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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以下简

称《规划》）于 2011年 4月获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之后开

展了规划调整完善和规划修改工作，并分别于 2017年 5月

和 2019年 4月获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规划》自批准实施

以来，全市增强了按照规划用地、管地的意识，在严格保护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基础上，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

用地需求，推动了社会事业发展和进步。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原经济区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邢台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进入

新的阶段，特别是针对中心城区，邢台市提出要全面提升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水平，做大做美中心城市，并制

定了《邢台中心城市十大标配工程重点推进和建设实施方案

（2020-2022年）》，提升城市能级。为了适应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用地需求，落实 2019 年 9 月 29 日和 2020 年 12 月

11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追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

用地规模的通知》追加的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 700.67公顷，

同时对中心城区布局进行调整。邢台市立足全市实际，对现

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编制形成《邢台市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9-2020年）修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全面分析了全市 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总结



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修改方案

2

全市及中心城区规划实施情况，从全市实际情况出发，坚持

保护优先，节约集约的原则，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追加建设

用地规模，确定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布局调整方案，核定规划

单独选址重点建设项目。在此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规划修改

的可行性，制定了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同时，2020 年 6 月

2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调整邢台市部分行政区，将桥东区

更名为襄都区；将桥西区更名为信都区；撤销邢台县，将原

邢台县的豫让桥街道、晏家屯镇、祝村镇、东汪镇划归襄都

区管辖，将原邢台县的南石门镇、羊范镇、皇寺镇、会宁镇、

西黄村镇、路罗镇、将军墓镇、浆水镇、宋家庄镇、太子井

乡、龙泉寺乡、北小庄乡、城计头乡、白岸乡、冀家村乡划

归信都区管辖；撤销任县，设立任泽区；撤销南和县，设立

南和区。根据行政区划调整情况，本方案对涉及县（区）名

称进行了相应修改。

《方案》以 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规

划期限为 2009-2020年，规划目标年为 2020 年，规划范围

为邢台市行政辖区全部土地，总面积 12433.2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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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自然地理条件

邢台市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地处太行山脉和华北平原交

汇处，太行山脉南段东麓，华北平原中部。东以卫运河为界

与山东聊城、德州相望，西依太行山与山西晋中毗邻，南与

邯郸相连，北同石家庄、衡水接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原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中的重要节点城市。境内地势

总体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山地、丘陵、平原阶梯排列，三者

比例约为 2:1:7。西部以太行山东麓山区和山前丘陵区组成，

中部以山前冲积平原为主，东部则为子牙河和古黄河系冲积

平原。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复杂多样的土地资源类型，

对邢台市农、林、牧、副、渔业综合发展和土地利用多样选

择提供有利条件。交通便利，京广铁路、京九铁路、京广高

铁、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以及 106、107国道纵贯南北，

邯黄铁路、青银高速、邢临高速、邢衡高速、邢汾高速横贯

东西，构成了“东出西联、南承北接”的交通枢纽。

（二）经济社会条件

全市辖 4个区、2个县级市、12个县及 1个省级经济开

发区（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2019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

801.37万人，常住总人口 739.5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 401.04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4.23%。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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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119.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283.54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833.07 亿元，第三产业

增加值完成 1003.35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上年的

13.6:39.9:46.5 调整为 13.4:39.3:47.3。地区生产总值全省排

名第 7 位，经济增速全省排名第 6 位。全市人均生产总值

28707元，比上年增长 6.6%。全市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283.8

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233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15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798元。

全市在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基础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按

照老城提品质、新区出亮点、城镇强特色的要求，全面优化

中心城区发展格局，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水平，

着力做大做美中心城市，加快邢东新区“两园、三配套、五

中心”公建项目，全力谋划高铁门户、CBD、城市地标、城

市阳台等十大城市标配建设，提升城市能级。太行山高速邢

台段在全省率先通车，大外环实现部分通车。主城区新改建

道路 58条，贯通断头路 28条。大力推进城市公园、街头游

园建设，厚植“绿满邢襄、水润古城”生态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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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实施情况

（一）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邢台市 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全市土地

总面积 1243325.97公顷，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如下：

农用地面积 929542.8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4.77%。

其中，耕地 694129.48公顷（1041.19万亩），占农用地面积

的 74.68%；园地 54296.55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5.84%，

主要是果园；林地 132644.39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14.27%，

主要是有林地；牧草地 13.85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比例很

小，主要是天然牧草地；其他农用地 48458.56 公顷，占农

用地面积的 5.21%，以农村道路、沟渠为主。

建设用地面积 188294.6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5.14%。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163929.18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87.06%，包括城镇用地 28395.58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127416.37 公顷、采矿用地 8117.23 公顷；交通水利用地

22535.94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11.97%，包括铁路用地

1575.71公顷、公路用地 15436.52公顷、机场用地 24.85公

顷、管道运输用地 27.41公顷、水库水面 2542.38公顷、水

工建筑用地 2929.07公顷；其他建设用地 1829.56公顷，占

建设用地面积的 0.97％。

其他土地面积 125488.4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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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水域 27344.10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21.79%，自

然保留地 98144.36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78.21%，以其

他草地为主。

（二）主要规划指标执行情况

1、耕地保有量及补充耕地情况

2018年，全市耕地面积 694129.48公顷（1041.19万亩），

比规划确定的 2020 年规划目标 643333.33 公顷（965.00 万

亩）多保护 50796.15 公顷（76.19 万亩），完成了上级下达

的耕地保护任务，守住了耕地红线，保障了地区粮食安全。

2009-2018年，全市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10225.15公

顷（15.34万亩），全市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9186.57公顷

（13.78万亩），通过土地整理、开发、复垦等方式及时补充，

保证了耕地占补平衡。

2、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规划确定 2020 年全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保持在

539666.67公顷（809.50万亩）以上，截止 2018年，全市实

际保护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542120.29（813.18万亩），在落实

规划确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基础上，多保护了

2453.62公顷（3.68万亩）。

3、建设用地指标情况

2018年，全市建设用地面积 188294.68公顷，比规划确

定的 2020年规划目标 184576.00公顷超出 3718.68公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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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设用地面积 163929.18 公顷，比规划确定的 2020 年规

划目标 159463.11公顷超出 4466.07公顷；城镇工矿用地面

积 36512.81公顷，比规划确定的 2020年规划目标 61023.73

公顷低 24510.92 公顷。综上可知，全市建设用地及城乡建

设用地规模突破规划控制指标，主要是规划实施以来，一方

面重大建设项目的相继落地，如石武客运专线、京港澳高速

改建、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等，使得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点面积不减反增导致，这与农村居民点整

治力度不足有关。落实到减量发展

4、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情况

2009-2018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6214.85公顷，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9186.57公顷（13.78万亩），两项指

标均未突破规划规划确定的 2020年规划目标 25339.67公顷、

16690.23公顷。

（三）中心城区规划执行情况

2018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面积 14483.85公顷，与规

划 2020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控制规模 18186.86公顷相比，

未突破规划指标，剩余规模 3703.01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 12436.40 公顷，比规划确定的 16290.62 公顷低 3854.22

公顷，未突破规划目标。

中心城区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16855.11公顷，结合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城镇开发边界内城镇建设用地 5506.8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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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城镇开发边界内，存在农村居民点用地 4468.62公顷，

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通过城中村改造等方式，转化为城镇建

设用地，推动城市发展。

从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来看，中心城区空间发展基本在城

镇开发边界内进行，其中城镇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原有主城

区，南水北调干渠以东，高铁以西，邢州大道以南和百泉大

道以北区域，七里河以南区域产业集聚的趋势也日渐明显，

高铁以东围绕高铁站的开发建设已经陆续展开，但是开发边

界内城中村改造的任务仍然较为艰巨。随着邢东新区路网建

设全面铺开，且东部开发建设条件较好，未来高铁以东区域

将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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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修改的必要性分析

规划的批准实施，在保障项目用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指导和保障作用。“十三五”规划末期以及“十

四五”谋划初期，全市仍将统筹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生产、生活用地需求不断上升。为了适应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确保基础设施、十大标配工程用地

以及产业用地需求，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

（一）完善交通路网建设，促进城区集聚发展的需要

全市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目标，坚持协同发展交通

先行理念，逐步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中心城区路网

建设，提升“五星”道路与中心城区主干道的联通能力，促进

中心城区集聚发展。为合理配置资源，需要对现有用地布局

进行适当调整，主要保障河盛大街环湖路、泉北大街东延、

公交首末站等城区重要路网及公交场站等的用地需求，进一

步强化交通网络支撑，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均衡性。

（二）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提升生活品质的需要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市牢固树立“生态为

底、产业为基、文化为魂、人民为本”的工作理念，以整体

融合、特殊突出、发展提升为原则，推进高铁门户、迎宾大

道、城市地标、CBD、城市阳台、城市绿道、文化街区、步

行街、未来社区、特色小镇等十大标配工程建设。通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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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保障七里河沿岸的运动公园和竹园、狗头泉公园、城南

公园、邢东新区会展中心建设的用地需求，促进山水资源与

城市空间的有机融合，让城市更繁荣、更舒朗、更生态、更

文明、更宜居。

（三）推进城市更新改造，保障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

围绕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区的目标，全市完善城市功能，

全面优化中心城区发展格局，积极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按照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分片区、分阶段的对城中村、

旧城区进行开发改造，并逐步加大改造力度。为了改善城区

环境以及改变邢州大道道路两侧景观形象，需要对现有邢东

新区区域的李道村以及信都区范围内的监狱片区进行改造，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四）落实产业项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为邢台市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承接产业转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难得的

机遇。根据全市“十三五”发展目标，到 2020年全市生产总

值达到 2500亿元以上，适应新发展、新形势，邢台市建设

邢东新区战略发展平台，推动邢东新区和开发区产业发展及

升级，本次规划修改需保障市政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

支撑调整全市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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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原则与依据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坚守发展、生态和民生三条底线，坚持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通过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修改，优化土地开发空间格局，统筹区域之间、城

乡之间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强化规划管理和用途管制，

提升土地资源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保障能力，加快建

设经济强市、美丽邢台。

（二）指导原则

1、总量平衡原则

规划修改确保规划约束性调控指标的落实，保证规划修

改后耕地保有量不降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量不突破省追加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2、布局限制原则

规划修改严格坚守耕地保护制度，并确保生态安全底线，

不改变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不占用生态保护区以及生态保护

红线。

3、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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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严格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相关要求、准入条件

和行业用地标准，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核心，严控总量、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集约高效。

4、公众参与原则

规划修改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广泛听取规划

修改涉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并对规划

修改方案进行充分听证、论证，提高规划修改的可行性与可

操作性。

5、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原则

按照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

境保护等要求，合理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总体布局，

发挥土地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最佳效益。

（三）相关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2、相关政策依据

（1）《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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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土资发〔2014〕119号）；

（3）《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2019年修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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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

平衡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3号）；

（6）《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

（7）《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

改调整和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4〕20号）；

（ 8）《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3-2010）；

（ 9）《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4-2010）。

3、相关规划

（1）《邢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调整

完善方案》；

（3）《邢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修改

方案》；

（4）《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

（5）《邢台中心城市十大标配工程重点推进和建设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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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2020-2022年）》；

（6）《邢台市邢东新区总体规划纲要（2015-2030）》；

（7）《河北省普通干线公路网布局规划（2013-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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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修改方案

本次规划修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域规划指标的

修改，落实上级追加的建设用地总规模 700.67 公顷，对涉

及各县（区）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

工矿用地规模等规划控制指标进行修改，下达到涉及各县

（区），由各县（区）落实建设用地规模。二是中心城区布

局优化的调整，按照全市对主城区发展需要，保障交通、十

大标配、产业等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需求，对中心城区现有建

设用地规模及布局进行调整。其中调出建设用地 100.7599

公顷，涉及 11个地块；调入建设用地 100.7599公顷，涉及

34个地块。三是市域重点项目的修改，按照基础设施建设

需求，对全市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了修改，增加了 3个公路用

地项目。

（一）市域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修改情况

根据 2019 年省政府批准的规划修改方案，全市 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为 184576.00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59463.11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61023.73公顷。依据

2019 年 9 月 29 日和 2020 年 12 月 11日《河北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追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的通知》，本次

共落实追加建设用地规模 700.67 公顷（其中，威县 308.67

公顷、南宫市 65.33公顷、内丘县 38.67公顷、隆尧县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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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任泽区 140.00公顷、柏乡县 80.00公顷）。本次规划

修改后，全市 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为 185276.67 公顷，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60163.78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61724.40公顷。本次仅对市级指标进行修改，具体由涉及县

（区）落实。

（二）中心城区规划修改情况

中心城区控制范围内土地总面积 27301.55 公顷，涉及

新行政区划的襄都区、信都区、南和区、任泽区、沙河市 5

个市（区），涉及原土地规划范围的桥东区、桥西区、开发

区、邢台县、南和县、任县、沙河市 7个县（区、市）。其

中，按照原土地规划范围，桥东区和开发区全部位于中心城

区控制范围内。修改前，规划 2020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

规模控制在 18186.86公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6290.62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 14144.11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

用地 1896.24公顷。

1、原有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优化调整

本次规划修改，主要将中心城区南侧以及邢东新区暂无

用地需求的规划建设用地调出，恢复为现状地类，调出的规

划建设用地规模主要用于完善交通路网及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中心城市十大标配工程建设、支持重点产业项目用

地等，共调出建设用地规模 100.7599 公顷，调入建设用地

规模 100.7599公顷。本次调整地块均不涉及河道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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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2、修改后主要规划情况

（1）修改后耕地保护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共占用现状耕地面积 65.5017

公顷。2018年，中心城区耕地面积 9918.9700公顷，规划修

改后中心城区耕地面积 9853.4683 公顷，比规划确定的

6397.4600 公顷多 3456.0083 公顷，不影响耕地保护目标任

务实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面积 65.5017公顷，平均国家利

用等别为 9.78；调出地块可恢复耕地面积 90.6783公顷，平

均国家利用等别为 9.30，调出地块恢复耕地数量及质量均高

于调入地块占用，规划修改后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

（2）修改后建设用地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后，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 18186.86 公

顷，与修改前一致。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16290.62 公顷，与

修改前一致；城镇工矿用地 14148.64 公顷，较修改前增加

4.53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修改后为 2141.98公顷，较修改

前减少 4.53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修改后 1896.24

公顷，与修改前一致。

（3）城市开发边界修改情况

原规划划定中心城区城市开发边界面积 16855.11公顷，

本次规划修改调整地块尽量避免占用城市开发边界，不涉及

对城市开发边界的修改。根据地块调整情况对管制分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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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修改，修改后城市开发边界内允许建设区 13735.86公顷，

占城市开发边界面积的 81.49%；有条件建设区 1927.22公顷，

占城市开发边界面积的 11.43%；限制建设区 1192.03公顷，

占城市开发边界面积的 7.07%，主要是公路用地。城市开发

边界内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占允许建设区面积的 14.03%。

（三）市域重点建设项目修改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共新增重点建设项目 3 个，分别为 S341

德州至昔阳公路獐獏至岗地段、人民大街和松柏路，已列入

重点项目表，并示意标注到规划图上。新增重点建设项目优

先使用空闲、闲置用地，尽量少占或不占优质耕地，避让永

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各类保护区。

规划修改后，规划期间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共 91个，涉

及公路项目 47个，铁路项目 3个，机场项目 1个，水利设

施项目 13个，管道工程项目 4个，电力能源项目 18个，其

他项目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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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划修改的可行性分析

（一）对规划目标影响分析

1、对耕地保护目标及质量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

护耕地”的基本原则，严格依据“冀国土资办字〔2014〕20

号文”的要求，确保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规划修改后全市

耕地保有量目标保持 643333.33公顷不变。

2、对永久基本农田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修改前后永久基本

农田的数量、布局和质量没有变化，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未

产生影响。

3、对建设用地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主要是对建设用地布局进行局部调整，上

级追加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700.67 公顷，重点保障重点

项目用地需求，新增建设用地主要安排用于近三年急需开工

建设、市委市政府关注的重点项目等，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调整后，全市建设用地规模 185276.67公顷，未突破

上级下达的控制指标。规划期间，通过严格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严把用地门槛，鼓励优先使用存量土地，控制建设用地

无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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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土地利用布局影响分析

1、对耕地布局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根据拟安排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邢东新区现状建成区周边，耕

地恢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及邢东新区外围耕地集

中连片的地区。规划修改后，耕地布局更加集中，有利于农

业规模化生产和耕地质量提升。

2、对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修改前后永久基本

农田的布局没有变化，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未产生影响。

3、对节约集约用地和建设用地布局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安排的调入建设用地一方面位于经济发

展最快、产业最为集聚的重点区域，并与建成区相连，引导

工业企业项目向城镇和园区集中，规划修改后，土地利用布

局更加集中和合理，有利于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另一方面，

统筹近期及远期建设用地需求，将暂无用地意向的部分规划

建设用地调出，保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急需用地需求，提

高了土地利用效益。

（三）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严格遵循生态与发展并重的原则，综合考

虑多方面因素，地块选址时与相关部门进行了有效沟通，在

保障项目落地的同时，有效避让了各类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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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不存在压覆矿情况，尽量减少或避免对当地生态环境的

破坏。在项目具体施工中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可能对环境

造成不良影响，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四）对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重点保障了中心城区和邢东新区用地需

求，保障了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需求，进一步提高了规

划与全市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适应性，有利于全市产业结构

调整和布局优化，为“十三五”时期重点项目建设发展提供了

用地保障，为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奠定了基础。规划修改后，

有效缓解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更好地保障区域经济持续

稳定快速发展。

（五）与其他规划的衔接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与经济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邢

东新区总体规划、交通规划、农业规划、林业规划以及生态

保护规划等进行了充分的协调衔接，用地发展方向与经济发

展规划一致。同时本次规划修改方案与目前正在编制的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进行了充分的衔接，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

城镇化格局、农业生产格局及生态保护格局，本次修改地块

避让了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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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一）结论

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

势，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落实京津冀协同发

展重大战略举措的需要，修改方案合理可行，主要体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一是，本次规划修改符合《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改调整和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土资办字〔2014〕20号）

等文件的要求，遵循相关程序，通过调查、公示、听证等手

段增强了规划修改的公众参与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规划的

认识，为今后规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是，本次规划修改后，中心城区现状耕地不低于规划

耕地保有量目标，能够保障耕地数量和质量不降低。同时，

本次规划修改是对落实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有力支撑，在保

障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并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耕地保护、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影响。

三是，本次规划修改通过对建设用地布局的调整，充分

保障了中心城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也使得土地利

用布局更加合理、优化、集聚，有利于优化区域资源配置，

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规划修改后，调入地块与原有地块

更加集中连片，形成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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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本次规划修改涉及地块不占用河道管理范围，不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项目建成后，

将极大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符合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发展理念。

综上所述，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实施后，可

以有效保障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对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目标任务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1、全面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实施耕地提质改造，通过耕地补改结合，

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确保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全面实行永久

基本农田特殊保护，严格执行划定成果，严格控制非农建设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

设，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主体责任，逐步形成保护有力、

建设有效、管理有序的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格局。

2、建立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激励机制

采取多种手段，加大存量土地盘活力度。规范推进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促进城镇更新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优化

土地利用结构。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促进存量土地

盘活利用，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积极鼓励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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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农村土地整治，深入挖掘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稳步实施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政策，减少土地

粗放利用。通过用地指标倾斜、供地优先等手段，鼓励各单

位扩容改造和深度开发存量建设用地。

3、加强土地利用规划与相关规划协调

加强与发改、交通、水务、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职

能部门的衔接协调，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保障纳入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十三五”时期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落地实

施。各职能部门、各行业编制交通、水利、旅游、生态建设

等规划，应与土地规划相衔接，符合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

地要求，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和总体布局。

4、加大规划实施的公众参与力度

规划修改方案经批准后，将规划修改的主要内容通过各

类媒体和网络方式依法向全社会公布，让公众了解规划，切

实增强规划调整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政府要保障沟通渠道畅

通，及时接受与处理公众的反馈意见，以实现公众对规划实

施的监督，提高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增强对科学用

地、节约用地、保护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舆论宣传，按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用途使用土地，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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