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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综述

为维护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强化

规划空间管控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土资源部、

省国土资源厅、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的工作方案和相关要求，开展台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

本次调整完善主要任务与目的是贯彻落实省、市、县对耕地和基

本农田保护的新要求，实施好区域发展新定位、新战略，做好与“十

三五”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衔接。在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和节约用地制度下，按照台安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台安县

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和县政府 “十三五”期间区域发展与重

点项目用地安排，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城市开

发边界，合理确定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保障经济社会健康、持

续发展提供基础服务。

本次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是按照新任务、新要求对现

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进行的一次重大修订。本调整

方案未涉及的部分按照现行规划执行，与现行规划共同组成了实行最

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

间管制、规划各项建设和统筹土地利用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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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调整指导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

念，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把握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全

面振兴、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等战略机遇，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

保育生态为主线，统筹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土地利用，保护和合理利用

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协调推进土地生态建设，强化规划

管理和土地用途与空间管制，构建城乡一体化用地新机制，不断提高

土地资源对全县经济社会升级发展的保障能力，促进台安县经济社会

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原则

1.总体稳定、局部微调

坚持现行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战略方针和主要任务基本不变，继

续实施现行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区域调控政策、县域建设用地空间管

制规则、中心城区土地用途和空间管制规则、土地利用重点工程和规

划实施管理制度。局部调整完善现行规划，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优化基本农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布局，切

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2.应保尽保、量质并重

按照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质量不下降的要求，强化耕地数量、

质量和生态管护。对第二次土地调查查明的实有耕地，除根据国家统

一部署纳入生态退耕规划和根据相关规划需要占用的以外，均予以保



3

护；优质耕地除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省、市区域发展战略及“十

三五”重点建设项目难以避让的以外，均应优先划入基本农田，实行

永久保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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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耕

地和基本农田调整、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优化，构建并不断完善促进

耕地保护、节约用地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用地政策机制，统筹配置区域

发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用

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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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

量，避免建设用地不合理外延扩张；统筹建设用地增量与存量，注重

存量挖潜和低效用地改造，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统筹配置生产、

生活、生态用地，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适当增加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合理保障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用地需求。

5. 加强协调、充分衔接

坚持科学论证、标准统一、民主决策，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林业保护规划和

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布局等相关专业规划的协调衔接，强化规划自

上而下控制，不断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

（三）调整依据

1.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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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6）《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7）《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8）《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

2.政策规范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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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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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6〕8号）；

（4）《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4〕18号）；

（5）《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

土资发〔2014〕119号）；

（6）《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

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10号；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

见》（中发[2017]4号）；

（8）《关于加快推进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

通知》（辽国土资发[2016]240 号）；

（9）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制图规范和数据库标准；

（10）其他相关政策、规范。

3.相关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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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2）《鞍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3）《鞍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4）《台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5）《台安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

（6）台安县“十三五”规划；

（7）台安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期评估报告；

（8）台安县旅游、环保、农业、交通等相关专项规划。

（四）调整期限与范围

现行规划期限为 2006-2020年，其中规划基期年为 2005年，本

调整方案的基础数据年为 2014年，规划目标年为 2020年。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范围为台安县行政管辖范围全部土地，土地总

面积 1394.74平方公里，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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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规划目标调整

（一）规划指标调整

1.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以现行规划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基础，依据农用

地分等定级成果，全面落实市下达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调整为 92542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调整为

68138公顷，并层层分解到乡镇，确保本县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得到有效落实。

2.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得到合理控制，科学发展用地得到有效保障，建设

用地空间不断拓展优化，存量和低效土地得到充分利用，节约集约用

地水平显著提高。到 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8009公顷以

内。

3.其他规划调控指标

积极推进园地改造增效，加强林地和牧草地的保护和建设，到

2020年，园地面积调整到 548公顷；林地面积调整到 10316公顷；

牧草地面积调整到 1102公顷。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农用地和耕地，

到 2020年，全县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和耕地分别控制在 820公顷和

750公顷以内，同时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 1400公顷。

（二）总体格局优化

积极适应新一轮东北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客观要求，贯

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战略；把握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

兴、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等战略机遇，围绕县域工业化、农业现代

化和新型城镇化三大任务，进一步优化全县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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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五个经济板块、二个开发园区、两个战略节点”为重点，强化节

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到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在 1000公顷以内。

四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规划

（一）耕地保护规划

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护面积指标，依据法律

和相关政策规定的划定标准，在规定期限内调整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区，并将各镇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到地块和农户。

合理引导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确保不因农业结构调整降低耕地保有

量。在科学规划、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1.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落实耕地保护政策，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

耕地的规模和速度。2015-2020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750

公顷以内。

2.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

在有效保护耕地的前提下，科学引导农用地高效利用，严格控制

农业结构调整方向。根据生态建设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实施生态退

耕，稳步增加园地、林地、牧草地面积；其他农用地内部结构将得到

进一步优化，合理调整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和设施农用地比重。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92542公顷。

3.积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

土地综合整治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统筹发展为导向，以优化

城乡用地结构、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拓展建设用地新

空间和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大力开展农村土地整理，适度开发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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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资源。规划至 2020年，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不少于 1400公顷。

4.创新耕地占补平衡机制

拓宽耕地占补平衡途径，探索将通过农用地整理增加的耕地作为

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指标。因受客观条件限制，对单独选址建设项目

占用耕地确实无法直接做到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探索采取“补

改结合”方式，通过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新增耕地和现有耕地提质

改造共同落实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任务，实现耕地数量和质量占

补平衡。

5.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

强化耕地保护意识，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坚决防止耕地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数量不到位、补充耕地质量不

到位的问题，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

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立足提高耕地质量，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按

照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的要求，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依法

剥离建设占用耕地的耕作层，在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前提下，用于新

开垦耕地和基本农田建设。建立耕地质量监测体系，通过土壤培肥等

措施，提高补充耕地地力，从而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二）基本农田保护规划

1.优先划定城镇周边基本农田

按照优质耕地优先保护的原则，优先将城镇周边优质耕地增划为

永久基本农田，全面落实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 871 公顷。

划定后的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与城镇周边的河流、山体、绿化带等

共同形成城镇开发实体性边界，促进城镇节约集约用地，有效控制城

镇盲目蔓延扩张。

2.优化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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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优化布局、优进劣出、稳定数量、提升质量的原则，适当调

整基本农田布局，将纳入新一轮生态退耕的耕地、严重污染且无法治

理的耕地、严重损毁无法复耕的耕地及现有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调整

为一般耕地，将城镇周边、交通沿线现有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和已建

成的高标准农田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定量、定质、定位将基本农田

落实到土地用途区及地块和承包农户，确保全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不低于 68138公顷。新划定的基本农田必须是耕地，划定后的基本

农田平均质量等别、优质耕地比例和集中连片程度均有所提高。

3.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

依据划定后的永久基本农田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最

大限度地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4.严格控制永久基本农田占用

各类城乡建设不得擅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

田“非农化”。交通、水利、能源、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因选址特

殊确实无法避让基本农田的，必须按照先补后占的原则补划数量质量

相当的基本农田并报国务院批准。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

和挖塘养鱼等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禁止擅自改变永久基本农

田的用途和空间布局，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绿色通道、绿化隔

离带和防护林建设。

5.加大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力度

整合涉农资金，吸引社会投资，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开展农用

地整理和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推行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耕作层土

壤剥离再利用，加大土壤改良、地力培肥与治理修复力度，不断提高

永久基本农田质量。按照土地平整肥沃、排灌设施配套、田间道路通

畅、农田环境良好的要求，积极开展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



10

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工程建设，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旱涝

保收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任务。

6.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激励机制

鼓励将符合基本农田条件可稳定利用的耕地和耕地质量建设活

动中形成的优质耕地先行划为永久基本农田，作为改变或占用基本农

田的补划基础。与涉农补贴政策、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相衔接，

与生态补偿机制联动，逐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管护、改良、

建设永久基本农田的补贴政策，调动农民群众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的积

极性。

五 建设用地保障与管控

（一）优化配置城乡建设用地

1.统筹调控城乡用地规模

按照上级下达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

总规模和新增规模。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的供给控制和需求引导，各

项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要优先利用空闲、废弃、闲置、低效土地。统筹

城乡土地利用，加强建设用地内部挖潜，优化建设用地内部结构和城

乡建设用地格局。到 2020 年，全县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4957

公顷以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900公顷以内。

2.科学保障重点区域用地

按照统筹城乡与区域用地的要求，推进城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在建设用地安排上，围绕台安县“五个经济板块、二个开发园区、两

个战略节点”的经济发展任务，重点保障以上区域的产业发展用地。

同时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促进村镇

的合理紧凑布局，加强农村居民点整合，促进城镇村体系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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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配置城镇工矿用地

集约配置城镇工矿用地，促进城镇工矿连片开发、规模经营、集

聚发展，提高城镇工矿用地的集聚效益和辐射能力。新增城镇用地向

中心城区、城镇镇区集中布局，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增工矿用地

向各类产业园区集中，重点发展彩涂板及深加工、精细化工、食品深

加工等主导产业集群。到 2020年，全县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3676

公顷以内，新增城镇工矿用地控制在 750公顷以内。

4.整合规范新农村建设用地

深入开展宜居乡村建设，生态乡村建设全面铺开。新建农村住宅

尽量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和村内空闲地，不占或少占农用地特别是耕

地。鼓励农村住宅、村办企业向建制镇和中心村集中，合理安排农村

民生用地和乡村旅游用地，引导农村居民点有序布局。从严控制农民

超用地标准建房，村内有空闲地、原有宅基地已达标的，不再安排新

增宅基地。到 2020 年，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控制在 11281 公顷

以内，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控制在 150 公顷以内。

（二）保障必要基础设施用地

1.优先保障交通水利用地

加快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建设以台安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普通公路建设为骨架，以省级干线公路为依托，以道路运输场站

建设为节点，以县、乡公路为辅助，形成干支相交、环路相连、城乡

相接、村村相通的交通网络，实现交通现代化，重点建设新建沈西工

业走廊火石岗至渤海铁路（台安县段）、G102京哈线台安外环新建工

程等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水利设施建设，重点建设辽绕运河河道治理

工程、旧绕阳河河道治理工程，以提高防洪排涝能力，提升水利服务

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到 2020 年，全县新增交通运输用地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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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公顷以内，新增水利设施用地控制在 11公顷以内。

2.科学保障旅游能源环保用地

电力、能源、环保等项目主要是结合台安县的实际情况重点向城

镇周边布局，构建新型能源网络；合理建设医疗设施，保障台安县经

济人口发展对能源、环保、医疗卫生的需求。同时围绕少帅陵旅游风

景区总体规划、西平生态旅游体验区规划等规划，重点打造少帅陵旅

游风景区、西平生态旅游体验区，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促进台安

经济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三）强化中心城区用地控制

1.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

按照强化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控制的要求，结合台安县城市总体规

划，确定台安县中心城区的规划控制范围，具体包括台安镇、新台镇、

桑林镇的部分土地。规划控制范围为：东至台安镇胜利村、南至近海

货运专线、西至鞍台高速、北至京沈高速，面积 5894公顷。

2.中心城区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以台安县现行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

区为基础，依据台安县城市总体规划和台安县城市用地适宜性、限制

性评价结果，结合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规模和资源环境限制条件，避

让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禁建边界的原则，充分利用自

然地物和线型基础设施边界，将中心城区的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划定为

城市开发边界，以优化城市布局和形态，防止城市无序扩张。城市开

发边界一经划定，不得擅自更改和突破。到 2020年，台安县中心城

区城市开发边界内土地面积为 4955公顷。

3.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

按照台安县城市发展战略及台安县“十三五”规划的总体要求，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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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人定地、人地和谐。根据吸纳农业转移进城落户人口数量，合理

确定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保障其用地需求，促进城乡建设相协调、

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2014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2297公顷，人均建设用地 229平方米，规划到 2020年，中心城区建

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888公顷以内，人均建设用地为 223平方米。

2015-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591公顷，其中台安镇面积为 215公

顷，新台镇面积为 300公顷、桑林镇规模为 76公顷。

4.中心城区用地布局优化

着重构建城市发展提升区、高新科技发展区、生态文明先导区这

一空间格局和规划结构。按照台安县城市发展战略及台安县“十三五”

规划的总体要求，到 2020年，全面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地挂钩机制政

策体系，使中心城区用地结构布局更加优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显著提高。在现行规划的总体布局下，优化提升台安县经济开发区和

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空间布局。以此优化城市功能、提升质量，统

筹布局城市功能和重点基础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和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台安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将台安县中心城

区建设成为“竞争力强、服务优、环境美、品质高”的现代化中心城区。

5. 中心城区土地用途管制

根据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土地适宜性和未来土地利用方向，将中

心城区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城镇

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区、牧业用地区等 7 类

土地用途区，按照土地用途管制规则实行差别化用途管制。其中，基

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 815 公顷，一般农地区面积为 1912 公顷，城镇

建设用地区面积为 1949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为 918公顷，独

立工矿用地区面积为 20 公顷，林业用地区面积为 202公顷，牧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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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面积为 12公顷。

6.中心城区用地空间管制

结合规划期内建设用地的扩展态势，划定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扩

展边界和禁建边界，将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内的全部土地划分为允

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按照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规则实行差别化空间管制。其中，允许建设区面积为 2888公顷，有

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2067 公顷，限制建设区面积为 939公顷，规划未

安排禁止建设区。

（四）推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

1.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按照上级下达的建设用地总量指标和增量指标，强化节约集约用

地，统筹各类、各业、各区域土地利用，合理安排建设项目。严格落

实人地挂钩机制，合理利用新增用地指标，为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

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提供用地保障，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断提高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全县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到 2020

年，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8009公顷以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控制在 1000公顷以内。

2.加强建设用地时序控制

强化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对新增建设用地时序控制，重点做好城镇

工矿用地和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用地的年度用地计划。根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和分类用地指标，加强各行

业、各部门规划协调，统筹安排建设用地的供应规模与时序。

3.大力盘活存量城乡用地

完善农村低效建设用地退出机制，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

全县力争实现农村建设用地退出规模不低于 25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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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范开发园区集约用地

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限定工业集中区土地的投资强度

和工业建设项目非生产性建设用地比例，严格按照集约用地指标加强

审核，促进工业集中区集约用地。工业项目的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

等土地使用标准要符合相关标准或规定，并严格控制工业项目内的行

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六 生态用地建设和保护

（一）维护土地生态空间

按照建设“美丽台安，宜居台安”的目标，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改善，协调好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

施。

1.严格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

台安县在耕地稳定种植的基础上，适当在西北部地区增加生态公

益林和草地的种植面积，以更好的形成天然屏障，防治西部沙化对台

安县域的造成的环境影响。同时限制在生态环境敏感地区进行高强度

土地利用活动，保护自然和文化景观风貌，逐渐形成结构合理、功能

互补的土地生态空间格局，到 2020年，基础性生态用地占全县土地

总面积的比例达到 86%以上，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环境污染得到

有效控制。

2.设定国土生态安全屏障

重点打造“一屏、二带、两心”的生态安全屏障。

一屏包括：西北部的西平森林屏障，打造重要的生态屏障。二带

包括：京沈高速（台安段）一线的生态绿化隔离带，浑河—双台子河

一线的生态绿化隔离带。两心包括：以八角台公园为核心的主城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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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大麦科湿地为核心的水体湿地绿心。

（二）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

1.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按照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技术指南要求，在区域内的生态空间中，

将具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重要生态

功能、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设置生态保

护红线，并将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

遗迹、风景名胜区、重要饮用水源地、国家公益林及其他有必要严格

保护的各类保护地纳入禁止开发区生态保护红线，确保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不减小、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台安县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主要包括大麦科湿地、西平森林公园、台安县饮用水水源地等，主要

分布在新台镇、富家镇、桓洞镇，对以上区域实行特殊保护，严格实

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用地管控。

2.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

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严格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域的用地

管理，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各项土地利用活动必须符合保护自然资

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遗产、饮用水水源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要求，

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砍伐、放牧、捕捞、开荒、采矿、挖沙、

取土以及从事与其功能定位不相符的建设与开发活动。禁止任何单位

和个人破坏、侵占管控区内土地，原有居民确要迁出的，由台安县人

民政府予以妥善安置。法律法规另用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三）加强土地生态建设

1.扩大生态保护成果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鼓励生态建设，适度扩大并巩固林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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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耕地的退耕还林、畜牧基地的退耕地还草、沿河滩涂周边的退

耕还湿成果，建设绿色通道及“农田林网”增加林地资源，建立促进生

态改善、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保障国土生态屏障网络健

康，切实提高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效益。

2.加强退化污染土地防治

加大对西北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土地荒漠化防治力度，运用生

物、工程等手段对退化土地进行治理与改良；对中部城区周围要严格

控制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及尾矿等对土地的污染，禁止未达标污水灌

溉农田，有效防治耕地土壤污染。

七 土地用途和空间管制

（一）土地用途分区管制

1.基本农田保护区

本区主要集中在桑林镇、黄沙坨镇、桓洞镇、高力房镇和新台镇

5个镇，其基本农田分布集中连片程度高、优质耕地所占比例较大，

区域面积 7045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0.51%。区内土地主要用作

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田道路、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

他农业设施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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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

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矿、取土、堆

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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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般农地区

本区由基本农田保护区、林业用地区、牧业用地区、城镇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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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区、独立工矿区用地、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生态环境安全控

制区以外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于台安县的桑林镇、富家镇、新台镇、

台安镇、桓洞镇等区域，区域面积 28478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20.42%。区内土地利用主要是发展现代农业特征的绿色优质水稻、蔬

菜、水果、食用菌、稻田养殖、设施渔业等高效农业和特色农业。推

动农业经济向高产、高效、优质、特色、生态、安全方向发展，推进

优势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特色基地，打造品牌，提高竞争力，

严格保护耕地，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控制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引导农

业结构调整向有利于保护耕地的方向进行；增加土地整治投入力度，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优质园地，利用荒山荒坡和废弃工矿等

条件适宜土地扩大优质园地面积，逐步提高园地质量；合理配置其他

农用地，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和畜牧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本区分布于中心城区及新开河镇、高力房镇等各个镇，是全县城

镇化建设的重点区域，区域面积 14557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1.43%。该区域是台安县人口、产业集聚中心，以台安县中心城区为

核心，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农村居民

点建设，与经批准的城市、建制镇、村庄和集镇规划相衔接；区内城

镇村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区内农用

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现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4.独立工矿区

零散分布于台安镇、富家镇、桑林镇、新台镇等各个镇。土地总

面积 400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0.29%。区内土地主要用于采矿

业以及其他不宜在居民点内安排的工业用地；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

批准的工矿建设规划；区内因生产建设挖损、塌陷、压占的土地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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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复垦；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现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5.林业用地区

主要集中分布于台安县的桑林镇、桓洞镇和新台镇等北部区域。

土地总面积 8824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6.33%。重点发展具有

地域特征的经济林、果材兼用林、速生经济林、林下中药材、天然食

用菌。林业用地区的土地主要供林业及其服务设施使用，不得擅自转

变用途。鼓励区内严重影响林业生产的其他用地，按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要求，进行适当调整；控制林业用地区内耕地转变用途，除改

善生态环境的外，其他耕地不得擅自转变用途。严格控制各类建设（森

林防火设施建设除外）占用生态公益林、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用

地，严禁在生态公益林地内挖沙、取土和放牧。

6.牧业用地区

主要集中分布于台安县的桑林镇、韭菜台镇、新台镇等区域。土

地总面积 970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0.70%。区内土地主要用于

牧业生产，以及直接为牧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务的牧业设施；区内现

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应按其适宜性调整为牧草地或其他类型的牧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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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批准，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严禁占用区内土

地进行开垦、采矿、挖沙、取土等破坏草原植被的活动。

7.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分布于台安县的黄沙坨镇、韭菜台镇、达牛镇等。土地总面积

7193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16%。区内土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

主导用途；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区内影响生态环

境安全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的用途；区内土地严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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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环境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原有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应

逐步退出。管制规则：区内土地利用以维护土地生态环境安全为主，

土地使用应符合批准的相关规划，禁止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的开发建

设活动，防止对水体等生态敏感区的破坏和污染；加强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的生态建设，积极营造和保护水源涵养林。

8.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

主要分布于台安县的新台镇、富家镇、桑林镇等。土地总面积

5429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 3.89%。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保护具有特

殊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保护区规

划；对区内的用地应充分考虑自然保护区等各类敏感区，严格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

开发建设活动（具体面积以环保部门划定为准）。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1.建设用地管制边界调整

根据鞍山市下达的城乡建设用地规划指标，结合台安县中心城区

及各乡镇等地区的发展状况，合理调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扩展

边界和禁建边界。规模边界内主要安排城市、建制镇和工矿用地；扩

展边界内原则上不安排基本农田，避让重要的生态建设用地；禁建边

界内主要安排重要生态环境安全、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用地。城乡建

设用地扩展边界和禁建边界一经划定不得擅自更改。

2.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1）允许建设区

本区包括中心城区、新台镇、富家镇、桑林镇、西佛镇、新开河

等各个镇，该区土地总面积 1495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72%。

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庄、工矿建设发展空间。区内新增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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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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突破城乡建设用地

扩展边界。

（2）有条件建设区

本区包括中心城区、新台镇、富家镇、桑林镇、西佛镇、新开河

等各个镇，该区土地总面积 276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98%。，区

内土地为建设用地弹性布局的空间。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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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

内城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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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3）限制建设区

本区包括县域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以外的区

域，主要是土地用途分区中一般农地区、基本农田保护区、林业用地

区涵盖的区域。该区土地总面积 10912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8.25%。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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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禁止城、镇、村建设，控

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4）禁止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为西平森林公园和大麦科湿地及一级水源保护地，其

核心区总面积为 1262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05%。区内土地主导

用途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其功能定位不相符的建

设与开发活动；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划期内禁止建设用地边界

不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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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土地利用重点建设项目安排

（一）土地整治重点安排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责任。完善耕地占补平衡责任落实机制，

依法履行补充耕地义务。积极开展土地整治项目，通过土地整理、复

垦、开发等推进农田建设，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落实补充

耕地任务。规划至 2020年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 1400公

顷。

1.农用地整理

农用地整理主要安排在桓洞镇、新开河镇、桑林镇和西佛镇。通

过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完善农田配套设施，增加有效耕地

面积，提高耕地等农用地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充分

考虑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实施生态退耕，有效增加基

础性生态用地面积。2015-2020年，农用地整理规模达到 21500公顷，

力争补充耕地 800公顷。

2.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加大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力度，通过合村并点、空心村改造、废弃

工矿用地整理，挖掘农村建设用地潜力，改变农村居民点分散、无序

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主要对韭菜台镇棚

户区改造、桑林镇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项目进行村屯拆迁归并，通

过村屯拆迁归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节约集约用地。2015-2020

年，全县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规模 250公顷，补充耕地 200公顷。

3.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积极开展旧城区低效用地更新改造，重点治理基础设施落后、“城

中村”和与城镇功能定位不符的旧城区，突出县域中心城区及重点城

镇镇区的更新治理，挖掘旧城镇用地潜力。积极推行旧城区节地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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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不断完善旧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旧城镇的集约用

地水平和人口承载能力。2015-2020年，全县力争开发城镇低效用地

10公顷以上。

4.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后备资源开发主要安排在西佛镇、黄沙坨镇、高力房镇和桑林镇。

在环境承载力允许的条件下，对耕地后备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协调好

土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2015-2020年，宜耕后备资源

开发规模 520公顷，补充耕地 400公顷。

（二）重点建设项目安排

到 2020年，全县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3052公

顷以内，同时充分保障市级规划方案项目的用地规模，确保国家、省、

市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1.交通重点建设项目

结合台安县“十三五交通规划”，统筹规划重点交通设施用地，完

善台安县综合交通网络体系。重点交通建设项目主要包括鞍山至台安

高速公路、台安至黑山高速公路、G102京哈线台安外环新建工程、

新建沈西工业走廊火石岗至渤海铁路（台安县段）、辽宁鞍炼物流有

限公司铁路货场、台安南站铁路货场专用线项目、京抚线（双井子至

邢台段）建设工程项目、库二线等项目，其中保障国家、省、市重点

建设项目的交通用地规模为 60公顷。

2.水利重点建设项目

重点建设辽绕运河河道治理工程、旧绕阳河河道治理工程、贺家

排干河道治理工程、外辽河河道治理工程、小柳河治理工程、偏养子、

四棵树、东长、河湾子等 25座排（灌）水站进行更新改造工程，其

中保障国家、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水利用地规模为 2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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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及其他重点建设项目

主要包括各乡镇生活垃圾，水污染治理工程、光伏发电，风力发

电，全县 220千伏、66千伏输变电工程，辽河油田勘探开发产能建

设工程，原油成品油管道建设工程，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LNG站

场工程，CNG站场工程、台安县红旗村休闲农业项目、少帅陵旅游

风景区建设项目等，其中保障国家、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的能源及其

他用地规模为 27公顷。

九 乡镇土地利用调控

（一）调控依据

根据区域土地利用政策，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趋势和资

源环境条件，确定各地区耕地保有量、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

用地占用耕地规模等土地利用约束性指标，以及园地面积、林地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等土地利用预期性指标。

（二）具体调控

中部区域：该区域为台安县政治、经济中心，主要包括台安镇、

新台镇。主要是在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情况下，重点发展城镇经济；

东南部区域：主要包括西佛镇、达牛镇、黄沙坨镇、高力房镇等镇。

该区域是台安县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安排耕地、园地等指标，

在保证耕地稳定的情况下，加快农业经济发展；西北部区域：主要为

桓洞镇、桑林镇、富家镇。该区域是台安县林业和自然资源较丰富区

域，重点安排林地和土地开发、整理等指标，在保证林地稳定的情况

下，加快林业经济，构筑台安县的生态保护屏障；同时在加强保护自

然和文化遗产区的情况下，合理开发周边旅游资源。（各乡镇详细调

控指标详见附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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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深化落实规划管理共同责任。

建立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责任考核体系，把严格保护耕地、

节约集约用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和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县乡级政

府要将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节约

集约用地等指标作为规划实施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政府主要负责人

要对本行政辖区内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负总责，政府各相关部

门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落实土地规划管理共同责任。

（二）深化多规融合相互协调衔接

积极探索完善有利于各类空间性规划协调衔接的工作路径、协作

机制，以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为

基础，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推进

“多规合一”。县乡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编制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应

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必须符

合生态保护规划。以生态红线范围为底线同时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确定的用地规模和总体布局安排。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严

审查各类规划的用地规模和标准，切实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凡不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安排的，必须及时调整和修改，核

减用地规模。

（三）加强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建设

强化规划实施管理，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管理、土地用途管制、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节约集约用地管理等

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切实发挥规划对土地利用的统筹管控作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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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评价机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必须提交规划实施评估报

告，经认定后方可开展规划修改；严禁通过擅自修改下级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和改变建设用地布局，降低耕地保有量和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符合法定条件，确需改变和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

必须报国务院批准。

（四）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和机制

健全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实行保护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充分

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加强和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拓

宽“补改结合”等耕地占补平衡新途径，探索将通过农用地整理增加的

耕地作为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指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平台，多措并

举，严格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先补后占、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强化耕地占补平衡实施监管，确保补充数量质量双到位。以提高耕地

产能为目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

剥离再利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加强耕地内在质量建设，

实现“藏粮于地”。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县级土地整治

规划，大力推进耕地和基本农田建设。

（五）健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

加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依赖，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降低 20%以上。逐步健全闲置和

低效用地的利用调节机制，充分运用价格杠杆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

土地现象。全面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相挂钩的政策。

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规范推进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和

低丘缓坡地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严禁随意侵占或破坏林地、草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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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用地。

（六）加大土地生态建设保护力度

各项建设要避让优质耕地、河道滩涂、优质林地，严格保护水体、

湿地等自然生态用地。实施建设用地减量化管理，把节约放在优先位

置，进一步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控制耕地、

园地、林地、牧草地等转为建设用地，以最少的土地资源消耗支撑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按照生产空间集约

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要求，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统筹协调城乡结构和空间布局，继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

还湿和天然林保护，加快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统筹管护和利用山水林

田，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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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规划指标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指 标 2014年
现行规

划指标
调整后指标 调整差值 变化量 指标属性

耕地保有量 75742 75742 92542 16800 16800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67446 67446 68138 692 692 约束性

园地面积 313 548 548 0 235 预期性

林地面积 9596 10316 10316 0 720 预期性

牧草地面积 5 1102 1102 0 1097 预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17259 17613 18009 396 750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4307 14008 14957 949 650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926 2699 3676 977 750 预期性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

地规模
2952 3605 3052 -553 100 预期性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1008 1000 — —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918 820 — —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263 750 — — 约束性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

地规模
— 2261 1400 — — 约束性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409 258 258 0 -151 约束性

备注：表中的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现行规

划指标为 2006-2020 年的指标，调整后指标为 2015-2020 年的指标。调整差值为调整后数据与现行规划数
据变化情况，变化量为调整后数据与 2014年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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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耕地保有量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现行规划确定耕地保有量 追加耕地保有量 2020年耕地保有量

台安县 75742 16800 92542

台安镇 7467 578 8045

高力房镇 7076 675 7751

黄沙坨镇 8958 1135 10093

新开河镇 6955 1011 7966

桑林镇 8799 4027 12826

韭菜台镇 3534 65 3599

新台镇 7517 1812 9329

富家镇 5632 3432 9064

桓洞镇 7537 1352 8889

西佛镇 6874 1078 7952

达牛镇 5393 1635 7028

合计 75742 16800 9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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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基本农田面积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现行规划确定基本农

田任务
追加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020年基本农田
任务

台安县 67446 692 68138

台安镇 5017 1123 6140

高力房镇 6162 519 6681

黄沙坨镇 7726 357 8083

新开河镇 5982 -216 5766

桑林镇 9010 -830 8180

韭菜台镇 3005 -185 2820

新台镇 6565 350 6915

富家镇 5247 486 5733

桓洞镇 7460 -558 6902

西佛镇 6260 -111 6149

达牛镇 5012 -243 4769

合计 67446 692 6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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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现行规划确定建设用地总

规模
追加建设用地规模

2020年建设用地总
规模

台安县 17613 396 18009

台安镇 3041.0 153.7 3194.7

高力房镇 1522.0 10.2 1532.2

黄沙坨镇 1870.0 4.1 1874.1

新开河镇 1592.0 -51.3 1540.7

桑林镇 2069.0 45.2 2114.2

韭菜台镇 672.0 9.5 681.5

新台镇 1431.0 204.0 1635.0

富家镇 1386.0 -1.3 1384.7

桓洞镇 1281.0 8.7 1289.7

西佛镇 1484.0 7.0 1491.0

达牛镇 1265.0 6.2 1271.2

合计 17613 396 1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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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2014年 2020年调整后

变化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139474.0 100.00% 139474.0 100.00% 0

农用地

耕地 101136.3 72.51% 100929.0 72.36% -207.3

园地 313.4 0.22% 548.0 0.39% 234.6

林地 9595.6 6.88% 10316.0 7.40% 720.4

牧草地 5.3 0.00% 1102.0 0.79% 1096.7

其他农用地 8190.9 5.87% 7541.0 5.41% -649.9

合计 119241.5 85.49% 120436.0 86.35% 1194.5

建设

用地

城乡

建设

用地

城镇工矿用地 2926.3 2.10% 3676.0 2.64% 749.7

农村居民点 11381.0 8.16% 11281.0 8.09% -100.0

小计 14307.3 10.26% 14957.0 10.72% 649.7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

用地
2951.7 2.12% 3052.0 2.19% 100.3

合计 17259.0 12.37% 18009.0 12.91% 750.0

其他土地 2973.5 2.13% 1029.0 0.74% -1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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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建设用地规模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2014年 2020年

建设用地总规模 建设用地总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城镇工矿用

地规模

城镇工矿

用地规模

台安县 17259 14307 2926 18009 14957 3676

台安镇 2928.9 2724.9 1074.3 3194.7 2951.64 1312.04

高力房镇 1521.2 1327.1 214.6 1532.2 1334.05 221.55

黄沙坨镇 1865.1 1600.7 192.4 1874.1 1605.65 198.35

新开河镇 1468.7 1234.6 166.3 1540.7 1302.57 258.27

桑林镇 2050.0 1631.5 271.9 2114.2 1691.65 371.05

韭菜台镇 669.5 496.3 99.6 681.5 499.30 101.60

新台镇 1345.0 1040.6 333.1 1635.0 1306.55 618.05

富家镇 1385.7 989.9 158.1 1384.7 986.85 159.05

桓洞镇 1278.7 1045.2 159.2 1289.7 1054.20 170.20

西佛镇 1482.0 1201.9 166.1 1491.0 1206.94 172.14

达牛镇 1264.2 1014.6 90.7 1271.2 1017.60 93.70

合计 17259 14307 2926 18009 14957 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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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万人、平方米

行政区域

调整后 2020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 县级中心城区涉及到的乡镇建设用地指标调整情况

2020年总

规模

2014年现

状建设用

地规模

现状人口
现状人均建

设用地

2015-2020

年新增建

设用地规

模

规划 2020

年人口规

模

2020年人均

建设用地
乡镇名称

2015-2020

年乡镇新

增建设用

地规模

落实县级

中心城区

需要安排

的新增建

设用地规

模

纳入县级

中心城区

范围内

2014年现

状建设用

地规模

纳入县级

中心城区

范围内的

2020年建

设用地规

模

台安县 2888 2297 10.02 229 591 12.97 223

台安镇 316 215 1766 1981

新台镇 334 300 258 558

桑林镇 124 76 273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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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耕地及补充耕地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2015-2020年新增
建设用地总规模

2015-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
2015-2020年补
充耕地规模

占用农用地 占用耕地

台安县 1000 820 750 1400

台安镇 316 266 255 51

高力房镇 19 9 7 149

黄沙坨镇 21 12 11 103

新开河镇 117 101 80 171

桑林镇 124 109 95 360

韭菜台镇 12 4 3 83

新台镇 334 285 270 190

富家镇 4 3 2 63

桓洞镇 31 21 19 56

西佛镇 14 6 5 86

达牛镇 8 4 3 88

合计 1000 820 75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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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2015-2020年土地整治重点安排

单位：公顷

土地整治重点安排 2015-2020年建设规模 2015-2020年补充耕地规模

农用地整理 21500 800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250 200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520 400

低效用地再开发指标 10 -

附表 10 调整后的县域及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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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县 139474 14957 2767 109128 12622

中心城区 5894 2888 2067 939 0

附表 11 城市（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已有基本农田 新划入基本农田 划定后基本农田

全县 0 871 871

台安镇 0 871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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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2015-2020年补充耕地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2015-2020年补充耕地规模

合计 土地整理 土地开发 土地复垦

台安县 1400 800 400 200

台安镇 51 0 11 40

高力房镇 149 131 12 6

黄沙坨镇 103 58 35 10

新开河镇 171 112 23 36

桑林镇 360 238 74 48

韭菜台镇 83 60 23 0

新台镇 190 85 69 36

富家镇 63 20 39 4

桓洞镇 56 28 12 16

西佛镇 86 32 50 4

达牛镇 88 36 52 0

合计 1400 800 4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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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园地、林地、牧草地规模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2014年 2020年 2014年 2020年 2014年 2020年

台安县 313 548 9596 10316 5 1102

台安镇 10.5 32.5 550.0 641.0 1.3 57.3

高力房镇 9.8 10.8 359.2 363.2 0.0 121.0

黄沙坨镇 1.7 21.7 478.1 549.1 0.0 217.0

新开河镇 7.7 17.7 350.9 429.9 0.0 80.0

桑林镇 193.3 201.3 2801.3 3034.3 0.5 19.5

韭菜台镇 0.2 34.2 137.6 197.6 0.0 90.0

新台镇 10.5 20.5 1239.7 1250.7 2.4 175.4

富家镇 0.0 60.0 165.6 241.6 0.0 69.0

桓洞镇 48.9 48.9 2371.8 2371.8 0.0 126.0

西佛镇 23.2 33.2 817.7 820.7 1.2 138.2

达牛镇 7.6 67.6 323.7 415.7 0.0 9.0

合计 313 548 9596 10316 5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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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指标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2014年 2020年

台安县 2952 3052

台安镇 204 243

高力房镇 194 198

黄沙坨镇 264 268

新开河镇 234 238

桑林镇 419 423

韭菜台镇 173 182

新台镇 304 328

富家镇 396 398

桓洞镇 234 236

西佛镇 280 284

达牛镇 250 254

合计 2952 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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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基本农田保护

区
一般农地区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独立工矿用地

区

生态环境安全控

制区

自然与文化遗

产保护区
林业用地区 牧业用地区

台安镇 6391.5 3826.0 2902.9 48.7 0.0 0.0 641.0 57.3

高力房镇 6914.7 1764.8 1278.3 55.8 494.1 0.0 323.0 121.0

黄沙坨镇 8322.8 2863.7 1571.5 34.2 471.9 0.0 513.0 217.0

新开河镇 5931.5 3230.9 1291.9 10.7 88.5 0.0 429.9 80.0

桑林镇 8493.0 5233.9 1656.1 35.6 0.0 2142.7 2271.0 14.5

韭菜台镇 2914.1 911.0 468.2 31.1 970.1 0.0 160.0 80.0

新台镇 7153.1 3119.6 1232.5 74.1 0.0 901.6 931.0 131.0

富家镇 5916.4 1256.6 949.5 37.4 1802.9 2331.0 155.0 33.0

桓洞镇 7147.3 3419.4 999.3 54.9 0.0 53.9 2324.6 126.0

西佛镇 6357.8 1887.4 1202.5 4.4 898.7 0.0 760.0 110.0

达牛镇 4909.6 965.1 1004.5 13.1 2466.8 0.0 315.0 0.0

合计 70452 28478 14557 400 7193 5429 8824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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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6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建设级别 建设地点 用地规模

交通

1 新建沈西工业走廊火石岗至渤海铁路（台安县段） 2016-2020年 国家级 台安县 143

2 沈山高速公路改扩建盘锦至沈阳段 2016-2020年 国家级 台安县 20

3 鞍山至台安高速公路 2016-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92.4

4 台安至黑山高速公路 2018-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33.8

5 G102京哈线台安外环新建工程 2016-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8

6 S307弓黑线腾鳌至台安段改建工程 2016-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20

7 台安南站铁路货场专用线项目 2017-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22

8 辽宁鞍炼物流有限公司铁路货场 2017-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5

9 台安县双沙线三道渡改桥新建工程 2017-2020年 市级 富家镇 4.8

10 京抚线(双井子至邢台段)建设工程项目 2016-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24.4

11 库二线 2016-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15

12 双沙线困难路段改造工程 2018-2020年 县级 富家镇 3.2

13 湘拉线困难路段改造工程 2018-2020年 县级 高力房镇 16.8

14 弓黑线困难路段改造工程 2018-2020年 县级 桑林镇 19.2

15 库盘线困难路段改造工程 2018-2020年 县级 新开河镇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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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建设级别 建设地点 用地规模

水利

1 全省防洪工程 2016-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2

2 小柳河右岸堤防治理工程 2016-2020年 县级 西佛镇、台安镇 2

3 小柳河堤防维修加固工程 2016-2020年 县级
新开河镇、富家镇、新

台镇
2

4 小柳河左岸治理工程 2016-2020年 县级 富家镇 1

5 水利服务站库房建设 2016-2020年 县级 各乡镇 1

6 农村饮水改建工程 2016-2020年 县级 各乡镇 1

7 旧绕阳河河道治理工程 2016-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1

8 贺家排干河道治理工程 2016-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1

9 外辽河河道治理工程 2016-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1

10
小柳河治理工程、偏养子、四棵树、东长、河湾子等 25

座排（灌）水站进行更新改造工程
2016-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3

11 辽绕运河河道治理工程 2016-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1

能源

1 辽河油田勘探开发产能建设工程 2016-2020年 国家级 台安县 2

2 原油、成品油管道建设工程 2016-2020年 国家级、省级 台安县 2

3 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 2016-2020年 国家级、省级 台安县 2

4 LNG站场工程 2016-2020年 国家级、省级 台安县 2

5 全省光伏发电 2016-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22

6 全省风力发电 2016-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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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建设级别 建设地点 用地规模

能源

7 CNG站场工程 2016-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2

8 鞍山台安 220kv输变电工程 2017-2020年 市级 台安县 2

9 鞍山西平 66kv输变电工程 2017-2020年 市级 台安县 2

10 鞍山榆林 66kv输变电工程 2017-2020年 市级 台安县 2

11 鞍山黄北 66kv输变电工程 2017-2020年 市级 台安县 2

12 鞍山台东 66kv输变电工程 2017-2020年 市级 台安县 2

13 鞍山六家 66kv输变电工程 2017-2020年 市级 台安县 2

14 沼气工程综合利用项目 2018-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2

15 秸秆热解气化清洁能源利用项目 2017-2020年 县级 台安县各乡镇 5

其他

1 环保、旅游、国防、矿山、监狱、殡葬等特殊用地项目 2016-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2

2 年资源化处理 10万吨城市生活垃圾项目 2017-2020年 省级 台安县 2

3 辽宁辽南再生资源产业园 2017-2020年 市级 台安县 2

4 辽宁富鹏油泥处理有限公司油泥处理项目 2017-2020年 市级 台安县 2

5 台安县红旗村休闲农业项目 2016-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2

6 少帅陵旅游风景区建设项目 2016-2020年 县级 台安县 2

7 辽南生活垃圾处理厂 2017-2020年 县级 韭菜台镇 2

8 公墓 2017-2020年 县级 台安县各乡镇 10

9 万福寺风景区建设项目 2017-2020年 县级 桑林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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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建设级别 建设地点 用地规模

其他

10 城区第二水源地 2017-2020年 县级 台安镇 3

11 台安县乡镇管道燃气项目 2017-2020年 县级 台安县各乡镇 10

12 集中供热工程项目 2017-2020年 县级 台安县各乡镇 5

13 垃圾城乡一体化项目 2017-2020年 县级 台安县各乡镇 5

14 棚户区改造外配套项目 2017-2020年 县级 台安县各乡镇 5

15 生活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特许经营项目 2017-2020年 县级 台安县各乡镇 5

16 台安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工程项目 2017-2020年 县级 台安县各乡镇 5
备注：表中面积为行业专项规划或部门提供数据统计，建设地点由相关部门提供。具体实施中，以实际批准的面积数据和建设地点为准并受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约束;表中的项目
建设中若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应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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