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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岫岩满族自治县大房身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要求，为贯彻落实省、市、县战略

部署，推动大房身镇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

发展和安全，建设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

平治理的现代化新城镇，特编制《岫岩满族自治县大房身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

下： 

本规划是指导未来大房身镇行政辖区范围内国土空间

保护与利用的全域性、综合性、纲领性规划，是引领大房身

镇城镇发展的战略蓝图，是大房身镇国土空间保护、开发、

利用、修复和指导各类建设的行动纲领，为编制下位乡村规

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和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实

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基本依据。 

一、制定背景 

《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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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要求，

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扛稳“五大安全”政治责任，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入全省

“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发展格局。 

《规划》以 2020 年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传导和落实岫

岩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的各项规划指标，统筹安排全域

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划定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

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优化农业、生态、城

镇等空间布局，提高国土空间资源利用效率，彰显国土空间

品质，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为实现大房身镇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空间引领和保障。 

大房身镇积极推进《规划》编制工作，《规划》在底线约

束、保护优先原则基础上，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

区域发展战略为引领，依据地区自然禀赋、人文特色、发展

阶段，针对性地制定布局方案和实施政策措施。产业发展突

出地方特色，明确产业定位并鼓励打造大房身镇矿产资源开

采加工产业。镇域层面重点完善全域国土空间格局、空间用

途管制、村庄布局优化及各类设施的统筹安排等规划内容。

镇政府驻地重点优化用地结构，培育壮大生产及创新空间、

住房建设、设施安排等规划内容，科学有序的指导大房身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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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规划目标 

《规划》提出大房身镇建设为岫岩北部矿产品产销基地、

商贸物流集散地、设施农业示范区的发展定位。至 2035 年形

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新格局，基本建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低碳绿色，安全、绿色、开放、智慧、富有竞争力

的美丽国土，打造矿产品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工矿型城镇，

构建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多级联动、互相促进的产业发展格

局。 

三、主要内容 

(一)规划概述 

介绍规划编制的背景及目的、大房身镇概况介绍、现状

与特征、机遇与使命，明确规划的规划期限、规划范围，是

规划编制基础性内容。 

(二)目标与战略 

提出大房身镇战略定位，确定大房身镇城镇性质为岫岩

北部矿产品产销基地、商贸物流集散地、设施农业示范区。

简要介绍大房身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及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战略。 

(三)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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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岫岩满族自治县三条控制线保护目标，提出大房身

镇“一核、一轴、两点、四片区”的国土空间格局，明确“三

线”空间划定与管控的相关要求。 

(四)三类空间布局 

主要结合大房身镇国土空间格局，提出大房身镇农业空

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的空间布局及管控要求。农业空间

强调优先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进一步落实耕地保护和

布局优化，整体推进乡村地区耕地质量提升。生态空间强化

保护山林自然系统，打造沿河生态廊道，贯通镇域河流水系，

构建以河流及沿河的绿色廊道为生态廊道的发展设想。城镇

空间着重优化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提出产业升级，着力打造

矿产品开采加工的主导产业；落实城乡生活圈发展理念，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镇级公共服务中心等布局要求。 

(五)镇中心区规划 

镇中心区规划“两轴、三点、四组团”的空间格局，落

实新增建设用地空间，对镇区建设用地进行合理布局，提出

构建镇区公园为主，街头绿地为辅的城镇公园绿地系统布局，

对全镇设施布局提出综合指引。 

(六)支撑体系 

提升大房身镇交通通行能力，融入区域大交通，完善交

通设施，提升通行质量，构建绿色高效的城乡综合交通体系；

不断强化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加强给排水、能源、通信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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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提高城乡安全韧性，加强防洪、抗震、消防、人防

和防疫等领域的安全设施建设。 

(七)区域协同 

全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区域协同保护治理和

协同开放发展，统筹协调跨行政区域的设施配套需求和空间

布局安排。提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及辽宁“一圈一带两

区”区域发展格局的大房身行动，谋划大房身深入实施“融

入辽东绿色经济区”的发展策略。 

(八)实施保障 

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大房身镇党委和政府在国土空间规

划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落实上位规划、传导下位规划，严格执行各级规划的管控要

求，将各项指标给予传导和落实；加强规划监督管理，强化

规划统领地位；加强公众参与、多方协同以及常态化的国土

空间规划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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