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背景

（1）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中央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提出了乡村产业兴旺，坚持质

量兴农、品牌强农，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以村庄环境整治为重点，以建设宜居村庄为导向，从实际出发，循

序渐进。

（2）加快“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多规合一”村庄规划是乡村地区城乡规划的详细规划，是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着力点，是实施

村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

可、进行各项建设的法定依据，是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支持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根本。根据 2019 年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

乡村振兴的通知》，明确要求“力争到 2020 年底，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在县域层面基本完成村庄布局工作，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应编尽编”。

（3）推动垦地融合发展，实现响水镇响水农场公司生产队规划全覆盖

落实《加快推进全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琼自然资源[2020]125

号） 要求“实现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应编尽编，实现全省农村地区发展建

设有规可依、有据可循”。

二、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保亭县响水镇，项目范围涉及金江片区 34 个生产队,总户数为

2344 户 6330 人，和五指山茶场片区 14 个连队，总户数 609 户，总人口约 1520

人。

三、规划区范围

规划范围为金江片区9队、10队、16队、22队、32队、23队、27队、25队、



33队、4队、26队、华侨队、8队、21队、12队、35队、21队、28队、30队、1队、

2队、3队、5队、6队、7队、29队、31队、20队、14队、34队、18队、19队、13

队、15队等34个生产队和五指山茶场2队、5队、6队、9队、10队、11队、12队、

13队、14队、16队、17队、18队、老中学、林果队等14个生产队，总用地面积约

为8145.46公顷。

四、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版）；

（3）《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 年修正版）；

（4）《海南省村庄规划管理条例》（2020 年）；

（5）《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

（6）《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8）《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琼府

【2017】15 号文）；

（9）《海南省河道和水工程管理保护范围标准》（琼府办【2004】103 号

文）；

（10）《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32000-2015）；

（11）《海南省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12）关于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促进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琼自然资

规〔2020〕6 号）；

（13）《海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14）《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的

通知》；

（15）《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16）《海南省垦区建房管理办法》；

（17）《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18）《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9）《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0）国家、海南省、保亭县有关连队规划建设法律、法规、政策、规范与

标准等。

五、规划工作内容与要求

（1）场域规划

1）场域发展定位与目标

依据响水镇金江片区和五指山茶场片区权属范围内48个生产队的地理位置、

地形地貌、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传统风貌等因素，

确定生产队分类类型，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结合分类类型，

充分考虑人口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等要求，明确生产队

发展定位。研究制定生产队发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目标，明确

各项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

2）场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划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等，落实或结合实

际划定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灾害影响与安全防护范围线，划定乡村开发边界引

导生产队适度集聚。

落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面积、林地保有

量、建设用地总规模等强制性指标要求，根据人口增长与流动规律、生产队分类

及农场产业发展等合理安排各类用地，细化与功能结构相匹配的用途结构优化方

向，制定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表。

3)生态保护修复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明确森林、河湖等生态空间，落实林地保有量

等，尽可能多的保留生产队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等，系统保护好生产队自然风

光和田园景观。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整治，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优化

生产队水网、林网、绿道等生态空间格局。

落实上位规划提出的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等的整

治范围，相关要求应当按照国家及本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关规定执行。开展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生产队要将整治任务、指标和布局要求落实到具体地块。

4)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农业发展



落实上位规划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成果，落实补

充耕地任务，守好耕地红线，进一步明确保护要求和管控措施。统筹安排农、林、

副、渔等农业发展空间，推动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发展。完善农田水利配套设施

布局，保障设施农业和农业产业园发展合理空间，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5)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规划

结合农场的自然生态环境、特色资源要素以及发展现实基础，充分发挥农场

区位与资源优势，统筹规划场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提出农

场产业发展的思路和策略，确定农场发展主导产业。保障农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用地。

优化产业用地布局，保障农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指标，合理安排农场重

点产业和项目用地。明确规定用于经营性用途的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地块规划条件。

6)道路交通规划

加强与各类过境通道的衔接，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区域性道路、

交通设施，确定农场道路等级和用地安排，优化内部道路。

7)公共和基础设施规划

落实规划，在场域范围内统筹考虑公共和基础设施布局，分类分级配套完善

生产队公共和基础服务设施，建立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研

究农垦生产队与周边连片村庄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8)防灾和减灾规划

分析场域内地质灾害、洪涝等隐患，划定灾害影响范围和安全防护范围线，

提出综合防灾减灾目标、生产队建房安全管理要求以及预防和应对各类灾害危害

的具体措施，确定防灾减灾工程、设施和应急避难场所的空间分布与建设标准。

9)人居环境整治

明确包括清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清理和资源化利用粪污及农业生产废弃

物、改造生产队职工厕所、改造生产队道路等在内的人居环境整治目标， 明确

整治要求、措施和具体建设内容。

10)乡村特色和历史文化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深入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划定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提

出历史文化景观整体保护措施，明确历史建筑或传统风貌建筑、历史环境要素、



地质遗迹、历史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对象名录，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保护好历史遗存的真实性。防止大拆大建，做到应保尽保。

乡村特色风貌塑造。切实保护好生产队的传统选址、格局以及自然田园景观

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提出生产队总体风貌管控要求，推动乡村山水林田路房

整体改善。挖掘和提炼村庄自然、历史、人文要素符号及地域传统建筑特色，加

强各类建设的特色风貌规划和引导。

11）留白和机动指标用地

对一时难以明确具体用途的建设用地，可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作为“生

产队留白用地”。同时生产队规划可以在规划乡村建设用地总指标中预留部分的

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职工居住、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留白”用地和机动指标使用均不得占用

永 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2)生产队建设规划

1)乡村开发边界划定

充分考虑各生产队自然形态和居民生活习惯，结合村庄实际用地条件、

集中居住和发展需要，划定集中、连续的乡村开发边界。

2)生产队建设布局规划

依据上位规划合理确定生产队居民点住宅用地规模，优化生产队乡村建

设用地范围，合理统筹生产队“迁村并居”方案。确定农场生产队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产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留白用地等各类

建设用地的规模和布局，制定村庄建设用地结构调整表。

3)生产队总平面规划

根据生产队住房布局规划，统筹住宅及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产业设施

总平面规划。

4)生产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对生产队供水、排水、供电、信息、广播电视、消防、防洪、污水和垃圾处

理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规模位置进行具体安排，确定其主要工程管线的

走向、管径与布置，并进行综合协调。明确道路宽度及建设标准，保障道路通达

性， 地形地貌复杂的生产队应做竖向规划。



5)近期行动计划

根据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综合考虑需求，研究提出近期急需推进的生产队

建房、生态保护修复和综合整治、产业发展、道路交通建设、公共和基础设施配套、历史文

化保护等项目，合理安排实施时序，制定近期建设项目表。明确近期建设项目的建设规模、

实施时间、资金规模和筹措方式、建设主体和方式等。

六、成果要求

规划成果编制深度参照《海南省村庄规划管理条例》、《海南省村庄规划编

制审批办法（试行）》、《海南省村庄规划技术导则（试行）》要求进行编制。

规划成果包括文本、图件、数据库和附件。

（1）文本。包括总则、规划内容和附录。编制内容相对应；附录应包括主

要控制指标表、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表、建设用地结构调整表、近期实施项目

计划表和规划管制规则。

（2）图件。规划图件是对现状和规划内容的详细形象表达，应按导则规定

的规划内容绘制相应图纸，应详细标注项目名称、图名、比例尺、图例、规划时

间、规划编制单位名称等信息。图纸主要包括：区位分析图、场域国土空间综合

现状图、场域国土空间综合规划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图、场域基础设施规

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图、场域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规划图、场域防灾减灾规

划图、乡村特色风貌塑造指引图、近期重点实施项目分布图、生产队居民点现状

分析图、生产队居民点用地规划图、生产队居民点规划总平面图、生产队居民点

配套设施建设规划图等。各地根据实际可对相关图纸进行简化、合并绘制，有条

件、有需求的生产队可根据实际丰富规划成果，进行适当扩展。规划范围内涉及

经营性用途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以图则的形式落实用地开发强度、规模等

地块规划条件的控制要求。

（3）数据库。有关内容应符合本导则的要求。

（4）附件。包括驻村工作日志、会议纪要、部门和专家意见及采纳情况、

村民委员会审议意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等相关材料，还可包括现

状调查表、规划说明、基础资料汇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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