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证会意见及采纳情况表

听证会代表 具体意见 采纳情况 备注

唐继荣

中心城区范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确

定要科学合理；村庄规划分类，建

议补充弹性空间，以便下一步的规

划编制。

采纳

中心城区范围的划定综合考虑了河湖水系、重大设施廊道、行政区

划、空间布局等因素，并进行多次沟通协调；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经

过多轮次沟通协调，已通过自然资源部批复；关于村庄分类弹性空

间，可在下步村庄规划编制时进一步综合考虑。

王晓辉

加强工业用地的布局研究，提出管

控措施，确保工业用地的开发利用；

完善城市公园的布局研究，进一步

梳理现状社区公园，加强老火车站

区域的研究。加强对村庄规划的指

导。

采纳

1）加强了工业用地研究。结合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优化市辖区产业

园区范围，合理预留产业发展用地，并细化至二级分区，明确管控

要求。2）进一步对接公园绿地专项规划，完善城市公园的布局研

究，进一步梳理现状社区公园。3）进一步对接站城一体片区规划，

加强用地、交通、跨铁路通道的研究。4）在详规传导部分，划定

村庄规划编制单元，明确村庄规划编制要求。

王鸿杰

进一步梳理文化传承和红色保护内

容，如国家非遗 8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34 处，中国传统文化村

落 61 个，红军长征特别是红六军团

在永州近半个月，过境 11 个县区等

内容；补充长征公园，岭南国家公

园（生态走廊）；建议在规划中将

永州各县区非历史文化街区和工业

遗址列入保护性规划；建议将永州

市铁路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可考虑

做专项规划。

采纳

1）衔接省国空内容，进一步加强红色文化的保护内容；2）区域协

调中增加与周边区域谋划协同共建南岭国家公园；3）增加对各县

区非历史文化街区和工业遗址的保护内容；4）进一步加强对专项

规划的衔接，建议下层次规划将永州市铁路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做

专项规划研究。



王建国

规划的内容要从现状出发，切合群

众需求；城市更新的政策，要解决

存量土地的开发，从土地出让和财

税等方面加强研究，创新方式方法。

采纳

详见文本第十一章 第九节 P160-161 页

朱小峰

文本第五章生态保护方面，建议增

加生态环境分区保护内容；加强县

市区一主一特发展的研究，如道县

的定位等；进一步梳理垃圾焚烧站

布局，如宁远新增一座垃圾焚烧站，

现状已建设一座，建议进一步核实；

规划分区建议增加工业分区。

采纳

在第五章第六节体现了生态环境分区保护的内容。加强与十四五规

划对接，落实产业"一主一特"原则，本次规划重点聚焦工业用地空

间布局。经已与宁远县对接，现状已建成垃圾焚烧发电厂，在文本

第九章第五节第 107 页，已将规划新增改成规划保留该处垃圾焚烧

发电厂；市域规划分区按指南要求只做到一级分区，中心城区规划

分区到二级分区，其中体现了工业发展区。

陈荣斌

建议加强与中心城区医疗卫生设施

专项规划的对接；加强康养设施布

局研究。

采纳

已充分对接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在第六章第三节第 68-69 页养

老服务体系内容中增加了相关内容。

吴祁山

现状地理资源，建议补充气候资源

内容；指导思想里，补充省级国空

相关内容；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

建议按七普数据；进一步梳理专项

规划的传导。

采纳

根据省厅要求，现状地理资源要求尽量精简，主要描述山水林天湖

草矿等方面的资源，故气候资源内容在此不做描述；人口规模和城

镇化率的基数采用 2020 年七普数据。专项规划的传导，已根据省

厅要求进行修改，强化建立国土专项规划目录清单制度。

卢娟

规划指标表，中心城区公园绿地、

广场步行 5分钟覆盖率较低；人均

公园绿地率进一步核实，确保满足

创国园要求。

采纳

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广场步行 5分钟覆盖率，结合现状水平以及创

国园要求确定为 9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与绿地专项规划对接，

将周边郊野公园纳入计算，可达到人均 12.48 平米，满足创国园要

求。

李玉杰
传统村庄数量进一步核实；补充增

加市域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方面的
采纳

1）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衔接，核实传统村落数量；2）深化市

域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的内容。



内容。

周海军

进一步核实中心城区范围内行政辖

区分界线，如范围图中包括高溪市

部分辖区，文本中未体现，图件与

文本内容对应明确；靠近城镇开发

边界的永久基本农田是否能根据现

状情况适当调整；中心城区道路交

通中，进一步对接高速公路与城市

道路的出入口，新增的须予以补充。

采纳

已进一步核实中心城区范围内行政辖区分界线；在文本十一章第三

节已体现中心城区高速公路出入口情况，包括现状与规划新增；关

于城镇开发边界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已通过部委审查，暂时无法

调整。

谢云祁

加强地震和地质灾害防控；抗震工

作建设方面，应急避难场所人均使

用面积应不少于 1.5 平方米；抗震

减灾设防标准，学校主要建筑按Ⅶ

设防。

采纳
在文本第九章第六节和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学校、医院等按照Ⅶ度

设防；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人均疏散场地 2.0 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