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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乡镇指南技术要求，多次更新技术成果和完善成果深度。

底图底数领取

技术团队对接
编制成果

 2022年11月：规划准备阶段，成立领导小组，组

建技术团队。

 2023年3月：基础资料准备，人员动员会、现场调

研。

 2023年4月—2023年8月：初步成果编制。

 2023年9月：咨询论证会。

 2023年10月至今：根据最新乡镇指南完善成果。

 2024年04月：专家评审及部门联合审查会。

整体工作开展情况



汇报提纲

一、现状特征

二、发展目标定位

三、国土保护与开发

四、镇政府驻地规划

五、实施保障

发展类型：产业发展型乡镇

乡镇编制指引要点
①产业集聚带动 ②低效闲置土地盘活

③配套设施完善 ④交通网络系统强化

⑤产城融合风貌打造

交通梳理强化

产业融合发展

用地充分盘活

设施优化完善

+

人居风貌提质



对外交通优势明显，是祁阳市的北大门
 黎家坪镇地处祁阳市北部，东临文富市镇、下马渡镇，西接大村甸镇接壤，北与文明铺镇隔河相望，南与祁阳市区接壤，距

祁阳高铁站约11公里，距祁阳市区约14公里。境内交通便捷通达，有湘桂铁路、国道322穿境而过，是祁阳市域的城北门户

节点。

 地处祁连山脉，祁山山脉绵延境内东北，地形东高西低，地貌有平原、岗地、丘陵及山地，形成一道天然屏障，祁水河纵贯

南北，向南汇入湘江，境内茂林修竹，涧峻泉幽，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矿产资源蕴藏量高，不仅是祁阳市的建材、化工、

冶炼基地，也是瘦肉型生猪生产基地和水稻制种基地、珍珠养殖基地。

1.1 现状特征|区位交通

1.过境交通对镇政府驻地影响较大 2.镇政府驻地交通系统不成体系

3.缺少停车场和标准客运站等相应交通设施 4.部分路网建设等级较低，道路交通压力较大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表

地类 2020年（基期年）
面积 占比

国
土
总
面
积

农用地

农用地合计 6017.15 71.35 
耕地 2221.93 26.35 
园地 387.93 4.60 
林地 3179.31 37.70 
草地 227.98 2.70 

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合计 1489.90 17.67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 369.23 4.38 
村庄 922.40 10.94
合计 1291.63 15.32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47.07 0.56 
其他建设用地 151.20 1.79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140.70 1.67

自然保护用地
自然保护用地合计 785.18 9.31 

湿地 1.39 0.02 
陆地水域 780.71 9.26 

其他 其他土地 3.08 0.04 
合计 8433.02 100%

 黎家坪镇土地总面积8433.02公顷。
• 农用地。6017.15公顷，占比70%左右（耕地2222公顷、林地

3179公顷）。

• 建设用地。1489.9公顷，占比18%左右（城镇建设用地369公

顷、村庄建设用地922.4公顷）。

• 自然保护用地。785.18公顷，占比10%左右（水域781公顷）。

“一水、三田、四林、两建设”典型的盆地丘陵山林混合区域，用地结构较丰富

1.2 现状特征|土地利用现状

2.废弃工矿建设用地腾退，矿山修复与水域保护等项目
任务较重

1.镇政府驻地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利用方式较粗放



建材制造产业基础好，体量大，配套齐全

黎家坪镇全域下辖5个社区及22个行政村。至2021年，黎

家坪镇户籍总人口4.6万人，共18110户，其中常住总人口3.2

万人，镇政府驻地常住人口1.6万人。

区划人口

产业发展
黎家坪镇地方生产总值从 20.46 亿元增加到22.10 亿元，

第一产业：以水稻、油茶、油菜花种植为主，以桑蚕与生

猪养殖为辅。是瘦肉型生猪生产基地和水稻制种基地、珍珠养

殖基地。镇农业总产值达1.2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1656万元。

第二产业：以新型建材、机电制造、铁路物流仓储为主。

2019年底，有工业企业118个，其中规模以上12个。其中海

螺水泥、科力电机、中胜公司、潇湘集团仍是产值过亿企业，

镇年产值达16.46亿元。

第三产业：以休闲乡村旅游为主。以三冲乡村旅游度假区

与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的清湖山庄等为主的旅游项

目为引领，推动乡村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1.3 现状特征|社会经济产业发展

1.传统建材产业发展后续动力受限

2.工业仓储布局较为零散，不成体系

3.产业上下游关联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体系起步早，现状基础较好
现状无独立建设的文体设施与公园绿地设施，设施品质都亟需进一步完

善。

市政基础设施方面，供水、排水、环卫、能源等方面各标准不一，不利

于统一管理和提升，且目前整体水平偏低，存在高峰期自来水压不足等问题。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规模 说明

行政办公

黎家坪镇镇政府 1

交警大队黎家坪中队 1

黎家坪镇国土所 1

黎家坪镇专职消防队 1

黎家坪人民法庭 1

教育

幼儿园 8 中心幼儿园、粮站幼儿园、金鹰幼儿园、红缨幼儿园、云龙幼
儿园、小灵通幼儿园、育苗幼儿园以及大湾幼儿园

小学 8 明德小学、镇中心小学、九龙寺村、张公坪村、培子湾村、铁
脚湾村、石子岭村以及荷叶塘村的村小

初中 3 第一中学、第二中学、云龙中学

高中 1 祁阳市第一中学

医疗
医院 3 黎家坪镇卫生院、祁阳恒泰康复医院、老黎家坪人民医院

动物卫生监督所 1

文化体育

综合文化中心 0
无独立建设的文化、体育设施。体育场馆 0

公园 0
公共安全 派出所 1

社会保障 敬老院 2 新老敬老院

基础设施

供水 全覆盖 自来水厂、高位水池

排水 1 污水处理厂

环卫 1 一处海螺水泥垃圾焚烧处理厂

变电站 3 响水岩110kv变电站，110kV海螺专变，黎家坪35kv变电站

公厕 0

停车场 0
客运站 1 露天设置，无固定用地

1.缺乏相应文化、体育和绿地等设施

2.整体风貌较为杂乱，协调性不高

3.人居环境干扰较大，品质不高

1.4 现状设施|公服与基础设施



2.1 发展目标定位|上位规划与相关规划
 永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祁阳市黎家坪镇位于永州市“一核两圈四轴”城乡发展格局中的泉南高速发

展轴上。同时推动县市区“一主一特”产业发展，黎家坪镇将作为永州市市域东北部重要智能制造产业
基地。

 祁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祁阳市耕地保护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生态修复专项规划、城镇开发边界优化
等 ：确定了黎家坪镇为市域副中心和城市化地区。给出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规模、村庄建设用地规模、耕地后备资源、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等约束性指标、市域的交通、
电力、矿产资源、矿山修复等重大项目。

永州市发展格局图 祁阳市国土空间格局图 祁阳市矿产资源规划图



2.2 发展目标定位|规划定位

发展定位

以新型建材产业与铁路物流仓储等功能为主的

现代物流发展强镇、新建材新材料制造
示范基地、祁阳市域副中心。

产业发展愿景

产业强镇 物流兴镇 活力新镇 宜居小镇

通过基地良好的区位（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南大门）以及铁路物流园的落地，融合时代前沿的科技研发技术，充分结合基地雄厚

的产业发展基础，整合周边产业资源，进行产业转型，塑造基地成为集新型建材、智慧物流、智能制造、教育培训、服务中心、宜居生活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物联网支撑的未来产业强镇。



2.3 发展目标定位| 特色产业发展

 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产业转型示范
高品质产业转型示范园区

二产策略
作为祁阳市高新区的“一区三园”之一，依托现有的海螺水泥、

科力尔电机等大规模企业龙头的带领下，形成以核心企业研发、

生产、销售、生活为一体的高品质产业转型示范园区。

 完善配套设施，提供坚实基础
 全面、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

三产策略 作为产业强镇，同时也作为教育强镇，人口聚集地，要充分

保障相应设施建设，同时结合已有清湖山庄、三冲村度假区

等文旅资源，打造全面、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

 生态种养结合，集体经济示范
三产深度联动融合

一产策略 一产包含油菜、水稻种植及生猪、桑蚕养殖的农业种养殖业

为主；结合村集体统一开发、运营与管理或成立合作社等方

式，引导三产深度联动融合，促进乡镇集体经济发展。

规划着眼于镇域产业发展优势，整体构建“三心两轴五区”的产业空间布局结构。



3.1 国土保护与开发|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构建“一心两点，一廊两带，一屏多区”的镇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确定“一心两点，一廊两带，一屏多区”的国
土空间总体格局，构建和谐自然的国土空间格
局。

• 一心。以镇政府驻地为引领的综合服务中心。

• 两点。即镇政府驻地内的北部新型建材发展节点与南部

铁路物流发展节点。

• 一廊。即镇政府驻地西侧的湘桂铁路交通发展廊道。

• 两带。即沿镇域东侧祁水河打造的滨水休闲风光带与西

侧祁水支流塑造的滨水休闲风光带。

• 一屏。即镇域东侧的挂榜山生态保护屏障。

• 多区。包括镇政府驻地综合服务发展区、北部新型建材

产业发展区、南部铁路物流仓储发展区、中部、西部生

态农业发展区、东部生态旅游发展区。



3.2 国土保护与开发|镇村体系布局
规划构建“镇政府驻地—中心村—一般村”三个层次的镇村等级结构。

 确定“1 个镇政府驻地、8 个中心村、14 个一般村”
的镇村体系。

• 1 个镇政府驻地：即黎家坪镇政府驻地，作为全域政治、经

济、文化、产业等综合服务中心；人口规模预测为2万人

• 8 个中心村：即黎家坪村、石子岭村、荷叶塘村、张公坪村、

培子湾村、铁脚湾村、新塘村与马斯坪村。以引导村庄内部

集聚与服务周边村庄为重点，优化配套各项服务设施。人口

规模预测为1000~2000人；

• 14 个一般村：包括江边湾村、九龙寺村、朝主山村、三冲村、

甘棠坪村、油塘村、仙人脚村、接龙桥村、竹茶冲村、双塘

村、十里坪村、枫树岭村、老屋冲村、官塘村，以农业发展、

生态保护为主，人口规模预测为1000人以内。



3.3 国土保护与开发|耕地资源
传导落实耕地保护资源

• 耕地保有量：至2035年，黎家坪镇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11万亩。

• 永农储备区：至2035年，全域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规模为0.07万亩。

• 耕地后备资源：至2035年，全域划定耕地后备资源面积

为0.88万亩。

• 恢复耕地：近期恢复耕地面积0.13万亩，远期恢复耕地

面积为0.39万亩，在镇域零星分布。可平衡建设用地所占用

的耕地。

• 高标准农田：至2035年，将0.93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建成

高标准农田，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优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886.67公顷(2.83万亩、22.37%）



3.4 国土保护与开发|生态资源
切实保护修复生态空间

• 湿地生态修复：黎家坪镇规划1处东部水源涵养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生态修复区，位于镇域东侧，占地面积为1714.43

公顷。

• 矿山生态修复：黎家坪镇规划1处祁阳市黎家坪镇木马山

采石场生态修复项目，位于镇政府驻地西侧，占地面积为

1.24公顷。

• 落实造林绿化空间：根据上位规划，落实全域范围内的

天然林、国家级、省级生态公益林保护重点区域，总面积

为1143.15公顷，主要分布在镇域东部区域。落实全域范围

内的适宜造林绿化空间，总面积为1061.75公顷。

• 加强水资源保护：黎家坪镇域范围内有1处水源保护地，

名称为祁阳市黎家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位于江边湾村东

南部，面积为6.29公顷。

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1021.40公顷、12.11%



国土建设空间开发

3.5 国土保护与开发|建设空间

• 镇域建设用地布局：与村庄规划进行衔接，考虑重大建

设项目的落地。考虑安排50 公顷的村庄建设用地留白指标，

主要分布于镇政府驻地周边及其他有产业发展需求和产业

项目的地区，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项目。

• 公服与基础设施：镇政府驻地周边统一协调，乡村由中

心村集中解决。

• 矿产资源利用：黎家坪镇全域包括1 处矿产资源勘查区

块、4 处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区块。

• 建设用地整理：腾退废弃工矿等低效建设用地潜力主要

集中在甘棠坪村与双塘村，整理规模面积为0.57公顷。

•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严格保护黎家坪镇境内2处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其中1处为欧阳利见墓，位于竹茶冲村境内，类

别为古墓葬。另1处为棲真洞，位于官塘村境内，类别为古

文化遗址。

• 全域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分为3个镇政府驻地详细规划、

1个十里坪畜牧场特殊管控单元以及21个村庄规划单元。

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520.77公顷、6.18%



4.1 镇政府驻地规划| 规划范围与发展方向
一、规划范围
镇政府驻地规划范围主要涉及黎家院社区、新科院社

区、桂斯坪社区、坦里岩社区、雨坛岭社区、朝主山村、

荷叶塘村、江边湾村、黎家坪村、石子岭村与老屋冲村等

5个社区与6个行政村。四至边界为：北至海螺水泥厂，西

至黎家坪二中，南至S228线，东至祁水河，总面积为

963.74公顷。

内优 南拓 北控 东护

东护



4.2 镇政府驻地规划| 用地布局规划
用地布局对比

1.落实重点项目

2.梳理交通体系

3.细化产业用地

4.完善公服设施体系

5.统筹村庄建设用地布局



4.3 镇政府驻地规划|道路交通规划
梳理城镇内外交通，构建“安全、便捷、舒适、高效”的交通网络系统

 道路等级结构
“两纵三横”的骨架路网结构。规划南正街—北正街、东

正街、海创路、科力尔路等为城市主干路；规划黎文路、新兴
路等。为城市次干路；其余均为支路。
 交通设施规划

客运站。规划1处黎家坪镇汽车客运站。
社会停车场。规划3处社会停车场。
加油站。保留2处加油站。
充电桩设施。结合社会停车场建设。

 慢行系统规划
 “一纵两横一环”的慢行系统结构。一纵。依托科力尔路

两侧带状公园设置的一条南北向城市绿道。两横。沿祁水
河、新塘水库沿岸形成的两条东西向滨水景观道。一环。
依托海创路、东正街两条东西向城镇景观绿道构建的环祁
水与南正街—北正街的景观绿环。



4.4 镇政府驻地规划|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根据开发边界规模和社区生活圈配建要求，打造居民 “幸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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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服设施规划：根据镇政府驻地人口规模与分布，优化调
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补充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规模，
创造更好的公共服务设施氛围。

公共服务规划一览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规模

1 机关团体 镇政府 搬迁 —

2 文化 文化活动中心 改建 —

3 教育 祁阳市第四中学 改扩建 13.75公顷

4 体育 结合新建公园设置 新建 —

5 医疗 现有医疗卫生设施 保留 —

6 福利 敬老院 新建 —



4.5 镇政府驻地规划|完善市政安全基础设施
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完善市政配套设施，提升城镇宜居环境

市政、安全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规模

1 供水 黎家坪镇自来水厂 改扩建 0.6万立方米/天

2 排水 黎家坪镇污水处理厂 改扩建 1.2万立方米/天

3 电力 海螺110kV专变 保留 1X35MVA

4 电力 黎家坪35kV变电站 保留 1x6.3+1x5.6MVA

5 燃气 湘粤液化气储配站 保留 —

6 环卫 垃圾转运站 新建 50吨/天

7 环卫 公共厕所 新建 6处

8 安全 标准消防救援站 新建 二级

9 安全 人防应急指挥中心 新建 —

 市政安全设施规划：根据镇政府驻地的人口与各类型用地
规模测算，布局规划供水、排水、电力、燃气、环卫以及
安全等基础设施工程方面内容。



4.6 镇政府驻地规划|地块控制性指标
 地块编码

将镇政府驻地内地块建立二级用地编码体系，一级为详细规
划单元，以黎家坪镇拼音首字母大写LJP表示。本次将镇政府驻
地分为3个详细规划单元，158个地块。对其地块的容积率、建
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限高以及主出入口做出相应的规定。

开发强度

公服与公用
设施用地

建筑高度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工业用地与
仓储用地

居住用地 商业用
地

0.5~2.0 1.0~2.0 1.0~2.8 0~4.0

≤36m ≤30m ≤54m ≤60m

≤35% 30%~45% ≤40% 20%~60%

≥35% 10%~15% ≥30% 20%~50%



4.7 镇政府驻地规划| 重点建设项目库
重点项目计划
黎家坪镇重点建设项目共17个。

交通类项目7个，水利类项目2个，电力类项目1个，旅游
类项目2个，其他类项目5个；改扩建项目7个，新建项目10
个。乡镇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所在行政区

1 交通类 G322祁阳市城区至黎家坪公路项目 改扩建 2023-2025年 黎家坪镇

2 交通类 S227祁阳龚家坪至长虹公路项目 新建 2023-2024年 黎家坪镇

3 交通类 大华山景区旅游集散公路项目 扩建 2024-2025年 黎家坪镇

4 交通类 石佛休闲农庄旅游通景公路项目 扩建 2024-2025年 黎家坪镇

5 交通类 祁阳大道辅路项目 新建 2024-2025年 黎家坪镇

6 交通类
祁阳市文明铺镇黎家坪加油站至老加油站

通三级公路提质改造工程
改建 2021-2025年 黎家坪镇

7 交通类 祁阳市新塘五星农庄通景路 新建 2021-2025年 黎家坪镇

8 水利类 老屋冲河坝灌区建设与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改建 2024-2025年 黎家坪镇

9 水利类 老屋冲泵站提质改造工程 改建 2024-2025年 黎家坪镇

10 电力类 祁阳市双塘农林互补光伏项目 新建 2023-2024年 黎家坪镇

11 旅游类 祁阳市大华山景区开发项目 新建 2021-2025年 黎家坪镇

12 旅游类 三冲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 新建 2023-2024年 黎家坪镇

13 其他类 黎家坪敬老院扩建项目 新建 2021-2022年 黎家坪镇

14 其他类 祁阳海螺厂区建设项目 扩建 2023-2024年 黎家坪镇

15 其他类 铁路物流园项目 新建 2023-2024年 黎家坪镇

16 其他类 黎家坪荷叶塘公墓项目 新建 2024-2025年 黎家坪镇

17 其他类 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水厂项目 新建 2023-2024年 黎家坪镇



5 实施保障

组织管理

积极争取政策扶持，建立可持续

发展机制，积极引导管理体制、管理

理念、组织结构创新，作为片区发展

的后盾。

多规合一

充分对接即将启动的空间规划以

及相关经济发展规划，从空间上、经

济上实现融合发展。

智慧城建

人才与技术

加强科技兴城的宣传和人才培训

与引进，开展科技创新与能力建设，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交流合作。

管理保障

健全规划实施的行政管理体系，

完善从空间规划至详细规划的编制

体系，探索绿色GDP核算。

公众参与

以云计算以及大数据为基础设施，

物联网为城市神经网络，城市大脑作

为人工职能中枢，助力祁阳建材产业

新城创造更加美好的职能城市生活。

夯实产业兴城的广泛群众基础，

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从不同

规划层级拓宽群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

多手段管控方式



祁阳市黎家坪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

2024年05月

半条被子，温暖中国

【草案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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