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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与目标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构建大四家子镇“一心、两带、两轴、一区”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总体格局。



严格落实昌图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大四家子镇
镇域范围内共落实永久基本农田9694.04公顷
（145410.60亩），约占镇域总面积的60%。

本次规划严格落实昌图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大四家子镇
镇域范围内共落实生态保护红线1190.68公顷，约占镇域总面积的
7.32%，主要分布在大四家子镇的西部。

本次规划严格落实昌图县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成果，大
四家子镇镇域范围内共落实城镇开发边界81.98公顷，约
占镇域总面积的0.50%，主要位于大四家子镇镇中心区。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三条控制线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矿产资源
加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发展绿色
矿山，建设绿色矿山，切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进程。引导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设
计、建设和运营管理，推动形成节约高效、环
境友好、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
加强对域内文物资源、历史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
史文化资源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
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
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对文物资源情况进
行全面梳理，为制定科学的保护措施提供有力依据。

水资源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推进节水型社会建
设，加强河道生态保护修复，加大水资
源污染防治力度，加强水源地保护。

湿地资源
制定科学的湿地保护方案，维护湿地生态系
统完整性和稳定性，在湿地得到充分保护的
前提下，可以进行适度利用。规划期间，湿
地面积保持稳定。

耕地资源
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
落实“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制度，科学制
定黑土地保护利用措施，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旱涝保收的高标准
农田，加大实施补充耕地力度，拓展补充耕地途
径。

资源保护与利用

林草资源
规划期间林地面积保持稳定，大力维护森林资源，积
极推进造林绿化工程，推进森林质量提升。规划期间
草地面积总体略有下降，其中天然牧草地保持稳定，
大力维护天然牧草地，合理利用草地资源，有序实施

草地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提升草地生态质量。

对耕地资源、水资源、湿地资源、林草资源、矿产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分类保护。

资源保护与利用



大四家子镇规划形成镇中心区、中心村、一般村三级镇村体系结构。

引导村庄分类发展，村庄划分为城郊融合类、集聚建设类、特色保护

类和整治提升类。

镇村统筹发展

村庄分类结合村庄发展实际及相关规划编制动态调整。

镇村名称 职能类型 主要产业特色 村庄分类

大四村
（镇中心区）

综合型
农副产品初、精加工；木材加工；商业服务；旅

游接待
城郊融合类

红石村 农业型 玉米种植；禽畜养殖 集聚建设类

三眼井村 农业型、工业型 玉米种植；农产品加工 特色保护类

方家船口村 农业型 玉米种植；久盛草莓种植 特色保护类

新生村 农业型 玉米种植 整治提升类

新发村 农业型、工业型 玉米种植；灯笼加工 整治提升类

北腰村 农业型 旱田种植；中草药种植； 整治提升类

南腰村 农业型、工业型 玉米种植；禽畜养殖；灯笼加工 整治提升类

新立村 农业型 玉米种植；水稻种植 特色保护类

红心村 农业型 玉米种植；稻花香水稻种植 整治提升类

方家屯村 农业型、工业型、旅游服务型
玉米种植；鸡心果采摘；中草药种植；砖厂工业；

旅游接待
特色保护类

平安村 农业型 玉米种植；禽畜养殖 集聚建设类

新河村 农业型 玉米种植；黄牛养殖 集聚建设类

两家子农场一分场 农业型 水稻种植；玉米种植 整治提升类

两家子农场二分场 农业型 玉米种植；大豆种植 整治提升类

两家子农场三分场 农业型 水稻种植；玉米种植 整治提升类

两家子农场四分场 农业型 水稻种植；玉米种植 整治提升类

两家子农场五分场 农业型 水稻种植；玉米种植 集聚建设类

两家子农场六分场 农业型 水稻种植；玉米种植 集聚建设类

两家子农场七分场 农业型 玉米种植；大豆种植 整治提升类

两家子农场八分场 农业型 玉米种植；大豆种植 整治提升类

两家子农场九分场 农业型 玉米种植；大豆种植 集聚建设类



国土空间保障支撑体系

落实上位规划，加快高速公路网建设，规划新建开原—康平高速，优化

新建开原—康平高速公路出入口布局，推动高速公路与周边路网有效衔接。

强化S103新梨线与国省干线公路互联互通。提升普通干线公路等级，对七

三线进行提质改造，升级为县道，与既有的骨干路网有效衔接，提升公路网

络化水平和畅通能力。

巩固拓展具备条件的硬化路成果，推动更多交通建设项目进村入户，鼓

励农村公路与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等一体化建设，加强乡

村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和过窄农村公路拓宽改造，提升农村公路网络化

水平和通达深度，推动实现乡镇通三级路、建制村通等级路、较大人口规模

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强化镇中心区－村庄、村庄－村庄间的道路联通，

推进村域内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提升道路质量，完善交通设施，提升人

居环境品质。

提高全域交通 完善道路交通体系，加强对外区

域联系。

综合交通规划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议表
（●为宜配置要素，○为可选配置要素，——为不鼓励配置要素，各村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镇中心区设施配置指引（●为宜配置要素，○为可选配置要素）

）

国土空间保障支撑体系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建立“镇中心区-村庄”2个层级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明确不同层级行政管理、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

商业服务、其他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大四家子镇中心区按照一般镇配置标准进行配置。

要素分项 要素名称 重点镇 一般镇

行政管理
社区服务中心 (街镇级) ● ●

司法所 ● ●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 ●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中心(含青少年、老年活动中心) ● ●

乡镇综合文化站 ● ●

文化广场 ● ●

教育设施

高中 ○ ○

初中 ● ●

小学 ● ●

幼儿园 ● ●

体育健身
多功能运动场地 ● ○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含老年户外活动场地) ● ●

医疗卫生
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院) ● ●

门诊部 ● ○

商业服务

商场 ● ○

菜市场或生鲜超市 ● ●

银行营业网点 ● ●

电信营业网点 ○ ○

邮政营业场所 ● ●

社区商业网点 ● ●

社会福利
养老院 ● ○

老年养护院 ○ ○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 ● ●

就业服务 社区就业服务中心 ● ●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集聚建设类 整治提升类 特色保护类 城郊融合类 搬迁撤并类

行政管理
村委会 ● ● ● ● ●

村务室 ● ○ ○ ○ ——

教育机构
村幼儿园 ○ ○ ○ —— ——

小学 ○ ○ ○ —— ——

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室 ● ● ● —— ——

农家书屋 ● ● ● —— ——

特色民俗活动点 ○ ○ ●   

体育健身 健身广场 ● ● ● ● ——

医疗卫生 卫生室 ● ● ● —— ●

为老服务

老年活动室 ● ● ● ○ ——

村级幸福院 ● ○ ○ ○ ——

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 ○ ○ ○ ——

殡葬 村级公益性公墓 ○ ○ ○ ○ ——

商业服务
便民农家店 ● ● ● ● ●

金融电信服务点 ● ○ ○ ○ ——

其他服务

旅游服务设施 ○ ○ ○ ○ ——

快递投放点 ● ● ● ● ●

农产品物流配送
中心

● ○ ○ —— ——

兽医站 ○ ○ ○ —— ——

农机站 ○ ○ ○ —— ——

科技服务点 ● ○ ○ —— ——



国土空间保障支撑体系

02

01
供水工程

04 推动5G、千兆光纤等“双千兆”网络基

础设施、机房及管线、电力等配套设施建设。

。

03 规划镇域架设10kV

线路至镇中心区和各居民点。

基础设施规划

05

06

07 采用“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转、市处理”的模式，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水环境和水生态修复工程

严格控制污染源，实施招苏台河等河道治理工程、水源地保护工程等水环境和水生态修复工程。

森林生态修复工程

大力推进天然林及生态公益林的保育工程、森林可持续经营工程，全面提高森林的涵养水源能

力，加强流域治理和植树造林，减少面源污染。

湿地修复工程

加强对镇域内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通过实施湿地恢复与综合治理工程，改善湿地生态质量，

提高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推进小微湿地建设，打造生态景观水系，改善河流水质。

重大自然灾害生态修复

落实上位规划，有序推进重大自然灾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对洪涝灾害、地质灾害、极端气象

灾害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区域及时进行修复。

土壤生态修复

落实上位规划，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深入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强化土壤污染源头

防控。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开展农用地土壤修复治理，保障农业用地环境安全和粮食安全。

大气生态修复

落实上位规划，严格执行《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采取措施控制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确保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和辽宁省规定标准并逐步改善。

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农用地整理：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旱改水、坡耕地整治、

撂荒耕地整治、退化土壤改良修复等工程，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

全面提升耕地质量。规划至2035年，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

建设用地整理：推动城镇分类整治、盘活低效及存量建设用地、

违法建设综合治理，增加流量建设用地面积，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率，提高建设用地地均产值。重点挖潜村庄内部低效、闲置建设用地，

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提升农村建设用地质量。

宜耕后备资源开发：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据土地

适宜性条件，有序推进大四家子镇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农村生态环境修复：尊重和保护村域内原有的地形地貌，全面推

进农村环境整治，加大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力度。

国土综合整治



镇中心区功能布局与规划管控

n用地范围和布局

• 大四家子镇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81.98公顷。结合现状实际情

况，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强化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配

套，统筹安排居住、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商业服务业、工

矿、仓储、交通运输、公用设施、绿地与开敞空间等用地布

局。规划至2035年，镇中心区建设用地总计81.98公顷。

镇中心区用地布局图

镇中心区规划用地统计表

序号 用地类型 面积 比例
1 居住用地 56.77 69.25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76 7.03 
3 商业服务业用地 3.54 4.32 
4 工矿用地 3.89 4.74 
5 仓储用地 0.44 0.53 
6 交通运输用地 7.83 9.55 
7 公用设施用地 0.88 1.07 
8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2.87 3.50 

合计 81.98 100.00 



镇中心区功能布局与规划管控

n绿地与开敞空间

• 以镇区的公园绿地和周边的水体资源为生态依托，构建“一

核、一廊、多点”的镇区绿地系统结构。

• “一核”：镇中心区中部绿色核心。

• “一廊”：以招苏台河为主构成的水系生态廊道。

• “多点”：规划新建公园绿地和各居住组团内部新建的配套绿
地等组成的生态节点。

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图

规划至2035年，镇中心区400平方米公园绿地、广场用地步行

5分钟覆盖率达到92.78%以上，3000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园绿地

15分钟覆盖率达到97.30%以上。



01

实行规划动态评估调整机制
规划实施过程中，因国家重大战略和项目实施、重
大政策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发
生重大自然灾害等需要修改规划的，规划编制机关

按程序修改规划，报原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02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完善贯穿规划编制与调整、实施、监
督全过程的公众参与机制，搭建全过
程、全方位的公众参与平台。落实国
土空间规划公开制度，充分利用互联
网、报纸等各类传播媒介，加强规划
宣传。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加强规划

编制实施的咨询论证。

03

严格规划监督管理
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纳入自然资源
和相关部门监管重点，及时发现和纠正
违反国土空间规划的各类行为。加强日

常监督，强化监督信息互通、成果共享，
形成各方监督合力。

01

强化党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全面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

02

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国土
空间规划管理主体责任

坚持“多规合一”，不在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强化规划
严肃性，规划一经批准，任何部门和个
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规划实施
中的重大事项或重大调整，应及时按程

序向上级党委政府请示报告。

03

加强部门协同联动

加强部门协同，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实施管理的配套措施，对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实施管理重大问题进行统筹
协调和决策，确保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

地实施。

规划与实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