基本农田面积 110000 105387.45 105387.45 约束性 

园地面积 31275.26 31003.71 30857.42 预期性 

林地面积 465984.25 474788.36 486232.47 预期性 

牧草地面积 4399.37 5207.53 4375.56 预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43367.97 46867.92 51793.12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3430.21 34503.60 36866.56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586.48 8467.82 11596.17 预期性 

二、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3609.14 11257.94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 3286.11 9616.46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 2133.14 6353.46 约束性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 — 2133.14 6353.46 约束性 

三、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 127.98 120.53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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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第一节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一、农用地结构调整 

2005 年农用地总面积 67729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0.71%；到

2010 年，全市农用地 68156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1.22%；到 2020

年，全市农用地 68892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2.10%。 

（一）耕地 

2005 年末耕地面积 12318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68%；到

2010 年，全市耕地面积为 12245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59%，期

间耕地面积减少 736 公顷；到 2020 年，全市耕地面积为 121679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14.50％。到 2020 年，耕地面积比规划基期年净减少

1509 公顷。 

（二）园地 

2005 年园地面积 3127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73%；到 2010

年，全市园地面积 3100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69%，比 2005 年

减少 271 公顷；到 2020 年，全市园地面积 30857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3.68%，比 2005 年减少 418 公顷。 

（三）林地 

2005 年林地面积 46598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5.53%；到 2010

年，全市林地面积 47478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6.58%，比 2005

年增加 8804 公顷；到 2020 年，全市林地面积 486232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57.94%，比 2005 年增加 2024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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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牧草地 

2005 年牧草地面积 439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52%；到 2010

年，全市牧草地面积 520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62%，比 2005 年

增加 808 公顷；到 2020 年，全市牧草地面积 4376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0.52%，比 2005 年减少 23 公顷。 

（五）其他农用地 

2005 年其他农用地面积 5244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25%；到

2010 年，全市其他农用地面积 4811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73%，

比 2005 年减少 4334 公顷；到 2020 年，全市其他农用地面积 4577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46%，比 2005 年减少 6670 公顷。 

二、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2005 年建设用地总面积 4336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17%；到

2010 年，全市各类建设用地 4686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59%，比

2005 年增加 3500 公顷；到 2020 年，全市各类建设用地 51793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6.17%，比 2005 年增加 8425 公顷。 

（一）城乡建设用地 

2005 年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3272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90%；

到 2010 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3450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11%，比 2005 年增加 1783 公顷；到 2020 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面

积 3686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39%，比 2005 年增加 4146 公顷。 

（二）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2005 年交通水利用地面积 9938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8%；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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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全市交通水利用地面积 1161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8%，

比 2005 年增加 1674 公顷；到 2020 年，全市交通水利用地面积 1409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68%，比 2005 年增加 4154 公顷。 

三、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2005 年其他土地面积 11851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12%；为

补充建设占用耕地造成的耕地面积减少，适度开发未利用地，到 2010

年，全市其他用地 11074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20%，比 2005

年减少 7769 公顷；到 2020 年，全市其他土地 98458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11.73%，比 2005 年减少 20052 公顷。 

第二节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在与相关规划充分协调的基础上，确定生态用地、耕地、主要城

镇工矿用地、区域性基础设施用地以及其他具有地方优势的农用地的

空间布局。确定土地利用空间布局遵循设定国土生态屏障网络用地、

优先安排基本农田、协调基础设施用地、优化城镇工矿用地、拓展农

业生产和城乡绿色空间和构建土地利用景观风貌的原则。 

一、设定国土生态屏障网络用地 

依据池州市的自然景观要素，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类型的绿地、湿

地等生态用地；规划期间重点实施河道疏浚、整治和堤防加固等工程，

构建由河道、滞水湿地等构成的多层次湿地系统。加强林地资源的有

效保护与合理利用，鼓励发展农田林网化工程，鼓励发展经济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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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等，促进城镇和种植业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以

林地和水体为主体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二、优先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规划期间，中心城区、工业园区、各县（区）重点发展区域原则

不安排基本农田，为城镇和产业用地发展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将高

等别耕地、集中连片耕地、已验收合格的土地整治新增的优质耕地调

为基本农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全面提高耕地质量。 

三、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交通用地布局。在维持现有交通网络体系的基础上，规划以

高等级公路和铁路为依托，加强水、陆交通设施建设，完善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全面提高公路等级，改善路面质量，形成等级结构配置合

理，通达、便捷的交通体系，实现村村通油路，市乡公路等级化、标

准化。 

——水利设施用地布局。重点实施池州市长江河道治理、贵池区

小河流综合整治工程、东至县灌区水利血防工程、东至县龙泉河和白

泥河治理工程、青阳县河道整治堤防加固工程、石台中小河流整治工

程，以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城市防洪工程。 

四、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 

    ——优化城镇用地布局。优先保障中心城区用地需求，合理布置

重点新增建设用地，构建城乡统筹发展新模式，加快推进池州市城镇

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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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科学引导城郊结合部的农民

住宅建设向城镇型发展；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村镇规划建设管理体

制，按照先规划后建房的原则严格执行规划，注意节约和保护耕地；

对居民点分散、规模小的村庄，采用中心村内调整用地整理模式进行

农村居民点整理，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统一改造，建设中心村，迁

并自然村，消除零星村，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优化工业用地布局。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

加速推进池州市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紧抓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

移的契机，使工业逐步向产业集中区、经济开发区集中。 

五、拓展农业生产和城乡绿色空间用地 

按照农业区域比较优势对农业用地空间布局的调整，促进农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效率。 

林地在全市各县布局广泛，规划期内加大省道、国道和铁路两侧

防护林建设力度；加快长江及支流两岸生态林建设；构建覆盖全市的

生态网络体系，形成多样化的绿色生态空间。 

六、构建土地利用景观风貌 

稳定具有池州特色和区域优势的自然景观用地，鼓励发展农田林

网化工程。引导各类用地合理布局，促进耕地、林地集中连片保护和

利用；加大对长江、九华河、秋浦河、升金湖、平天湖等水环境保护

力度，维护并强化区域水系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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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区域调控 

第一节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 

一、基本农田集中区 

基本农田集中区主要在城镇村发展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和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以外，以行政村为单元，在现有基本农田面积超

过村域土地总面积 50%的、连片面积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至县、

贵池区和青阳县等。规划区域面积 14685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7.50%。 

本区应严格限制建设用地占用，除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经国务院批

准可以占用外，其他项目一律禁止占用基本农田，经批准占用基本农

田按最高补偿标准执行；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积极推进农田基本

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生产力；由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

和集约化农业发展，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益；积极推进农地整理，增加

区内的耕地面积，强化对基本农田的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

本农田上挖沙取土、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等破坏基本农田生产力的

行为。 

二、一般农业发展区 

包括除基本农田以外的一般耕地、集中连片的园地、林地和规划

确定为耕地、园地、林地的宜耕、园、林后备土地资源及其他类型的

零星土地。规划区域面积 10276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25%。 

本区鼓励进行农村土地整治，重点整治空心村和闲置房屋，增加

区内的耕地面积，强化对农用地的保护和综合利用；鼓励单位和个人

对该区域内的农田进行整理，增加有效耕种面积，提高耕地产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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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和鼓励区域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保持和培肥地力，

鼓励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和对本区域范围内的非农用地适度开垦为

耕地；为改善区内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民收入，允许适度进行农村

道路、农田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三、城镇村发展区 

该区土地利用目标是保障产业承接园区、池州市城（镇、村）建

设用地的需求，推动池州经济快速发展，提高池州整体竞争实力。规

划区域面积 2491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97%。 

本区内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城镇建设要依据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不得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

规模，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功能布局建设；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严格保护城镇空间体系控制的生态走廊，禁止建设占用规划确

定的永久性绿地、林地、特色蔬菜基地等；规划期内建设用地应当充

分利用现有存量建设用地和空闲地；本区内的土地，在批准改变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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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考虑城市绿化隔离带的建设与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城镇。 

四、独立工矿区 

指独立于城镇村的能源基地、大中型矿山等以工业发展为主的区

域。 

本区土地利用要注重市域城镇功能的完善与提升，合理布局，优

化用地结构；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长，规划期内建设用地不得突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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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红线的控制范围；城镇存量建设用地要以调整布局和提高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为主，通过市地整理，提高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将土地供给

相对集中于城镇已有的中心和交通走廊周围，引导城镇由外延扩张为

主的城镇空间扩展趋势向内涵更新优化的方向演化；实行城镇建设用

地增加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 

五、林业发展区 

本区主要分布在贵池、东至、石台等县（区），坡地资源丰富，

是主要的用材林基地。由于山地生态系统脆弱，山高坡陡土薄，局部

地区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立地条件差，低质林面积和宜林荒山面积比

较大，因此要大力保护生态林地。区域规划面积 421086 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50.18%。 

本区土地利用目标是继续提高池州市森林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开发利用和保护整治相结合，绿化宜林荒山，涵养水源，控制

水土流失，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功能；搞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绿化

荒山，改造治理低质林地，挖掘山丘坡地资源潜力，调整林种结构，

提高林、茶、竹、果等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积极落实生态示范县建设、

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公益林保护建设、林业生态经济开发工程、森

林旅游开发工程和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保护森林资源等项目；

严禁各类建设占用水土保护林、水源涵养林及其它各种防护林的用

地，加强有林地的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严禁乱砍乱伐，毁林

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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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 

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是依法认定的各种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以及其他具有重要自然与历史文化价值

且规模较大的区域。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包括被誉为"中国鹤

湖"的亚洲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升金湖、有着"华东动植物基因库"之

称的国家级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牯牛降、九华山国家地质公园、石

台溶洞群省级地质公园、蓬莱仙洞风景区 、鱼龙洞风景区 、慈云洞

风景区 、黄岩大狭谷、齐山风景区 、大历山风景区、太平山房、 四

岭水库风景区 、大王洞风景区 、万罗山风景区 、杏花村古遗址 、

天台山森林公园、南溪古寨古村落、东流古文化保护区等。区域规划

面积 2588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08%。 

本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保护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区内

土地使用应符合保护区总体规划；严格控制该区内的建设活动，除与

保护需要直接相关的建筑外，禁止其他各类建设；风景旅游区的建设

应突出资源保护，景区景点开发建设应与自然、人文环境相协调，注

重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生态平衡。 

七、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指主要河湖、重要水源保护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基于生态环境

安全目的需要进行土地利用特殊控制的区域。区域规划面积 11597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82%。主要包括平天湖、升金湖、刘村湖、

十八索、乌头湖、白沙水库等地表水源地保护区及地质灾害防治区。 

本区内土地利用以水土流失防治和地质灾害防治为主，区内禁止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25.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24.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23.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23.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22.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06.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16.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14.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12.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12.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11.html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10.html
http://www.xhc-tour.com/index1.asp
http://www.chizhou.gov.cn/contents/1159/156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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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加强流域污染控制与防治；鼓励开

展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及农业污染控制和城镇生活、工业污染治理等生

态建设工程。 

第二节  县（区）土地利用调控 

一、指标控制 

为确保规划指标的落实，实现土地利用目标，根据各县（区）的

土地利用特点，综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趋势、资源环境禀

赋等因素，制定各县（区）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及人均城镇工矿用地等土地利

用约束性指标，确立了园地面积、林地面积、牧草地面积等预期性指

标（详见附表）。严格落实上级下达规划指标，对于约束性指标要完

全落实，不得突破；对于预期性指标要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措施加

以引导，力争实现。 

二、明确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 

——贵池区。紧抓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契机，重点发展装

备制造、非金属新材料、特种钢深加工、船舶制造产业园区及轻工产

业园；加强优质粮、棉、油生产基地建设；建设开放性交通网络，提

高防洪保安能力；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开发生态旅游等新兴旅游产品。

规划到 2020 年，贵池区耕地面积保持在 121679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控制在 8584 公顷。规划期内，确保 33683 公顷基本农田不减少。 

——青阳县。依托青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有色金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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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材料产业；重点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带，综合治理自然环境，发挥农

业旅游特色产业。规划到 2020 年，青阳县耕地面积保持在 23602.79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100 公顷。规划期内，确保 21014

公顷基本农田不减少。 

——东至县。继续发展东至香隅化工产业园区、东流工业园区、

大渡口工业园区等省级开发区，大力发展硝基化工、农药化工、医药

化工、生物化工、精细化工、纺织服装、农副产品深加工、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等产业，逐步建成沿江岸线功能齐全的新兴城市。规划

到 2020 年，东至县耕地面积保持在 51287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控制在 1084 公顷。规划期内，确保 47018 公顷基本农田不减少。 

——石台县。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推进原生态石台建

设，发展茶文化，促进生态农产品业发展。规划到 2020 年，石台县

耕地面积保持在 4029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77 公顷。规

划期内，确保 3673 公顷基本农田不减少。 

——九华山风景区。以做大旅游产业规模，形成山上山下功能分

明、山里山外联动发展为目标，着力完善旅游服务配套功能，改变当

前单一的观光型产品，规划建设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

旅游综合服务园区，设计出适销对路的休闲度假、体验型旅游产品，

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打造成为全国旅游产业园区。规划到 2020

年，九华山风景区耕地面积保持在 635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在 21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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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一、允许建设区 

规划中确定的，允许作为建设用地利用，进行城乡建设的空间区

域。规划区域面积28845公顷，主要集中在梅龙街道、江口街道、池

阳街道、秋江街道、乌沙镇、牛头山镇、大渡口镇、东流镇、香隅镇

等沿江镇区、产业集中区及各功能产业园。 

——区内土地管制规则。允许建设区内新增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

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筹增量与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空间布

局形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允许建设

区边界（规模边界）的调整，须报规划审批机关同级国土资源部门审

查批准。 

二、有条件建设区 

依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需要在特定情形下依法开展城乡建设用

地利用和建设行为的空间区域。针对具体的城市、镇、村等空间实体，

在不突破其对应允许建设区的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前提下，有

条件建设区内土地可以用于规划建设用地的布局调整，并依程序办理

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规划区域面

积 42738 公顷，主要分布在允许建设区周围。 

——区内土地管制规则。针对具体的城市、镇、村，在不突破允

许建设区的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前提下，区内土地可以用于规

划建设用地的布局调整，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时相应核

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农村土地整治规模

已完成，经定期评估确认拆旧建设用地复垦到位，存量建设用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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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用地要求的区域，经批准，区内土地可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项目；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

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三、限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以外的空间区域。限制

建设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

建设的主要区域。限制建设区内禁止中心城区、下辖县级市城区、县

城和大中型工矿，以及纳入允许建设区的重要镇村建设，控制线型基

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规划区域面积 346050 公顷，区内土地

利用的主要目标是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区内土地管制规则。限制建设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

空间，是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区内禁止中心城

区、县级市的城区、县城和大中型工矿，以及纳入允许建设区的重要

镇村建设，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四、禁止建设区 

以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为主导用途、严格禁止开展与主导功能不

相符的各项建设的空间区域，应包括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列入省级以上保护名录的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水源保

护区的核心区、主要河湖的蓄滞洪区、地质灾害高危地区等。规划区

域面积 21540 公顷，主要集中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升金湖、平天湖等地表水水源保护区。 

——区内土地管制规则。禁止建设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和

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建设活动；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规划期内禁建边界不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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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池州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控制 

第一节  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 

一、中心城区规划范围 

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包括主城区、相关联的各功能组团和需要

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的区域。池州市中心城区涉及池阳街道办事处、秋

浦街道办事处、清风街道办事处、杏花村街道办事处、里山街道办事

处、江口街道办事处和马衙街道办事处。 

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 

规划到 2010 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 25 万人，中心城区用地规模

2530 公顷。 

到 2020 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 50 万人，中心城区用地规模 4500

公顷。 

第二节  中心城区空间布局 

按照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城市需要，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主要是发展主城区，南进东扩，组团式进行空间组合。统一规划建设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园区，整合推动城市中心区高等和职业教育

资源向教育园区集中，促进设施共建共享，打造环境良好、设施完善、

功能齐全的东部新城。加快站前区建设，完善商贸物流园功能，围绕

天堂湖建设文化休闲、商务、创意和特色居住功能区。充分利用主城

区西南部低山丘陵和秋浦河沿岸的景观资源，规划建设以生活居住、

旅游服务为主的城市西南部新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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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心城区管制分区 

允许建设区，面积4500公顷。即规划中确定的，允许作为建设用

地利用，进行城区建设的空间区域。建成区区内土地利用以内部挖潜

为主，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和空闲地，合理安排产业布局，提高建

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新增建设用地是规划确定的城区用地规模指标

在空间上的具体落实区域。 

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4160.10 公顷。即建设用地扩展区，是指中

心城区建设用地区边界以外、扩展边界以内的区域。在不突破城区建

设用地规模的前提下，区内土地可用于规划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在特

定条件下，区内土地可作为本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新增建设用

地安排。 

限制建设区，面积 14700 公顷。即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

禁止建设区以外，禁止城镇和大型工矿建设，限制村庄和其他独立建

设，控制基础设施建设，以农业发展为主的空间区域。 

禁止建设区，面积 1667 公顷。即湖泊、河流、湿地等生态走廊、

沿河公园等。禁止各类建设占用，形成城市生态保护景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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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产业承接园区土地利用 

2010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规划》。皖江城市带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点开发

区域，是泛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向中

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最接近的地区。池州市境内有省直管江南集中区

和池州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及 7 个省、市政府批复设立的各

类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省直管江南集中区 

（一）布局与控制范围 

省直管江南集中区位于贵池区马衙、梅龙街道境内，青通河以东，

九华河以西，铜九铁路以北，长江大同堤防以南区域，控制总面积约

217.15 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区面积 20 平方公里。 

（二）管制分区 

――允许建设区。面积 2000 公顷。即规划中确定的，允许作为

建设用地利用，进行城乡建设的空间区域。允许建设区内新增建设用

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筹增量与存量用地，促进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

下，其空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

界；允许建设区边界（规模边界）的调整，须报规划审批机关同级国

土资源部门审查批准。 

――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2485 公顷。即建设用地扩展区，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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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区建设用地区边界以外、扩展边界以内的区域。针对具体的城市、

镇、村，在不突破允许建设区的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前提下，

区内土地可以用于规划建设用地的布局调整，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

批手续，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农村土地整治规模已完成，经定期评估确认拆旧建设用地复垦到

位，存量建设用地达到集约用地要求的区域，经批准，区内土地可安

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

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限制建设区。面积 16166 公顷。即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

区和禁止建设区以外的空间区域。限制建设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

生产空间，是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区内禁止中

心城区、县级市的城区、县城和大中型工矿，以及纳入允许建设区的

重要镇村建设，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禁止建设区。面积 1064 公顷。即湖泊、河流等生态走廊。

禁止建设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和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主

导功能不相符的建设活动；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划期内禁建边

界不得调整。 

二、池州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及市、县工业园区 

――池州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该区位于中心城区西部

的秋江街道境内，控制规模 15 平方公里。 

――市、县工业园区。池州市设立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7

个：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贵池工业园（池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前江工业园、青阳开发区、大渡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流工业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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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化工产业园（东至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主要发展非金属

新材料与机械制造、装备制造、非金属新材料及轻工、特种钢深加工

及船舶制造、化工、机电、船舶及轻纺、非金属新材料及机械制造及

有色金属等产业。 

三、产业承接园区土地利用保障措施 

——强化规划的统领作用。严格实施产业承接园区土地规划，正

确处理好保障产业承接用地和实施最严格的土地利用政策的关系，优

先安排区内土地整治项目，规范土地供应、储备和管理，严格保护耕

地，确保耕地占补平衡。 

——建立健全节约集约用地管理模式。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

理，严格执行国家工业建设用地投资强度和容积率标准，严把产业准

入门槛。建立差别化供地机制，优先审批产业转移项目用地及配套设

施用地，优先审批成长前景好、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以及低能耗、低污

染，效益好的企业用地。鼓励区内对土地进行二次开发、促进产业集

聚发展、提高投资强度等节地措施。 

——稳步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建设。建立城乡土地使用权

交易市场，规范集体土地交易规则。研究制定集体建设用地出让、转

让等市场交易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价格管理制度，将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交易纳入到国有土地交易市场统一管理。依法保障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农户宅基地权益，鼓励示范区内合法取得并经登记的集体建设

用地通过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和合作等方式进行流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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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土地整治安排 

土地整治一般包括建设用地整理、农用地整理、土地复垦、土地

开发、土地综合整治等方面内容。规划期间，全市通过建设用地整理

新增耕地 2435 公顷、农用地整理新增耕地 1543 公顷、土地复垦新增

耕地 1558 公顷、土地开发新增耕地 484 公顷、土地综合整治新增耕

地 334 公顷。 

第一节  建设用地整理 

按照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尊重民意、循序渐进原则，结合池州

市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大农村居民点废弃土地和闲置宅基地整理力

度，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全市建设用地整理潜力为 2435 公顷。 

专栏二  池州市建设用地整理工程项目 

单位：公顷 

土地整治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新增耕地 

建设时间 
面积 

建设用地整理 

贵池区农居点 3343 2323.33 2010 年-2020 年 

东至县农居点 18.26 5.34 2010 年-2020 年 

青阳县农居点 5.67 8.46 2010 年-2020 年 

石台县农居点 43.18 39.18 2010 年-2020 年 

九华山农居点 62.52 58.59 2010 年-2020 年 

新增耕地合计 2434.90  

第二节  农用地整理 

一、基本农田建设 

大力开展基本农田整理，积极推进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建设，建

立基本农田集中投入制度，改善农田生产条件，提高基本农田综合生

产能力。力争规划期间建立 1 个国家级和 1 个省级基本农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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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全市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和建设水平。 

专栏三  池州市基本农田示范区 

单位：万亩 

行政区域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县（区） 示范区面积 级别 

池州市 
贵池区基本农田示范区 贵池 20 国家级 

东至县基本农田示范区 东至 10 省级 

二、农用地整理 

大力推进农用地整理，对田、水、路、林、村等实行综合整治，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可利用土地面积和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

利用率和产出率。全市农用地整理新增耕地潜力为 1543 公顷。 

专栏四  池州市农用地整理重点工程项目 

单位：公顷 

土地复垦开发

整理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区 

所在地 
项目规模 

新增耕地 

面积 
建设时间 

土地整理 

池青九沿线两侧土地整理项目 

贵池 

10545 300 2010 年-2020 年 

贵池区秋江街道办事处阮桥等

村土地整理 
1908.9 57.33 2010 年-2020 年 

贵池区秋江街道办事处联山等

村土地整理 
1650.4 49.51 2010 年-2020 年 

贵池区秋江街道办事处民生等

村土地整理 
1893.9 73.86 2010 年-2020 年 

贵池区牌楼镇土地 

整理项目 
1560 60 2010 年-2020 年 

贵池区唐田镇土地 

整理项目 
2240 90 2010 年-2020 年 

贵池区里山街道办事处土地整

理项目 
4000 140 2010 年-2020 年 

贵池区墩上街道办事处土地整

理项目 
3000 100 2010 年-2020 年 

小计 26798.2 870.7 2010 年-2020 年 

池青九沿线两侧土地整理项目 

青阳 

5000 100 2010 年-2020 年 

陵阳镇“整地兴农” 1800 54 2010 年-2020 年 

庙前镇基本农田整理 1266.67 35.33 2010 年-2020 年 

杜村乡基本农田整理 1466.67 40.33 2010 年-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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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开发

整理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区 

所在地 

项目规模 新增耕地 

面积 

建设时间 

容城镇“整地兴农” 1600 54.67 2010 年-2020 年 

杨田镇“整地兴农” 1200 39.33 2010 年-2020 年 

小计 12333.34 323.66   

东至县七里湖土地 

整理项目 

东至 

2126.62 60.78 2010 年-2020 年 

大渡口镇白沙洲、大同、安全村

土地整治项目 
2684.5 86.8 2010 年-2020 年 

胜利镇黄石村土地整治项目 961.14 31.76 2010 年-2020 年 

黄湓河流域土地整理项目 2350 25.56 2010 年-2020 年 

尧渡河流域土地整理项目 1500 41.6 2010 年-2020 年 

龙泉河流域土地整理项目 1600 72.47 2010 年-2020 年 

升金湖周边区域土地整理项目 3600 112  

小计 - 318.97   

石台县小河镇土地整理项目 石台 846.58 30 2010 年-2020 年 

新增耕地合计 1543.33   

第三节  土地复垦 

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用途适宜、经济可行的要求，立足优

先农业利用、恢复生产功能、鼓励多用途使用、改善生态环境，加快

闭坑矿山、窑厂、挖损压占等废弃土地的复垦，合理安排复垦土地的

利用方向、规模和时序。全市土地复垦新增耕地潜力为 1558 公顷。 

专栏五  池州市土地复垦重点工程项目 

单位：公顷 

土地复垦开发整

理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新增耕地 
建设时间 

面积 

土地复垦 

工矿用地复垦 2501 1503.79 2010 年-2020 年 

工矿用地复垦 3.1 1.03 2010 年-2020 年 

工矿用地复垦 2.99 8.88 2010 年-2020 年 

工矿用地复垦 28.45 24 2010 年-2020 年 

工矿用地复垦 18.23 19.95 2010 年-2020 年 

新增耕地合计 15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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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土地开发 

土地开发应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后备土地资源开发以不破坏

生态环境为前提。全市土地开发新增耕地潜力为 484 公顷。 

专栏六  池州市土地开发重点工程项目 

单位：公顷 

土地复垦开发

整理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新增耕地 

面积 
建设时间 

土地开发 

贵池区滩涂开发项目 480 440.56 2010 年-2020 年 

东至县荒草地开发项目 22 15 2010 年-2020 年 

青阳县荒草地开发项目 30 18 2010 年-2020 年 

石台县荒草地开发项目 23 10.35 2010 年-2020 年 

新增耕地合计 483.91  

第五节  土地综合整治 

土地综合整治应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充分考虑农房改造、农田

水利、农村道路建设、农村环境整治等密切结合，促进新农村建设； 

要因地制宜确定整治的方式和用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全市土地

综合整治新增耕地潜力为 334 公顷。 

专栏七  池州市土地综合整治重点项目 

单位：公顷 

土地复垦开发整

理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新增耕地 
建设时间 

面积 

土地综合整治 

贵池区土地综合整治 5501 123.47 2010 年-2020 年 

青阳县土地综合整治 2123.1 71.82 2010 年-2020 年 

东至县土地综合整治 4872.99 118.88 2010 年-2020 年 

石台土地综合整治 628.45 19.50 2010 年-2020 年 

九华山土地综合整治 - - 2010 年-2020 年 

新增耕地合计 3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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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点建设项目安排 

――重点交通项目。规划期间新建沿江高速公路池州段、大渡口

至景德镇高速公路池州段、东至至九江高速公路池州段、池州长江公

路大桥及经石台至祁门高速公路池州段、望东长江公路大桥及南岸接

线工程、G318 线池州绕城公路、G206 尧渡赤头桥、S229 江口汽渡

北岸码头、S325 线秋浦河大桥新建工程； S222 官港至昭潭改建工程； 

G318 牛头山至北闸、S103 线蛤蟆岭至青阳、S103 东堡至琉璃岭、S321

线青通河大桥至江口、S219 桥庵至凤凰松段、S327 尧渡至牛矶等扩

建、改建工程；沿江城际铁路、池州至九江城际铁路、池州至黄山城

际铁路；香口港区、东流港区、吉阳港区、大渡口港区、牛头山港区、

钱江口港区、乌沙港区、老港区、江口港区、梅龙港区；新建九华山

民用机场及配套设施。抢抓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机遇，全面

加强池州的公路、铁路、水路等交通设施建设。规划期间共安排交通

运输用地 2628 公顷。 

――重点水利项目。以池州市产业示范园区内江河无病堤、山上

无险库、平原无旱涝为主攻方向，为实现防洪减灾、安全饮水、农业

供水与节水、水利血防、水能资源开发、水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生态

建设、水文及水利信息化建设、水务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等目标，加强

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规划期间，将重点安排血防工程、除险加固

工程、河道整治工程、水电站工程、排涝泵站工程等，共安排水利工

程用地 1526 公顷。 

――重点能源项目。按照有序开发，适度发展电源、电网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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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地制宜开发可再生能源，完善输变电网和加大能源战略储备的

要求，统筹安排矿产能源产业用地，优化用地布局，严格项目用地管

理。规划期内将推进池州九华发电有限公司二期、三期工程建设，力

争二期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营；推进东至吉阳 4 台 100 万千瓦核电项目

前期工程；推进市内小水电开发和生物能开发；开工建设池州海螺水

泥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整合全市小煤矿，通过资源重组，逐步关闭

年产 6 万吨以下小煤矿；支持储量在 100 万吨以上、产能在 15 万吨

以上的煤炭生产企业发展；综合开发利用石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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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法律手段 

――加大土地规划实施执法力度。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

巡回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强化监察职能，

加大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让违法用地的成本远远高于合法用

地的成本，加强新增建设用地的跟踪管理。 

――加大违反规划用地的监督查处力度。建立健全土地规划实施

的监管体系，实行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严肃查处违反规划的用地行

为，维护用地秩序，保证各项建设依法依规。 

第二节  行政手段 

――强化规划控制作用。继续完善市县乡三级自上而下逐级控制

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切实做好土地利用计划编制、下达工作，切实

加强土地利用计划实施管理工作。 

――建立规划实施反馈与调节机制。 

根据规划实施情况，使年度计划与中长期土地利用规划有机结

合，并能随着客观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修正和完善规划，以保证规划

的实施效果及经济、科技、社会系统健康有序发展。 

――探索新型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深化农村土地产权

制度改革，探索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途径和方法，促进资源

优化配置。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盘活农村闲置土地，推进农居点复

垦，以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为动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型农村建设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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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继续建立严格的用途管制制度。各县（区）、各乡（镇）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根据本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和用途管制措施，确

定土地用途区，并制定分区土地用途管制细则，特别要严格控制农用

地用途转变。 

――严格执行用地预审制度。严格依照本规划和上级下达的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进行土地的预审审批。依照行业用地标准和土地投资强

度，核准用地规模，防止土地的闲置与浪费。 

――建立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进一步强化县（区）政府耕地

保护责任，建立耕地保护责任考核的动态机制和预警制度，严格落实

耕地保护、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考核，将该目标列入政府领导的年度业

绩考核目标，并进行年终评定。 

――强化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制度。切实实施土地利用年度计

划管理制度，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结合。努力盘活存量土地，对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及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指标

实行严格的分年度计划管理；树立科学发展观，要按分期实现的原则

将主要规划目标分阶段纳入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第三节  经济手段 

――形成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奖惩机制。严格落实节约集约用地

责任制。发挥地价的杠杆作用，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现象的发

生；适时调整用地标准和供地政策，建立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异地开垦耕地和异地保护耕地等相关制度，切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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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区域间经济发展与土地供给不平衡问题。 

――完善耕地保护的经济激励机制。加大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成

本，鼓励各类建设利用存量土地和未利用地；提高农民保护和改良耕

地的积极性，落实对农户保护和利用耕地的补贴政策；探索建立耕地

保护基金，实行保护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建立与耕地保护权益相

关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对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的资金支持力度。完善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制度，确保该项收入全部用于

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建设和保护、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支出；提高

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并向粮食主产

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土地整理开发重点区域倾斜，努力提高耕地的

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为解决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资金不足，出台相关政

策，鼓励吸收社会资金，整合国家及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中各项支农资

金。 

――加强土地资产管理。加强土地资产管理，抓好土地使用税费

的征收管理。全面推进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土地的有偿、有期

限、有流动的使用制度，建立节约用地、优化用地结构的自我约束机

制，培育完善地产市场、保护耕地、集约利用土地，不断提高土地资

源的综合效益。用经济手段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调整土地利用方向，

逐步将城市建设用地、乡镇企业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纳入有偿使用

轨道，引进市场机制，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节约、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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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技术手段 

――建立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空间科学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

的结合为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实时动态的数据来源和高效、便捷的分

析、储存、管理工具，为规划实施的动态管理和实施监测提供了技术

支撑。应充分运用“3S”等先进技术，逐步建立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

统。 

――完善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符合池州实际的规划实施

评价指标体系，对规划实施情况做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相应而有

效的措施，确保土地开发利用的科学合理性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持

续性。 

第五节  社会手段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积极探索规划的公众参与机制，采

取多种渠道，扩大公众参与，增强规划修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力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赋予公民更多的民主权利，让他们充分享有利益

表达和参与决策的机会。 

――加大土地规划宣传力度。加强规划舆论宣传。充分利用各种

媒体，对规划主要内容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全社会依法用地意识，增

强对科学用地、节约用地、保护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完善规划实施公示制度。推行和完善规划公示制度，建立以

公开规划的内容、规划的政策和有关要求，公开工作制度和办事程序，

公开按规划审批和审查用地的结构等为主要内容的规划管理公开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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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池州市规划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指标属性 

一、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123188.47 122452.13 121679 约束性 

基本农田面积 110000 105387.45 105387.45 约束性 

园地面积 31275.26 31003.71 30857.42 预期性 

林地面积 465984.25 474788.36 486232.47 预期性 

牧草地面积 4399.37 5207.53 4375.56 预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43367.97 46867.92 51793.12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3430.21 34503.60 36866.56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586.48 8467.82 11596.17 预期性 

二、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3609.14 11257.94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 3286.11 9616.46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 2133.14 6353.46 约束性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 — 2133.14 6353.46 约束性 

三、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 127.98 120.53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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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池州市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农 

用 

地 

耕地 123188.47 14.68% 122452.13 14.59% 121679 14.50% 

园地 31275.26 3.73% 31003.71 3.69% 30857.42 3.68% 

林地 465984.25 55.53% 474788.36 56.58% 486232.47 57.94% 

牧草地 4399.37 0.52% 5207.53 0.62% 4375.56 0.52% 

其他农用地 52447.01 6.25% 48112.63 5.73% 45776.96 5.46% 

小计 677294.36 80.71% 681564.36 81.22% 688921.41 82.10% 

建 

设 

用 

地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2597.78 0.31% 3809.64 0.45% 5968.69 0.71% 

农村居民点 26134.47 3.11% 26035.78 3.10% 25270.39 3.01% 

工矿用地 3988.7 0.48% 4658.18 0.56% 5627.48 0.67% 

交通水利 

用地 

交通用地 3087.55 0.37% 4411.03 0.53% 5715.63 0.68% 

水利用地 6850.21 0.82% 7200.58 0.86% 8376.26 1.00% 

其他建设 

用地 
特殊用地 709.26 0.08% 752.71 0.09% 834.67 0.10% 

小计 43367.97 5.17% 46867.92 5.59% 51793.12 6.17% 

其他 

用地 

水域 52904.44 6.30% 52821.7 6.29% 52765.43 6.29% 

自然保留地 65606.04 7.82% 57918.84 6.90% 45692.86 5.44% 

小计 118510.48 14.12% 110740.54 13.20% 98458.29 11.73% 

合计 839172.82 100.00% 839172.82 100.00% 839172.8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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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池州市各县（区）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2005 年 2020 年 

池州市 123188.47 122452.13 121679 110000 105387.45 

贵池区 42910.03 42500.85 42124.53 37672 33682.76 

青阳县 27257.41 23713.11 23602.79 25604 21013.84 

东至县 47568.86 51403.15 51287.16 41702 47017.74 

石台县 4497.47 4040.85 4029.04 5022 3673.11 

九华山 954.7 794.17 635.48 0 0 

附表 4  池州市各县（区）建设用地指标表 

行政 

区域 

2005 年建

设用地总

规模 

201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其中：城乡用地总规模 

  

其中：城乡用地总规模 

  

其中：城

镇工矿用

地规模 

人均城

镇工矿

用地 

  

其中：城镇

工矿用地

规模 

人均城

镇工矿

用地 

公顷 公顷 公顷 公顷 平方米 公顷 公顷 公顷 平方米 

池州市 43367.97 46867.92 34503.6 8467.82 127.98 51793.12 36866.56 11596.17 120.53 

贵池区 18674.91 21335.2 15772.6 4674.08 125 24783.97 17375.06 6747.55 124 

青阳县 7723.96 8057.74 5912.54 1730.2 120 8776 6180.8 2200.79 115 

东至县 13876.7 14209.75 10335.73 1350.64 128 14918.75 10665.63 1806.9 118 

石台县 2708.21 2801.79 2123.36 545.82 96 2973.76 2221.49 636.31 95 

九华山 384.2 463.44 359.37 167.08 102 575.93 423.58 204.62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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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池州市近期新增建设用地及补充耕地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2006-2010 年新增 
2006-2010 年整理

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义务量 

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其中，新增建设占

用耕地 

池州市 3609.14 3286.11 2133.14 2133.14 

贵池区 2684.36 2715.98 1713.55 1713.55 

青阳县 368.67 207.59 165.01 165.01 

东至县 364.61 211.33 172.77 172.77 

石台县 100.66 80.68 41.45 41.45 

九华山 90.84 70.53 40.36 40.36 

附表 6  池州市远期新增建设用地及补充耕地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2006-2020 年新增 
2006-2020 年整理

复垦开发补充耕

地义务量 

建设用地总量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其中，新增建设

占用耕地 

池州市 11257.94 7816.46 6353.46 6353.46 

贵池区 8583.6 7486.07 5472.05 5472.05 

青阳县 1100.39 902.77 345.03 345.03 

东至县 1083.83 923.99 354.31 354.31 

石台县 277.3 202.04 103.53 103.53 

九华山 212.82 101.59 78.54 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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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池州市各县（区）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及补充耕地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建设占用耕地（补

充耕地义务量） 

补充耕地任务量 跨县区补充耕地 

 
其中:土地

整理 
土地复垦 土地开发 地区 面积 

贵池区 5472.05 5472.05 870.7 4160.79 440.56 — — 

青阳县 345.03 345.03 323.66 6.37 15 — — 

东至县 354.31 354.31 318.97 17.34 18 — — 

石台县 103.53 103.53 30 63.18 10.35 — — 

九华山风

景区 
78.54 78.54 — 78.54 — — — 

合计 6353.46 6353.46 1543.33 4326.22 483.91 — — 

附表 8  池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中心城区规

划控制范围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贵池区 25027.1 4500 4160.1 14700 1667 

青阳县 4534.56 1941.62 1542.94 1050 - 

东至县 2214.98 737.53 757.45 720 - 

石台县 987.13 481.49 220.64 285 - 

九华山风景区 857.16 201.9 329.26 82 244 

总计 33620.93 7862.54 7010.39 16837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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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池州市园地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公顷 亩 公顷 亩 公顷 亩 

池州市 31275.26 469128.9 31003.71 465055.65 30857.42 462861.3 

贵池区 4730.82 70962.3 4423.7 66355.5 4414.76 66221.4 

青阳县 5148.38 77225.7 5371.44 80571.6 5300.12 79501.8 

东至县 13580.67 203710.1 13485.34 202280.1 13452.45 201786.8 

石台县 7253.07 108796 7213.35 108200.25 7196.71 107950.7 

九华山 562.32 8434.8 509.88 7648.2 493.38 7400.7 

附表 10  池州市林地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公顷 亩 公顷 亩 公顷 亩 

池州市 465984.25 6989763.75 474788.36 7121825.4 486232.47 7293487.05 

贵池区 113391.53 1700873 111752.3 1676284.8 120744.27 1811164.05 

青阳县 62371.39 935570.85 65201.17 978017.55 65223.11 978346.65 

东至县 173757.33 2606360 174285.5 2614281.9 174467.21 2617008.15 

石台县 113012.2 1695183 120027.8 1800417.15 122233.56 1833503.4 

九华山 3451.79 51776.9 3521.6 52824 3564.32 53464.8 

附表 11  池州市牧草地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2005 年 2010 年 2020 年 

公顷 亩 公顷 亩 公顷 亩 

池州市 4399.37 65990.55 5207.53 78112.95 4375.56 65633.4 

贵池区 2391.85 35877.7 2742.87 41143.05 2373.32 35599.8 

青阳县 0 0 0 0 0 0 

东至县 2007.52 30112.85 2464.66 36969.9 2002.24 30033.6 

石台县 0 0 0 0 0 0 

九华山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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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池州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年） 

用地 

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涉及县（区） 备注 

 其中占用耕地 

1.交通 

池州长江高速公路 新建 2010-2020 302.25 302.25 181.35 贵池  

京台高速复线 新建 2010-2020 326 326 - 贵池/青阳  

望东长江公路大桥 新建 2010-2020 151 151 112.5 东至  

东至至九江高速路 新建 2010-2020 82.5 82.5 49.5 东至  

殷汇-石台-祁门高

速公路库 
新建 2010-2020 487.5 487.5 292.5 贵池\石台  

梅龙-五溪-九华山

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73.4 73.4 - 贵池  

池州-黟县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110 110 - 贵池  

殷家汇-石台 改扩建 2010-2020 90 90 - 贵池  

铜陵-池州-九江 

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220 220 - 贵池  

G318 南陵-大渡口 

青阳-牛头山-贵池 
改扩建 2010-2020 300 300 - 贵池  

青阳-红石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106 106 - 贵池  

江口-横埠 改扩建 2010-2020 8 8 - 贵池  

殷家汇-查桥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50 50 - 贵池  

棠溪-陵阳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14 14 - 贵池  

铜陵-青阳-黄山 改扩建 2010-2020 145 145 - 青阳  

胜利-闪里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180 180 - 东至  

安庆-东至-景德镇 

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180 180 - 东至  

陵阳-石台-东至 

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306 306 - 贵/青/石  

青阳-陵阳-六都 

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83 83 - 青阳/石台  

官港-龙泉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90 90 - 东至  

横渡-源头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74 74 - 石台  

棠溪-陵阳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50 50 - 贵/青/石  

池州至殷汇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210 60 126 贵池\石台  

池州至高岭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70 30 42 贵池  

江口至铜陵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154 86.5 92.4 贵池  

木镇至南陵公路 改扩建 2010-2020 140 69.5 84 青阳  

S325 洋湖镇过境段 新建 2010-2020 4.2 4.2 2.4 东至  

齐九公路二期 

漫水桥 
改扩建 2010-2020 0.7 0.5 0.3 贵池  

池州长江汽车轮渡

北岸码头迁建工程 
新建 2010-2020 1.2 1.2 0.5 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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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年） 

用地 

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涉及县（区） 备注 

 其中占用耕地 

池州市南外环线 新建 2010-2020 10 10 5 贵池  

灵芝至梅龙公路 新建 2010-2020 36 36 18 贵池  

九华旅游快速通道 新建 2010-2020 194 194 100 贵池、青阳  

齐山至梅街路改造 改扩建 2010-2020 18 12 7 贵池  

殷石公路改建工程 改扩建 2010-2020 25 18 10 贵池、石台  

石台北外环线新建 新建 2010-2020 4 4 2 石台  

大通至红石路改建 改扩建 2010-2020 106 60 20 贵池\青\石台  

七井至棠溪公路 新建 2010-2020 20 20 10 贵池\石台  

火车站至 S327 公路 新建 2010-2020 20 20 10 东至  

香源路 新建 2010-2020 30 30 12 石台  

九华山机场连接线 新建 2010-2012 19.57 19.57 8 贵池  

九华山民用机场 新建 2010-2012 214 214 120 贵池  

铜九铁路 新建 2010-2012 48 — — 贵池、东至  

沿江城际 新建 2010-2011 1.53 1.53 0.2 贵池、东至  

池州至九江城际 新建 2010-2013 2.6 2.6 0.6 贵池、东至  

池州长江公路大桥 新建 2011-2015 247.2 — — 贵池  

南沿江一级公路 

池州段 
新建 2011-2015 136 136 — 贵池  

东至-石台-宣城高

速公路 
新建 2011-2015 规划中 — — 东至-石台  

江口港区铁路线 新建 2011-2015 规划中 — — 贵池  

池州至九华山旅游

轨道交通 
新建 2011-2015 规划中 — — 贵池、九华山  

江口物流基地港区 新建 2011-2015 规划中 — — 贵池  

中航油料集团公司

皖南成品油储运 
新建 2011-2015 规划中 — — 贵池  

南京至安庆城际铁

路池州段 
续建 2011-2015 规划中 — — 贵池  

阜阳-池州-景德镇

铁路池州段 
新建 2011-2015 规划中 — — 贵池  

池州至黄山城际 新建 2010-2013 1.82 1.82 0.9 贵、青、石  

江北园区-江南园区

-九华山快速通道 
新建 2011-2015 52 52 26 贵池  

江南集中区公铁两

用桥 
新建 2011-2015 6 6 2 贵池  

合铜黄高速连接线 新建 2011-2015 — — — 贵池  

贵铜公路 改造 2011 100 100 80 贵池  

梅九公路（S219） 新建 2011-2015 — — — 贵池  

环升金湖旅游公路 新建 2011-2020 — — — 东至  

东至-牛矶省级公路 改扩建 2011-2020 — — — 东至  

升金湖-市区轨道 新建 2011-2020 — — — 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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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年） 

用地 

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涉及县（区） 备注 

 其中占用耕地 

东流长江大桥 新建 2011-2020 — — — 东至  

东至-安庆江底隧道 新建 2011-2020 — — — 东至  

香隅化工园区铁路

专用线 
新建 2011-2020 — — — 东至  

楼洋公路 改扩建 2011-2020 — — — 东至  

江口-牛矶沿江一级

公路 
新建 2011-2020 — — — 东至  

S321 芜贵路 新建 2011-2020 264 264 — 贵池  

X007 梅九路 改扩建 2011-2020 62 62 — 贵池  

2.水利 

东至县白茆灌区

（东片）水利血防 
新建 2010-2013 1 1 0.5 东至  

东至县黄湓河塔石

段水利血防 
新建 2010-2014 7.5 7.5 3.75 东至  

东至县城防洪工程 新建 2010-2015 7 7 3.5 东至  

东至县尧渡河水利

血防 
新建 2010-2016 51 51 25.5 东至  

东至县香隅河水利

血防 
新建 2010-2017 36 36 18 东至  

东至县鹰山河水利

血防 
新建 2010-2018 8 8 4 东至  

东至县白茆灌区

（西片）水利血防 
新建 2010-2019 2.5 2.5 1.25 东至  

东至县东红愚灌区

水利血防工程 
新建 2010-2020 3.5 3.5 1.75 东至  

东至县侯店灌区水

利血防工程 
新建 2010-2013 2.8 2.8 1.4 东至  

东至县七里湖灌区

水利血防工程 
新建 2010-2014 3.5 3.5 1.75 东至  

东至县胜利灌区水

利血防工程 
新建 2010-2015 5 5 2.5 东至  

东至县广丰圩灌区

水利血防工程 
新建 2010-2016 4.5 4.5 2.25 东至  

东至县龙泉河治理 新建 2010-2017 68 68 34 东至  

东至县香口河治理 新建 2010-2018 30 30 15 东至  

东至县白泥河治理 新建 2010-2019 10 10 5 东至  

青阳县水库除险加

固 
新建 2010-2020 27.5 27.5 13.75 青阳  

青阳县航道整治 新建 2010-2016 710 710 355 青阳  

大龙湾电站 新建 2010-2016 23.3 23.3 11.65 石台  

新华电站 新建 2010-2016 10 10 5 石台  

大叶岭电站 新建 2010-2016 1.3 1.3 0.65 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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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年） 

用地 

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涉及县（区） 备注 

 其中占用耕地 

黄河一级水电站 新建 2010-2016 1 1 0.5 石台  

奇峰一二级水电站 新建 2010-2016 10 10 5 石台  

车田电站 新建 2010-2016 53 53 26.5 石台  

石台县小型水库除

险加固 
新建 2010-2016 4 4 2 石台  

石台水利血防工程 新建 2010-2016 3.3 3.3 1.65 石台  

石台灌区改造工程 新建 2010-2016 1.3 1.3 0.65 石台  

石台县水土保持及

小流域治理 
新建 2010-2016 24 24 12 石台  

石台县小型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工程 
新建 2010-2016 8 8 4 石台  

石台县中小河流整

治工程 
新建 2010-2016 8 8 4 石台  

贵池区大同圩泵站

更新改造工程 
新建 2010-2013 12.1 12.1 6.05 贵池  

贵池区秋江圩泵站

更新改造工程 
新建 2010-2014 14.3 14.3 7.15 贵池  

贵池水库除险加固 新建 2010-2015 25 25 12.5 贵池  

贵池区小流域综合

治理工程 
新建 2010-2016 5 5 2.5 贵池  

贵池区中小河流综

合整治工程 
新建 2010-2017 265 265 132.5 贵池  

贵池灌区改造工程 新建 2010-2018 4.5 4.5 2.25 贵池  

联丰圩大型灌溉排

涝泵站建设 
新建 2010-2019 8 8 4 贵池  

贵池区江口排涝站

改造工程 
新建 2010-2015 3 3 1.5 贵池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新建 2010-2015 22.5 22.5 11.25 东至县  

水利更新改造工程 新建 2010-2015 7 7 3.5 东至县  

小流域综合治理 新建 2010-2015 34 34 17 东至县  

灌区配套工程 新建 2010-2015 19.5 19.5 9.75 东至县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新建 2010-2015 12 12 6 东至县  

贵池区农田水利 新建 2010-2015 20 20 10 贵池区  

贵池长江河道治理 新建 2010-2015 22 22 11 贵池区  

贵池泵站更新改造 新建 2010-2015 96.47 96.47 48.235 贵池区  

大渡口城市防洪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县  

东至县城（泽潭湖

段）城市防洪项目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县  

香隅通河整治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县  

3.能源、

电力 

池州九华发电有限

公司二期、三期 
新建 2010-2020 50 50 20 贵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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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年） 

用地 

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涉及县（区） 备注 

 其中占用耕地 

东至吉阳 4 台 100

万千瓦核电项目 
新建 2010-2020 35 35 14 东至县  

小水电开发和生物

能 
新建 2010-2020 100 100 40 贵/东/石  

池州海螺水泥纯低

温余热发电项目 
新建 2010-2020 60 60 24 贵池区  

储量在 100 万吨以

上、产能在 15 万吨

以上的煤炭生产 

新建 2010-2020 200 200 80 贵/东/石  

池州市海螺三期及

纯低温余热发电 
新建 2010-2020 533 533 319.8 待定  

马衙抽水蓄能电站 新建 2010-2020 133 133 79.8 待定  

贵池生物质能热电

厂 
新建 2010-2020 13 13 7.8 贵池区  

小水电综合开发 新建 2010-2020 100 100 60 待定  

光伏产业园（颐和

新能源公司） 
新建 2010-2020 333 333 199.8 开发区  

吉阳核电 新建 2011-2015 — — — 贵池  

2×300 MW 天然气

发电项目 
新建 2010-2020 — — — 贵池  

香隅化工园区热电

联产和生物质发电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  

4、港口 

码头 

香口港区 新建 2010-2020 165 165 — 东至县  

东流港区 新建 2010-2020 402 402 — 东至县  

吉阳港区 新建 2010-2020 128.8 128.8 — 贵池区  

大渡口港区 新建 2010-2020 279.5 279.5 — 贵池区  

牛头山港区 新建 2010-2020 677.8 677.8 — 贵池区  

前江口港区 新建 2010-2020 740 740 — 贵池区  

乌沙港区 新建 2010-2020 420 420 — 贵池区  

老港区 新建 2010-2020 199.2 199.2 — 贵池区  

江口港区 新建 2010-2020 248.6 248.6 — 贵池区  

梅龙港区 新建 2010-2020 623.6 623.6 — 贵池区  

杜湖港区 新建 2010-2020 21.2 21.2 — 贵池区  

童埠港区 新建 2010-2020 31.71 31.71 — 青阳县  

东至香隅化工园区

公用码头工程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县  

东至香隅化工园区

散货码头工程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县  

铜冠池州公司码头

工程 
新建 2010-2020 — — — 贵池区  

皖宝非金属矿码头 新建 2010-2020 — — — 贵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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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年） 

用地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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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贵航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码头二期 
新建 2010-2020 — — — 贵池区  

池州旅游码头 新建 2010-2020 — — — 贵池  

5.旅游 

市博物馆 新建 2010-2020 10 10 6 贵池区  

平天湖旅游中心 新建 2010-2020 25 25 15 贵池区  

池州傩博艺馆 新建 2010-2020 5.33 5.33 3.198 贵池区  

影视剧基地 新建 2010-2020 53.33 53.33 31.998 贵池区  

池州市会展中心 新建 2010-2020 8 8 4.8 贵池区  

池州市墓葬 新建 2010-2020 20 20 12 贵池区  

历山旅游景区 新建 2010-2020 24 24 14.4 东至县  

仙寓山旅游景区 新建 2010-2020 18 18 10.8 东至县  

南溪古寨旅游区 新建 2010-2020 19 19 11.4 东至县  

东流古文化区 新建 2010-2020 4 4 2.4 东至县  

梅山生态旅游区 新建 2010-2020 7.5 7.5 4.5 东至县  

黄泥湖休闲中心 新建 2010-2020 35 35 21 东至县  

龙泉生态农业旅游

示范区 
新建 2010-2020 40 40 24 东至县  

池州九华国际动漫

产业园 
前期 2010-2020 15 15 9 贵池区  

大九华国际游乐园 前期 2010-2020 — — — 九华山  

“水上之城”旅游 

休闲 
前期 2010-2020 — — — 东至  

民俗文化主题公园 前期 2010-2020 — — — 贵池  

池州市旅游休闲娱

乐基地 
前期 2010-2020 — — — 贵池  

九华山雨润国际运

动休闲旅游度假区 
新建 2010-2020 — — — 九华山  

安徽池州杏花村复

建工程 
新建 2010-2020 — — — 贵池  

牯牛降保护区和旅

游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  

九华国际养生园 新建 2010-2020 — — — 九华山  

大铜像广场工程 新建 2010-2020 — — — 九华山  

九华山地藏菩萨露

天铜像工程 
新建 2010-2020 — — — 九华山  

齐山平天湖国宾馆 新建 2010-2020 — — — 贵池  

莲峰云海景区开发 新建 2010-2020 — — — 九华山  

九华云梯项目 新建 2010-2020 — — — 九华山  

九华股份有限公司

九华河旅游开发 
新建 2010-2020 — — — 九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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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寓山－南溪古寨

旅游公司仙寓山—

南溪古寨旅游区开

发建设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  

升金湖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升金湖生态

科考旅游观光园 

新建 2010-2020 24 24 14.4 东至县  

国际体育比赛场地

及训练基地项目 
新建 2010-2020 — — — 待定  

印象九华演艺项目 新建 2010-2020 — — — 九华山  

天台山森林公园与

度假村 
新建 2010-2020 32 32 19.2 东至县  

东流田园文化观光

园暨休闲度假区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县  

大历山、黄泥湖旅

游开发 
新建 2010-2020 — — — 东至县  

6.工矿 

青阳县非金属新材

料产业集群基地 
新建 2010-2020 400 400 240 青阳县  

禄思伟耐火材料及

轻钙项目 
新建 2010-2020 40 40 24 待定  

东至东流非金属矿 新建 2010-2020 40 40 24 青阳县  

东至兆丰织造项目 新建 2010-2020 10 10 6 东至县  

东至华源面料项目 新建 2010-2020 33 33 19.8 东至县  

东至玩具总厂项目 新建 2010-2020 13 13 7.8 东至县  

青阳茧丝绸产业化

项目 
新建 2010-2020 133 133 79.8 青阳县  

100 万吨乙烯项目 新建 2010-2020 300 300 180 待定  

船舶制造及配套产

业链项目 
新建 2010-2020 667 667 400.2 

开发区、贵池、

东至 
 

青阳县方兴事业公

司阀门产业园 
新建 2010-2020 33 33 19.8 青阳县  

石台有机绿色食品

产业集群项目 
新建 2010-2020 33 33 19.8 石台县  

上海良友油脂加工 新建 2010-2020 33 33 19.8 待定  

池州家机数控机床

产业化基地 
新建 2010-2020 333 333 199.8 贵池区  

石台鸿凌集团燃气

仪表产业项目 
新建 2010-2020 6.7 6.7 4.02 石台县  

贵池铸造项目 新建 2010-2020 66.7 66.7 40.02 贵池区  

汽车千斤顶、压缩

机、螺丝制造项目 
新建 2010-2020 13.3 13.3 7.98 贵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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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及零部件

产业园 
储备 2010-2020 200 200 120 经济开发区  

康迪种猪科技开发

公司生猪繁养项目 
新建 2010-2020 35 35 21 贵池区  

皖宝年产 100 万吨

氧化钙系列 
新建 2010-2020 20 20 12 贵池区  

钙系列产品加工 新建 2010-2020 40 40 24 贵池区  

华东有色铜钼矿加

工 
新建 2010-2020 12 12 7.2 贵池区  

安华 20 万吨铜冶炼 新建 2010-2020 60 60 36 贵池区  

湘安工贸年产 100

万吨氧钒 
新建 2010-2020 20 20 12 贵池区  

金山矿业年产 3 万

吨电解锰 
新建 2010-2020 36 36 21.6 贵池区  

诚一矿业锰焊剂 新建 2010-2020 15 15 9 贵池区  

池州康迪种猪科技

开发公司生猪繁养 
新建 2011-2015 22.4 22.4 — 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