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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与目标

重点打造花生、地

瓜、玉米种植、猪

牛羊养殖等有机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

从现代农业合作向

“智慧农场”转变。

一产

重点打造花生等农

产品加工基地、壳

皮挤压颗粒燃料生

产基地。

二产

重点发展花生仓储、

物流、销售全产业

链服务，建立传承

辽河文化展示园，

打造现代休闲观光

体验农业小镇。

三产



l 一心：以镇中心区为基点的镇域产业发展中心。

l 两带：辽河生态保育带和“三北防护林”带。以南北向贯穿西部的辽

河、湿地为主体，形成辽河生态保育带；镇域中部建设的三北防护林

结合付家林场形成的防风固沙林带。

l 一廊：招苏台河生态廊道。依托招苏台河流水系，构建连接主要生态

空间的廊道。

l 两轴：依托省道傅桓线形成的产业发展主轴，以县道七三线和乡道赵

七线形成的产业发展次轴，构建连续的、便利的、稳定的、高效的产

业发展空间。

l 两区：生态农业种植区和高效农业种植区。辽河左岸和“三北防护林”

西侧形成的生态农业种植区，以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为主，推行生

态产品、绿色产品等；招苏台河右岸和“三北防护林”东侧形成的高

效农业种植区，基本农田集中分布，实行生态农业与农业产业化相结

合，辅之“设施农业”和“特色农业”。

规划构建七家子镇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严格落实昌图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7851.49公顷（11.78万亩），约占七家子镇国土总面积的

64%。严格落实国家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法律法规

与规范性文件。

严格落实昌图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镇域内生态保护红

线353.43公顷，约占七家子镇国土总面积的3%。严格落实国家、

省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

严格落实昌图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成果，镇域范围内城镇开

发边界113.43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扩展系数为1.01倍。严格落实

国家、省对城镇开发边界的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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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监督管理，强化“三率”指
标管控。全面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加大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各类勘察开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划等的
要求。

历史文化资源
保护七家子城址的原址、原物、原状，在文保单位的保
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对文物保护单位实施保护、
修缮以及必要的建设活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推动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妥善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
系，推动建设历史文化遗产特色文化旅游目的地，提升
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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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期间林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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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草地面积略有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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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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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提升类和特色保护类。

镇村统筹发展

l 村庄分类结合村庄发展实际及相关规划编制动态调整

镇村等级 村镇名称 职能类型 主要产业特色 村庄类型

镇中心区 七家子村 综合型
农业生产基地；工业生产、

农副产品初、精加工；
商贸物流；旅游接待

城郊融合类

中心村

八里村
农业型、旅游服务型、

工业型
耕地种植；旅游接待；

花生加工
集聚建设类

顺山村
农业型、养殖型、

工业型
耕地种植；畜禽养殖；

花生加工
整治提升类

卧龙村 农业型、工业型 耕地种植；花生加工 集聚建设类

一般村

敖家村 农业型、工业型 耕地种植；花生加工 整治提升类

葛家村 农业型、工业型 耕地种植；花生加工 城郊融合类

红旗村 农业型、工业型 耕地种植；花生加工 集聚建设类

杏山村 农业型、工业型 耕地种植；花生加工 整治提升类

榆树村 农业型、工业型 耕地种植；花生加工 整治提升类

二河村 农业型、养殖型 耕地种植；畜禽养殖 整治提升类

国有昌图付家
机械林场

农业型 林木种植 特色保护类



国土空间保障支撑体系

落实上位规划交通安排，推进省道傅桓线改扩建工程、县道七三

线提质改造工程，以及乡道后古线新建工程，优化省、县、乡级公路

沿线交通服务设施。加快实施路网连通性好、带动作用强、产业效益

高的县乡级公路提质升级。推动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以交通为媒介，

带动周边农旅文等产业融合发展。

根据七家子镇实际发展需求，规划对部分乡道和村道进行拓宽改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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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交通枢纽建设，逐步完善货运物流网络，

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助力七家子镇建设成为区域性智慧商贸物流枢纽。

提高全域交通通达性、连贯性，完善道路交通体系，加

强对外区域联系。

ü 提升对外交通的通达能力

ü 优化内部路网布局

ü 增设交通设施

n 综合交通规划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建议表镇中心区设施配置指引

国土空间保障支撑体系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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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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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为宜配置要素，○为可选配置要素，——为不鼓励配置要素）



国土空间保障支撑体系
n 基础设施规划

l 水利设施规划：落实上位规划东辽河防洪提升工程和招苏台河防洪堤提升工程等重点水利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加强对水源地、输水河道和输水管道的保护。

l 给水设施规划：规划镇域各行政村保留现状供水方式，推进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镇中心区水源延用

现状水源，新建自来水厂，邻近镇中心区的村庄， 应优先考虑连接供水管网供水到户，实行城乡

一体化供水工程。 

l 排水设施规划：规划提质改造现状污水处理厂，可将管线延伸，周边村庄污水管线可接入污水处理

厂，进行统一处理。各行政村根据实际情况配套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规划逐步完善镇、村排水设

施，推行雨污分流制。

l 电力设施规划：落实上位规划红旗66kV变电站改扩建工程，新增铁岭宝力-红旗T接古榆变电站

66kV线路、长发输变电工程、七家子风电场项目。规划沿用红旗66kV变电站为镇域各居民点供电。

l 通信设施规划：规划保留现状邮政支局和电信主干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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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环卫设施规划：采用“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转、市处理”的模式，实现环境卫生城乡一体化布局。

规划保留镇域内现状垃圾转运站，镇中心区新增一处分类垃圾转运站，将收集到的垃圾送至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规划保留镇域内现有公厕，并对现状旱厕进行提升改造，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实施。 

l 供热设施规划：镇域各村近期保留现状供热方式，逐步推进清洁能源利用。 规划新增一处供热站

对镇中心区进行集中供热。 

l 燃气设施规划：落实上位规划，在顺山村新建一处供燃气设施七家子门站，新建燃气管线（七家子

镇末站—七家子门站）。规划近期沿用罐装液化石油气供气方式，提升功能和配套设施，远期使用

新建天然气管线供气。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l 土地沙化生态修复工程：七家子镇地处西北风沙区，通过封沙育林（草）

提高沙化地区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加强防护林体系建设，大力提倡

植树造林等措施，推进土地沙化地区进行沙化治理。

l 森林生态修复工程：以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为重点，大

力推进森林生态修复工程。

l 水环境和水生态修复工程：严格控制污染源，实施辽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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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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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水土流失生态修复工程：根据水土流失情况和特点，实施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加强重点区域及洪涝灾害易发区的水土流失防治。

l 重大自然灾害生态修复工程：采取科学的自然灾害防御措施，实施重大自

然灾害生态修复工程，加强耕地抗灾能力建设，减少耕地灾毁数量。

l 大气生态修复：对空气污染进行综合治理，推广清洁能源使用，推动秸秆

综合利用，加大工业污染防治力度，深入消烟除尘工程，实现排污总量削

减。

n  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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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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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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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七家子镇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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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到2035年，全镇各村屯均

实施农村生态环境修复工程。

n  国土综合整治



镇中心区功能布局与规划管控

n  用地结构和布局

七家子镇镇中心区面积为113.43公顷，是全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道傅桓

线，县道七三线，乡道赵七线穿过镇中心区，四通八达。

本次规划结合七家子镇镇域及镇中心区实际情况，增加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规模，坚持存量挖潜与增量供给相结合，结合十五分钟生活圈建设，补齐薄弱地

区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提升镇中心区公共服务品质。保障市政道路和交通场站设施

等用地需求，建设镇中心区交通网络。保障和优化供水、排水、供电、供燃气、供

热、环卫、消防等设施用地。旧城镇通过城镇更新逐步增加绿地和开敞空间用地，

鼓励功能不冲突、环境要求相似且彼此间没有互相不利影响的用地混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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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比例

1 居住用地 78.19 68.93%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08 5.36%
3 商业服务业用地 2.74 2.42%
4 工矿用地 9.37 8.26%
5 仓储用地 6.48 5.71%
6 交通运输用地 7.09 6.25%
7 公用设施用地 0.95 0.84%
8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2.39 2.11%
9 特殊用地 0.14 0.12%

合计 113.43 100.00%



镇中心区功能布局与规划管控

n  绿地系统结构

以镇中心区的公园绿地、周边的森林和水体资源为生态依托，

构建“一核、一廊、多点”的镇中心区绿地系统结构。

l “一核”：镇政府南侧的镇级文化体育公园，不断更新完善配套

设施，将其建设成为七家子镇最大的休憩、游乐场所，集休闲

娱乐与观赏为一体的综合性城镇公园。。

l “一廊”：以省道傅桓线构成的景观视廊。依托招苏台河流水系，

构建连接主要生态空间的景观廊道，结合镇中心区周边林带，

构成镇中心区视觉景观通廊，成为镇中心区绿地休闲空间的延

伸。

l “多点”：以各组团内的公园绿地、健身广场组成的镇中心区生

态节点，各组团内的公园绿地、健身广场靠近居民生活区，覆

盖面广，分布均匀，适于居民闲暇时的休闲娱乐、小憩、短暂

的停留等，对绿化的均衡分布起到重要作用。 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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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