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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 1 条编制目的 

2019 年 1 月以来先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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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19〕18 号）、《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

发〔2019〕35 号）等政策文件，明确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 

将村庄土地利用规划、村庄建设规划等乡村规划进行整合，实现土地利用规

划、城乡规划等有机融合，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

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为有序推进刘春

村乡村振兴进程，加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用途管制，促进村庄发展，制定本规

划。 

第 2 条规划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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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发〔2019〕18 号）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

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

〔2019〕35号） 

（2）技术标准规范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AT1032-2011） 

《村庄整治技术规范》（GB50445-2008） 

《村庄规划用地分类指南》 

《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用岛分类标准（试行）》 

《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3）相关规划 

《淄博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淄博市土地利用规划（2006-2020）》（2017 版） 

《高青县县城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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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高青县常家镇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第 3 条规划范围 

本次村庄规划的范围为淄博市高青县常家镇刘春村村域范围，总面积为

191.6321 公顷公顷。 

第 4 条规划期限 

本规划的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近期：2021—2025年；远期：2026—2035

年。 

第 5 条规划原则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按照常家镇村庄布局的实际，结合乡村五大振兴战略，

逐步推进乡村发展，进一步夯实村庄经济基础，通过产业融合、产业集聚，发展

以农业为根基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将刘春村打造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齐鲁

样板。 

多规合一、节约集约。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将村庄土地利用、土地

整治、村庄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相关规划整合，合理确定村庄发展定位，

统筹安排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优化全域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格局，盘活利

用村庄闲散用地，合理安排农村居民点建筑布局，提升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 

产业植入、差异发展。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依据宜粮则粮、宜林

则林、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原则，大力发展绿色农业、蔬菜初加工等环境友好

型产业，促进刘春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多种发展路径。同时挖掘本土文

化，利用自然环境、村庄肌理、建筑风貌、农业景观，突出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

营造具有地方特点的新农村人居环境。 

统筹存量和增量，内涵发展。规划以发展为目的，实现有增有减，以增促减，

减少不适应发展的要素，增加适应发展的要素，通过村庄资源合理退出和重组，

实现村庄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针对现状建设用地难以满足一些业态用地需求的

问题，允许在不碰触红线的前提下适度新增建设用地，保障必要的、急需的产业

融合项目及时落地。 

尊重民意、简明实用。规划编制应体现村民主体地位，充分征求群众意见，

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规划成果应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村

民接受和执行。 

近远结合、保障实施。规划应重点安排好近期的生产建设项目，同时应把近

期生产建设项目的安排与村庄长远的发展目标相结合，保障规划切实可行和村庄

的长远发展。 

第 6 条规划重点 

乡村振兴：以产业振兴为基础，构建“生态农业—小微产业园”协调发展新

格局；以人才振兴为纽带，搭建多元复合的人才桥梁；以文化振兴为引领，打造

“生态底蕴，寻觅乡愁”的主题文化；以生态振兴为手段，突显“河、田、林”

整体生态格局；以组织振兴为引领，以五大振兴保障刘春村建设进程，加快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土地整治：按照控制总量、优化增量、盘活存量、释放流量、实现减量的要

求，对村庄范围内土地进行综合整治，统筹推进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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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综合治理。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规模化、集约化利用水平，加强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盘活存量土地、强化节约集约用地、适时补充耕地，实现乡村土地的

高效流转。 

生态保护: 梳理现有“河、塘、田、林”等各类生态要素，通过增绿、治田、

理水等手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体系。进行沟渠两岸生态修复，修筑

护坡，保证沟渠连通性和安全性；从生态保护角度出发，在坑塘岸边种植生态林

地，形成环绕生态林带。 

村庄风貌提升：清理村庄垃圾、清理乱堆乱放、清理河塘，拆除广告招牌、

拆除乱搭乱盖、拆除废弃建筑，整治乡村环境。将村内破旧废弃房屋、空闲地进

行复垦，因地制宜建设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小公园等小生态板块，形成清

新雅致的田园风情。重视村庄文化建设，挖掘村庄的文化特征与个性差异，寻味

刘春村独特的乡愁记忆，在充分考虑“乡土性”的基础上，提炼当地村庄特色，

塑造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通过孝贤故事弘扬传统文化，文化广场、文化墙建设

提升乡村风貌，打造地域特性浓郁的乡村发展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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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村域现状分析 

第 7 条基本概况 

刘春村地处高青县北部，东与滨州市滨城区相邻南与唐坊镇、田镇街道接壤，

西与木李镇相连，北隔黄河与滨州市惠民县相望，交通便利，交通区位良好。 

第 8 条地质条件 

刘春村地处华北平原坳陷区的南部，境内以新生界及其发育为特征，全被第

四系黄土覆盖，土壤潜在肥力较高，保肥保水，抗旱，疏松易耕。 

第 9 条气候 

刘春村属温带季风性大陆性气候，春秋短而冬夏长，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13.10C。年均无霜期 198 天。春多旱，夏季多雨，晚秋干旱少雨，冬季干燥寒冷

雨雪稀少，构成“春早、夏涝、晚秋又旱”的特征。 

刘春村由于受北方冷空气和海洋气候影响，平时风力不大，一般 2-3 级，有

时也出现 6-8 级大风。就全年来说，春天风多也较大，多西南风和西北风，夏季

多东南风，冬季多西北风。全年主导风向为东风及东南风，年平均风速为 2.8 米/

秒;年平均大风日为 11.4天。 

第 10 水文条件 

刘春村年平均降雨量 539.4毫米，村域范围内地表水主要来自引黄水。地下

水资源也比较丰富，完全能够满足村庄灌溉利用。 

第 11 条历史文化 

经现状调查、村民座谈、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刘春村村内历史文化资源较少，

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历史古迹和物质文化要素基本没有。 

第 12 条社会经济 

刘春村现有户数 170 户，户籍人口 650人。村民收入主要靠务农、务工为主。 

刘春村现状主导产业是一产，以种粮食作物为主，经济效益低。二产、三产

占比较少。 

第 13 条现状土地利用 

刘春村建设用地规模为 36.5313 公顷，其中村庄内部道路用地 0.5871 公顷，

一类城镇住宅 0.1746 公顷，一类农村宅基地 5.8439公顷，农村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 0.2469 公顷，机关团体用地 2.3660公顷，一类工业用地 1.8786 公顷，采矿用

地 2.4754 公顷，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0.5820 公顷，供电用地 0.0431 公顷，公路用

地 0.8628 公顷,水工建设用地 17.4603 公顷，其他特殊用地 0.1735 公顷，村道用

地 2.2019 公顷， 

农林用地规模为 110.3810公顷，其中耕地 73.0353公顷，林地 26.1616公顷，

果园 0.3828公顷，田间道 1.2455 公顷，沟渠 7.5663 公顷，坑塘水面 1.5209公

顷，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0.1266 公顷，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0.3419公顷。 

陆地水域 10.9993公顷，其他自然保留地 0.960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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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村域规划 

第 14 条村庄类型 

根据《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2019 试行）、相关上位规划及村庄发展

实际情况，确定刘春村为搬迁撤并类村庄。依据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及村庄空间布

局现状，确定粮食作物种植、蔬菜种植、蔬菜等农副产品初加工等产业为村庄产

业发展方向，促进村庄造血能力的生成，带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 

第 15 条目标定位 

根据乡村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从乡村建设的全局出发，综合进行村庄规划，

统筹安排村庄建设，逐步改善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重点规划和建设好村庄，

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及农村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提供发展空间，为农业剩余劳

动力寻找就业的机会，为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

差别积极创造条件。本次规划提出村庄“生态底线，节约集约，产业合理，精明

伸缩”的发展主题，通过对村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综合分析评价，按照宜农、

生态、绿色、低碳的原则，确定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农用地盘活、产业合理布局

为村庄发展的三个突破口。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业，打造地域特色明

显、根植性强、产业转型快的特色发展示范村。 

第 16 条村庄规模 

（1）人口规模 

人口采用综合增长率法进行预测。这种方法主要参考历年自然增长率和机械

增长率，确定预测期内年平均综合增长率，预测出目标年的人口规模。预测公式

如下： 

Q=Q1(1+k)
n
 

其中：Q——目标年户籍总人口预测； 

Q1——现状户籍总人口数； 

K——规划期内户籍人口综合增长率（‰）； 

N——规划期限（年）。 

户籍人口综合增长率采用刘春村近 5年的平均增长值，为 7.1‰。 

根据人口规模预测公式，预测结果如下： 

2025年，户籍人口规模为 700 人， 

2035年，户籍人口规模为 751 人。 

（2）用地规模 

规划刘春村建设用地规模为 12.9397 公顷，规划一类工业用地 1.6128 公顷，

采矿用地 0.2715 公顷，公路用地 0.7356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0.0431 公顷，一类

农村宅基地 7.9698公顷，农村生活服务设施用地 1.5787公顷，村庄内部道路用

地 0.6316 公顷，农村公园与绿地 0.0966 公顷，供电用地 0.0431 公顷。 

规划农林用地规模为 49.7026 公顷，其中耕地 25.0069公顷、林地 17.3854

公顷、园地 0.2525公顷、草地 0.7898公顷、村道用地 1.3974 公顷、种植设施建

设用地 0.3139 公顷、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0.1266 公顷、村道用地 2.49 公顷。 

自然保留地规模 0.0260 公顷，全部为内陆滩涂。 

第 17 条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规划 

规划落实淄博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刘春村村域内永久基本农田 55.2591

公顷，分布在村庄北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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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条耕地保护规划 

刘春村耕地保有量 45.1064 公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

占用的，应经村民小组确认，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后，由镇政府按程序

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第 19 条产业发展规划 

（1）产业发展思路 

从建设“旅游乡村”目标出发，以产业差异化发展为导向，补齐村庄发展短

板，找村庄致富门路，规划一产为基础，二、三产业为发展方向，合理发展农产

品延伸产业，以农产品初加工、储存和运输为主，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积极构建

农村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产业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品牌化、现代

化，增加村民收入，促进农村产业提档升级，提升村庄的核心竞争力。 

一产：基于农村发展现状，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巩固村庄粮袋子，丰富村庄

菜篮子，加大农产品科技支持力度，着力发展粮食作物种植、有机蔬菜种植等现

代农业，形成绿色农业经济。 

二产：以产业结构升级为导向，扩大产业发展规模，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延伸产业链条，立足村庄发展实际，大力发展蔬菜及农产品初加工、木材加

工、拖把生产等绿色高附加值的产业，实现一产服务二产，二产反哺一产的现代

产业新格局。 

三产：树立“大三产”的发展理念，利用区位和交通优势，整合黄河、湿地、

温泉、乡村等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打造的一处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婚庆娱

乐、研学科普、康体养生，研学拓展、生态宜居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旅游

产业园区。 

（2）产业规划布局 

农业种植区：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充分挖掘当地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推广实施有机蔬菜种植，加大有机蔬菜种植面积、农技集成、农机配套

等技术研发力度，重点种植高产易储存的蔬菜，提高农民收益。村庄北部普及水

肥一体化技术，形成高效农业示范区；注重耕地质量保护，继续打造高效规模农

业、精细化农业，通过绿色种植、无公害培育，打造高附加值绿色农产品为主的

生态农业示范区。 

生态林业区、风景旅游区：借助现有林地资源、黄河楼等，发展休闲康养生

态游。以附近安澜湾景区和天鹅湖景区为依托，规划旅游线路，为刘春村吸引更

多的游客。 

工业生产区：打造1+N的发展模式，构建一个平台、N项植根于刘春村产业发

展模式，致力于蔬菜等农产品初加工、家居饰品生产、木材加工等产业，通过转

方式、调结构，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生态颜值的现代工业，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打造“以工促农、以工带农”新局面，促进村域经济发

展，助推精准扶贫。 

综合服务区：村北利用优越的区位条件，依托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传统优

势，整合生产要素，大力发展商贸、物流、餐饮等服务产业形成具有一定特色,

结构合理的商贸服务区发展格局。 

农耕田园体验区、特色民居文化体验区：利用移动互联网，打造“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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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的营销模式。以“民宿”的思路重构乡村休闲旅游体系，打造富有地方特

色的民宿经营发展模式。融入本地文化，提升民居文化附加值，打造一个有意思

的农家生活体验区域。 

第四章国土空间管制 

第 20 条指导思想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

永久基本农田；通过土地大规模流转，提高土地规模化、集约化利用水平，系统

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盘活存量土地、强化节约集约用地、适时补充耕地，实

现乡村土地的高效流转；按照控制总量、优化增量、盘活存量、释放流量、实现

减量的要求，按照村庄布局规划的要求，对涉及刘春村内包括林地和农村宅基地

等在内的土地进行综合开发整理，实现生态环境整体提升、村庄建设用地整体减

量。 

第 21 条三区三线管控规划 

生态保护红线：村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3.3807公顷，生态保护红线区原则上按禁

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与保护

要求不符的既有建设应加快迁出，逐步疏解区内常住人口。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明确划定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线，总面积 55.2291 公顷。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严禁未经审批违法违规占用，有效稳定永久基本农田规模布局，提升耕地质量。 

村庄建设边界：即村庄集中开发建设不得突破的空间边界。充分协调村庄发

展需求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开发边界，总面积 35.8115 公顷。严格村庄开

发边界管理，各类新增建设用地不得在村庄开发边界外选址。 

第 22 条三生空间规划 

根据用地适宜性评价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依据《山东省

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2019）划定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建设空间三类

管控区。 

1.生态空间 

规划划定生态空间面积 44.9967 公顷。 

2.农业空间 

（1）规划原则 

坚持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建设占用耕地与开发整理增加耕地平衡的原 

则；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村庄建设边界，

不得突破上位规划设定的约束性指标及强制性要求； 

基本农田保护区片划定布局合理，数量保证，质量合格的原则； 

在土地利用上统筹兼顾各部门用地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彼此协调、相互

衔接，确保国家、省级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项目用地的原则； 

基本农田划定禁止划劣留优。 

（2）村庄农业空间 

规划划定农业空间面积 70.4043 公顷，，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有 55.2591

公顷。农业空间指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永久基本农田、一般

农田、设施农用地、农村道路等农业生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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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控要求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要求：村庄建设必须避让永久基本农田，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一般农业空间保护要求：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用的，应经村民小组确

认，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后，由镇政府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未经

批准，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

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3 建设空间 

（1）规划要点 

本着集约利用、集中完整的原则，参考现状集中村庄居民点建设边界，不突

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居民点用地边界，合理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统筹安排经营性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满足村庄需求，

吸引外来优质资源，实现产业兴旺； 

村庄建设空间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不冲突。 

（2）村庄建设空间 

规划划定建设用地面积 35.8115 公顷。村庄建设发展优先选择的地区，一般

为较为平整的、坡度较为平缓（小于 10%）的用地，其建设行为应根据资源环境

条件，科学合理地确定开发模式、开发规模、开发强度和使用功能。主要包括村

庄产业发展区、农村居民点建设区。 

第 23 条村庄土地整治规模 

对涉及刘春村土地进行综合开发整理，村庄土地整治共调整土地面积 11.0139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调整为农林用地规模为 0.4159 公顷，建设用地转换 0.9753

公顷；耕地转建设用地 8.1720公顷，农林用地内部调整规模 0.0654公顷。 

第 24 条生态修复 

以生态振兴为手段，突显“河、塘、田、林”整体生态格局。梳理现有“河、

塘、田、林”等各类生态要素，通过增绿、治田、理水等手段，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空间体系。对村南坑塘水面进行修复，保证水体连通性和安全性；严禁

向坑塘中乱倒垃圾，定期清除坑塘内杂物，改善村庄水环境；从保护生态角度出

发，对坑塘和沟渠周边采取林地防护和生态景观修复，种植水生植物和湿地植物，

通过梳理整合，打造集中的村庄生态休闲景观，形成“田宅相望、田园蔬香”的

整体生态意境。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商品林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

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第 25 条村庄土地整治措施 

以生态文明思想为统领，提高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在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落实农田整治、拆旧复垦等补充耕地任务，统筹

安排农业发展空间，推动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发展，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积极推

进农用地整理；按照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自然生态不破坏的原则，对

村域内各类破旧、闲置、分布散乱、利用低效、废弃的建设用地，根据土地适宜

性和周边土地利用情况，合理确定其规划用途，进行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对于

剩余建设用地、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严重的土地，按照适宜性原则确定

土地用途，进行土地复垦与土壤修复；对于部分分布零散或分布在建设用地周围

且符合相关发展规划的农用地，根据土地适宜性原则进行合理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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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村庄建设规划 

第 26 条农房建设规划 

（1）建设管理指引 

建筑风格：根据对传统民居建筑元素提取，确定村庄主色调以灰白色系为主。

尊重村民意愿基础上，提出新建、改建住宅满足灰瓦白墙的整体要求，对建筑体

量、风格、材质、色彩等进行管控，不强求建筑的构件、立面材质的统一，塑造

村庄整体空间景观意向。对质量较好的房屋结构安全，无危险点的房屋进行原址

保留，质量一般主体结构安全有个别危险点的房屋，进行修缮，质量较差的承重

结构存在危险的局部危房就行原址重修。 

管理原则：村庄农房采用高标准统一建设，根据道路及建筑界限，正确处理

好村庄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改善碎片化的现状建设情况，以求保证村庄格局

的完整性。同时在尊重自然生态肌理的基础上，通过对现状乡村肌理的研究分析，

提取图底关系，梳理出开敞空间，分析当地村居布局形态，作为农房建设的设计

依据。 

传承肌理：方案的设计充分尊重地方自然形成的乡村肌理，并以其为基础进

行农房建设规划的优化和改造，充分满足现代生活居住需要，宜人宜居。 

（2）规划设计 

空间组织：优化村庄整体空间格局和景观风貌特征，加强沿水沿路等自然景

观风貌的引导，对房前屋后庭院空间提出植物种植等设计引导，住宅围绕道路、

绿化组织，整体呈集聚布局，结合南北向中心轴线，使每个居民楼都拥有景观资

源。公共服务建筑设在主入口两侧，方便居民生活及对外展示；优化住宅户型；

优化邻里结构，提取和继承传统村庄的灵活肌理，以错落有致的基本居住单元实

现社区空间的可识别性和舒适性。 

文化融入：融入地域乡土文化，村庄总体布局，从多方面入手，结合建筑细

部元素，区域景观节点，将乡土文化融入到村庄规划布局，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

色的乡音村韵。 

建筑朝向、间距及后退道路距离：建筑采用坐北朝南方向。建筑间距满足日

照间距的要求。 

（3）农房设计 

宅基地：确定村民按“一户一宅”的标准，严格控制新建住宅，采用统一的

建筑风格。 

外观设计：结合现代审美特点，提炼高青传统民居建筑要素，通过门头、山

墙、屋顶等细节的传承和提升，整合构建两层灰瓦白墙的高青县新民居意向，打

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房屋造型简洁适用美观，识别性明显，采用坡屋顶，能

反映农村住房特点，同时满足抗震要求。 

户型设计：规划区位于北方地区，全面落实节地、节材、节能、节水和环境

保护等要求，故住宅平面布局以南北向为主，利于保温、隔热和通风；户型设计

以实用、灵活为根本原则，同时通过多种设计手段提高户型品质。平面布局规整、

大气，体形系数较小；户型设计中强调采光和通风的重要性，做到各套型均为南

北通透，保证了良好的日照。户型内部功能分区明确，动静干扰较少。在保障舒

适度的前提下压缩走道交通面积，合理划分动静分区、洁污分区，巧妙安排储藏

空间，提高户型使用系数和得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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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对接村民，上下传导，寻找贴合乡土村居的户型设计。设有厅堂、厨房、

卫生间、储藏间等功能用房，方便使用。以庭院为交通核心，房间全部南向，设

置绿化区，空间灵活，轴线对称，风格庄重实用；空间层次丰富，南向客厅宽敞

通透，老人房方便实用。 

第 27 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及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共计 1.9191 公顷。

规划卫生室、便民超市、社区文化中心、健身广场、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新建

居住区规划应按“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成片、

规模布置，以人为本，形成生活环境好、生活设施齐全、基础设施标准高的现代

化生活居住区，实施“居住社区化、社区规模化”的居住用地布局理念。 

（1）优化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村内规划超市分布在村庄主要道路两侧，布

局集中，服务便捷。 

（2）规划社区文化中心与卫生室、村委等公共服务设施集中设置。 

（3）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不得随意

占用。 

第 28 条道路交通规划 

（1）规划原则和目标 

提高道路技术等级，建设枝状与网络型结合的路网格局，将交通基础 

设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变为适度超前。 

合理组织对外交通及村内交通，提供相应的停车设施，完善对外交通道路等

级。 

建设道路的同时，保护村域内的生态环境，尽量减少交通对自然环境干扰和

破坏。 

（2）道路系统规划 

继承村庄内部传统路网格局，同时考虑到消防通道的要求，严禁生产和建设

侵占路面。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在村庄内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退后 2米。道

路规划把悠久的村落结构肌理继承发展下来，使其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整合沿

道路两侧的建筑，使之成为连续的街道界面。沿主干道布置绿化，从而形成活泼

舒适的村庄街道环境。 

村庄路网系统比较完整，已全部硬化，村庄道路等级分明，路宽适中，分为

主干路、次干路和村庄生产道路三级，呈网格道路系统。从而形成两条主干路，

多条次干路，宅前路联通住户，形成出行方便的道路系统。 

第 29 条绿化景观规划 

（1）整体环境绿化 

村域范围内加强对河流周边绿化，加强绿化建设和生态景观控制。村庄其他

外围形成乔木林区、作物种植为一体的绿化景观带。 

（2）防护功能 

建设边界与农田之间应重视生态抚育，设置绿林带。 

（3）村内景观规划 

形成“ 一带一轴多节点”的景观系统。 

“一带”即沿沟渠景观带； 

“一轴”即由“一心两节点”串联一条景观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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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节点”即特色民居文化体验区、风景旅游区。 

第 30 条基础设施规划 

村内设置给水、污水、雨水和电力电信管线。地下管线的走向，宜沿道路或

主体建筑平行布置，力求线型顺直、短捷和适当集中，尽量减少转弯，并应

使管线之间及管线与道路之间尽量减少交叉。 

各种管线的埋设顺序应符合下列原则：离建筑物的水平排序，由近及远

为：电力管线或电信管线、给水管、雨水管、污水管。各类管线的垂直排序，

由浅入深宜为：电信管线、电力电缆、给水管、雨水管、污水管。 

（1）给水设施 

村庄给水由常家镇市政供水管网供给，自南向北由给水管网输入每户，

管网沿村庄主要道路成枝状网布置。给水管规划采用 PE 给水管，规划给水

主干管要考虑对周围区域给水需求预留，根据本地气候条件，给水管道在人

行路下覆土埋设深度不小于 0.6m，在车行路下不小于 0.7m。给水管道最大管

径 200mm。 

总用水量估算：村庄总用水量远期至 2035年为 71.42m3/d。 

配水管网：配水管网干管管径为 DN300，支管 DN200，采用环状+枝状网供水

方式布置管道，供村内各用水点。 

（2）排水工程 

排水体制：规划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处理达标后用于道路绿化、农业

灌溉等。雨水通过雨水排水边沟就近排入水体。 

雨水规划 

雨水设计流量采用小汇水面积暴雨径流计算公式： 

Q=q.Ψ.F (L/s) 

式中：Q——设计流量（L/s）； 

q——设计暴雨强度（L/s.ha）； 

Ψ——径流系数，采用 0.6； 

F——汇水面积（ha）。 

暴雨强度公式采用淄博市暴雨强度公式： 

q=65.512+52.455lgp/ (t+22.378)1.069 

式中： 

q —— 设计降雨强度（升/秒·公顷）； 

p —— 设计重现期（年）； 

t —— 历时（分钟）。 

雨水管网：采用暗沟方式收集雨水，雨水沿地表径流流入雨水管道，自两侧

向中间，由北向南排向村庄南部，雨水就近排入河流及附近农田，下渗作为水资

源的补充。 

雨水检查井设置距离不大于 40m，雨水口间距按照不超过 25 米设置，根据

实际需要具体布置；雨水口井深度一般采用 0.6m-0.8m，最大 1.0m，采用 750mm

×450mm 的标准铸铁蓖平蓖式雨水口。 

污水规划 

生活污水量按生活用水量的 85%计，总污水量远期为 60.70m³/d。 

污水处理设施：现有的农村污水处理方法有：高效藻类塘、生物滤池、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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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无动力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地下土壤渗滤系

统等，根据村庄实际，本规划采用无动力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在原污水处

理基础上增加三处污水处理设施，实现村庄污水处理全覆盖。 

本规划生活污水经过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出水水质执行《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标准的 A 标准。处理

后污水作为农田灌溉、景观绿化用水、消防给水等；工业企业产生工业污水较少，

以生活污水为主。 

污水管网：污水管网采用枝状布置，规划污水主干管要考虑对周围区域污水

接入的预留，污水干管管径为 DN600，支管 DN400，沿村内主次要道路布置管道，

管道依据地形坡度铺设，坡度不应小于 0.2%，以保证污水重力自流的要求；同时

应防止因地形坡度过大，冲刷管道或管道露出地面，避免穿越场地，公路和河流，

并应设置检查井。根据本地气候条件，污水管管顶覆土不小于 0.7 米，污水管规

划采用钢筋混凝土管。 

（3）电力工程 

刘春村规划期末预计共有 263 户，户籍人口 751 人，常住人口 621 人，属于

B 类供电区域，负荷按照 2.8-3kW/户取值，根据负荷预测值，结合用电需求增长，

目前变压器基本满足村庄用电要求，另外新增一处变压器，变压器可选用箱式变

压器，电力引自黑里寨镇电力管网，电力线规划从村庄东部主出入口接入黑里寨

镇政府电力管网系统，村庄内部电力线以地埋电缆接入各住宅，最小覆土深度为 

0.5m，电力线布置在的道路或绿化带以下。 

村庄道路两侧绿化带或人行道上设置路灯，主干道路灯间距 40m，次干道为

50m，在广场、水域处结合街景、水景设置庭院灯、造型灯。路灯控制为手动、联

动及时控、光控的减半控制，以利于节约用电。 

（4）电讯工程 

电讯管网规划从村庄东部主出入口接入镇政府电讯管网系统，电讯线以地埋

电缆接入各住宅，规划电讯管线为采用形式为七孔管或九孔管。住户电话按局号

一户一线考虑，电话部数为 284 部，在社区内采用固定交接配线方式，接区基础

上配置电话交接箱，用户电话线都经电话交接箱分配。 

电讯线为综合管道，内含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有线电视等多家运营商的

管线，在社区单元口配置电讯配线分线盒分给用户使用。规划最小覆土深度为 

0.4m。电讯线布置在村庄道路或者绿化带以下。 

（5）环境卫生设施 

按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资源利用、就地减量等要求，确定生活垃圾收

集处理方式为：垃圾收集到中转站集中处理。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为 100 米。

结合社区公共活动场所，合理布置公厕，服务半径为 300 米。垃圾收集点、公厕、

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不得随意占用。 

（6）燃气工程规划 

村庄燃气管网规划采用天燃气中压系统，布置形式采用枝状布置，规划燃气

管管径 DN150。燃气管线规划村庄南部出入口接入镇政府燃气管网系统，在村庄 

内部经中低压调压站进入用户管网，供用户使用。根据本地气候条件，燃气管管

顶覆土不小于 0.6 米，燃气管规划采用 PE管，规划布置在村庄道路和绿化以下。 

第 31 条综合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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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洪工程设施规划 

根据刘春村的实际情况，结合《防洪标准》（GB50201），防洪标准规划为 10 

年一遇设防。 

对现状村域内农田灌溉干渠进行综合治理，清理垃圾杂物，对河渠两侧进行

清理整治，保障行洪通畅。尽量与交通规划和区域防洪规划相结合，充分利用交

通道路和原有河渠的堤岸，一堤多用，少占耕地。 

（2）抗震规划 

规划区内所有建筑按地震裂度 7 度进行设防。原有建筑达不到设防标准要有

计划的拆除，如短期内不能拆除的要求采取加固措施。在规划中选择对抗震有利

地形进行建设。健全完善生命线系统，保证生产和生活正常运转，并提供基本服

务系统。提高生命线工程（如供水、供电、通信、救护中心等）设施的抗震能力，

以利于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和居民生活的尽快恢复。结合风貌塑造及建设，增

加公共绿地及广场建设，作为紧急避难场所，开辟乡镇的疏散通道，提高避震应

急能力。村庄建设的同时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以确定抗震要求，并认真实施。 

（3）地质防灾规划 

应贯彻执行“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在进行开发建设时应

避免大挖大填，应按规范进行挡护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各类建设用地安排应以可

靠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为依据。工程建设应尽量避让不良地质，消除地质灾害安

全隐患。 

（4）消防规划 

消防规划主要包括居民点和林地两方面，其中集中居民点要保证消防通道的

畅通，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达到国家标准：消防通道最小净空 4m×4m。消防通

道的宽度和转弯半径，均应满足消防车辆通行要求。消防通道交叉口缘石半径应

在 6m 以上；居民住宅建筑应考虑防火要求，建筑物间距要满足消防设计规范；

较大柴草、饲料堆与电气设施、电线、建筑物及其他柴草、饲料堆的间距不小于 25 

米，并且安置在主导风向的下风向；结合各级道路设置逃生通道，利用广场和空

闲地，设置应急避难场所；经常向居民进行防火宣传，提高居民防火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林地消防要保证防火通道的畅通，在村域内设置森林防火站，防控森

林火灾。 

村庄规划设置消防值班室，以“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指导思想，并在村

庄建设义务消防队，配备消防通信设备和灭火设施，村庄内不得设置生产、储存

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 

 



14 
 

第六章近期建设及实施对策 

第 32 条近期建设 

规划近期期限为：2023 年-2025年 

结合村庄发展情况，从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农房建设等方面对近期

建设项目进行梳理，近期重点是安置区居民点建设、改善村民生产条件以及优质

工厂建设。统计退耕的宅基地数量，合理在本村进行安置，开展规划实施工作。

进行土地开发、农田整治，提升耕地亩产能力，同时促进特色农业发展。加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完善村落内的基础设施，配合

进行村落的街巷整治和修缮，整治村落周边环境，改善脏、乱、差区域，营造优

美的生活环境。结合管网供水系统，在重点消防区域设置室外消火栓。 

第 33 条规划实施 

加强管理与宣传。各级政府应积极发挥组织管理、协调作用，制定宣传计划，

开辟宣传专栏，及时宣传村庄建设的重大意义，加强对村庄的指导、监督、管理，

在规划通过后严格按规划实施。 

群众参与，村民自觉。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农民自愿，村民自治，在规划

过程倾听农民意见，在规划前期、中期、后期都积极吸收群众意见，尊重当地风

俗习惯，力求规划切合实际，让农民接受，规划完成后，通过公开展示，深入宣

传，以村规民约的方式确定规划，使规划具有约束力和形成执行规划的自觉性。 

以鼓励代替强制。规划制定完成后，鼓励农户自主申报改造项目，自行投资、

投劳，与农户自己完成的工作量挂钩，多完成多补助，少完成少补助，不行动不

补助，提高农民积极性。 

选准切入点。在建设中研究农民的迫切需求，先易后难，先选择较易实施、

易见成效、群众意见最大的项目进行整治。 

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实行规范操作，使新农村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

化和科学发展轨道。成立村庄建设农民理事会，主持村庄建设和调解矛盾纠纷。

理事会主要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和农村能人中有声望、有公心的人组成。

通过建立规章制度，使理事会自主管理、民主决策、大胆工作，在乡村振兴过程

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 34 条规划效力 

规划区范围内的建设都必须遵守本规划，并应符合国家、山东省、淄博市、

高青县现行的有关标准与规范。 

第 35 条成果形式 

规划成果包括文本、图件。文本和图件需同时使用，具有同等法律效，不得

随意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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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附则 

附表一：规划控制指标表 

规划控制指标表 

序号 指标 规划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1 户数 170 263 54.71% 预期性 

2 户籍人口数（人） 680 751 10.44% 预期性 
3 常住人口数 （人） 570 621 8.95% 预期性 
4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公顷） 10.11 12.94 27.99% 约束性 

5 户均宅基地面积（㎡） 343.76 303.03 -11.85% 约束性 
6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85.94 106.12 -23.48% 预期性 

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顷） 0.5982 1.9191 220.81% 预期性 
9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55.2591 55.2591 0.00% 约束性 
10 耕地保有量（公顷） 86.5176 65.3832 -24.43% 约束性 

11 林地保有量（公顷） 34.1958 25.7260 -24.77% 预期性 

注：表中的“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以户籍人口计算；“户均宅基地面积”中宅基地不包含宅旁绿地等其 
他用地。 

附表二：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面积单位：公顷，比例单位：%） 

地类 
基期：2022年 远期：2035年 规划期内增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本村

集体

所有

用地 

农林

用地 

耕地 
水浇地 45.1064  23.54  25.0069  13.05  -20.0995  -44.56  

小计 45.1064  23.54  25.0069  13.05  -20.0995  -44.56  

园地 
果园 0.5681  0.30  0.2525  0.13  -0.3156  -55.55  

小计 0.5681  0.30  0.2525  0.13  -0.3156  -55.55  

林地 

乔木林地 18.1932  9.49  15.7140  8.20  -2.4792  -13.63  

其他林地 5.9997  3.13  1.6715  0.87  -4.3282  -72.14  

小计 24.1929  12.62  17.3854  9.07  -6.8074  -28.14  

草地 
其他草地 0.9411  0.49  0.7898  0.41  -0.1513  -16.08  

小计 0.9411  0.49  0.7898  0.41  -0.1513  -16.08  

其他

农用

地 

村道用地 1.9601  1.02  1.3974  0.73  -0.5627  -28.71  

种植设施建设用

地 
0.3280  0.17  0.3139  0.16  -0.0141  -4.30  

畜禽养殖设施建

设用地 
0.1266  0.07  0.1266  0.07  0.0000  0.00  

坑塘水面 2.7331  1.43  1.4987  0.78  -1.2344  -45.17  

沟渠 4.1646  2.17  2.7849  1.45  -1.3797  -33.13  

田间道 0.2156  0.11  0.1465  0.08  -0.0690  -32.02  

小计 9.5279  4.97  6.2680  3.27  -3.2599  -34.21  

合计 80.3362  41.92  49.7026  25.94  -30.6336  -38.13  

建设
用地 

农业
设施
建设
用地 

乡村道
路用地 

村庄
内部
道路
用地 

0.5871  0.31  0.6316  0.33  0.0445  7.58  

小计 0.5871  0.31  0.6316  0.33  0.0445  7.58  

居住

用地 

农村宅

基地 

一类

农村

宅基

地 

5.8439  3.05  7.9698  4.16  2.1259  36.38  

农村社

区服务

设施用

地 

农村

生活

服务

设施

用地 

0.2469  0.13  1.5787  0.82  1.3318  539.42  

农村

公园

与绿

地 

0.0000  0.00  0.0966  0.05  0.0966  - 

小计 6.0907  3.18  9.6451  5.03  3.5543  58.36  

工矿

用地 

工业用

地 

一类

工业

用地 

1.8786  0.98  1.6128  0.84  -0.2658  -14.15  

采矿用地 0.3463  0.18  0.2715  0.14  -0.0748  -21.59  

小计 2.2249  1.16  1.8843  0.98  -0.3406  -15.31  

仓储

用地 

物流仓

储用地 

一类

物流

仓储

用地 

0.5820  0.30  0.0000  0.00  -0.5820  -100.00  

小计 0.5820  0.30  0.0000  0.00  -0.5820  -100.00  

交通

运输

用地 

公路用地 0.5842  0.30  0.7356  0.38  0.1514  25.92  

小计 0.5842  0.30  0.7356  0.38  0.1514  25.92  

公用

设施

用地 

供电用地 0.0431  0.02  0.0431  0.02  0.0000  0.00  

小计 0.0431  0.02  0.0431  0.02  0.0000  0.00  

合计 10.1120  5.28  12.9397  6.75  2.8277  27.96  

自然

保护

保留

湿地 
内陆滩涂 5.1260  2.67  0.0260  0.01  -5.1000  -99.49  

小计 5.1260  2.67  0.0260  0.01  -5.1000  -99.49  

合计 5.1260  2.67  0.0260  0.01  -5.1000  -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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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合计 95.5743  49.87  62.6683  32.70  -32.9060  -34.43  

非本

村集

体所

有用

地 

农林用地 58.6392  30.60  54.6731  28.53  -3.9661  -6.76  

建设用地 26.4193  13.79  22.8718  11.94  -3.5476  -13.43  

自然保护保留用地 10.9993  5.74  10.9993  5.74  0.0000  0.00  

合计 96.0578  50.13  88.5442  46.21  -7.5136  -7.82  

城镇开发边界（城镇集中建设区） 40.4196  21.09  40.4196  21.09  0.0000  0.00  

总计 191.6321  100.00  191.6321  100.00  0.0000  0.00  

备注：规划目标年地类面积不含城镇开发边界（城镇集中建设区）。 

注：一类村庄宅基地、二类村庄宅基地应统计宅基地、宅旁经人工修整的绿地以及附属道路等； 

村庄中独立且面积＜400 ㎡的非休憩功能的绿地（如生态林地、自留地等）应纳入村庄公园与绿地用地统计； 

各类用地的含义见《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附表三：生态修复与土地整治一览表 

土地整理调整表 

整理类型 调整面积（公顷） 

建设用地整理 

建设用地转耕地 0.4159  

建设用地转建设用地 0.9753  

小计 1.3912  

农用地整理 

耕地转建设用地 8.1720  

林地转耕地 0.0350  

林地转建设用地 0.4089  

其他农用地转建设用地 0.9764  

其他农用地转林地 0.0082  

其他农用地转其他农用地 0.0222  

小计 9.6227  

高标准农田建设 66.2190  

合计 77.2329  

 

附表四：近期建设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空间位

置 

用地面积（公

顷） 

资金规模（万

元） 

实施年

限 

项目层

级 

备

注 

农用地整理 

刘春村坑塘整

治 
村内 0.0222  2 2023 村级 

 

高标准农田 村北 66.2190  300 
2024-20

25 
乡镇级 

 

建设用地整

理 

废弃工业复垦 村内 0.2658  
 

2023 村级 
 

废弃工矿复垦 村内 0.1501  
 

2023 乡镇级 
 

农房建设 
刘春村住宅一

期 
村东南 1.9327  

 
2023 村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