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征求意见稿



凤屯镇位于牟定县城西部，省道S219穿境而过，镇人民政府驻地飒马场村，距县城14公里，是

全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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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

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云南省《关于建立全省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云发〔2020〕7号）和楚雄州、牟定县相关要求，凤屯镇组织

开展《凤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规划》是

建设凤屯镇的空间发展蓝图，是对凤屯镇域范围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做出的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

是指导凤屯镇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开展国土空间资源保护利用与生态修复、制定空间发展政策和实

施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依据，各项规划建设都必须服从总规安排。

《规划》范围涵盖凤屯镇全域国土空间，下辖9个村委会，90个自然村，141个村民小组，全镇

国土面积206.23平方公里。规划基期为2020年，近期为2025年，目标年为2035年，展望至2050年。



目
录
REPORT
CATALOGUE

现状基础

规划目标与策略

国土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

资源保护与利用

镇村统筹发展

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

中心镇区规划

规划传导与实施保障

1
2
3
4
5
6
7

8
9



现状基础 | 现状与特征01
n 西北高东南低，气候宜人

凤屯镇地处牟定县城西部，

东与共和镇相邻，南与楚雄市吕

合镇接壤，西与南华县龙川镇相

接，北与姚安县前场镇毗邻，镇

人民政府驻地飒马场村委会，距

县城14公里，219省道穿境而过，

交通便利。

凤屯镇西北高东南低，辖区内最低

海拔1800米，最高海拔是腊湾村境内寨

子山，海拔2750米，亦是牟定县境内最

高海拔，凤屯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干湿分明，雨热

同季。年平均气温15.2℃，降雨量884.1

毫米。

n 县域西部，交通便利 n 自然资源丰富，生物多样

凤屯镇山内森林密布、古木参天、

各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珍贵药材、野生

菌等绿色食品星罗棋布，具有奇、秀、

险及物产丰富的特征。森林覆盖率达

75.57%，其中省级公益林139848亩，

商品林地86643亩。

n 民族文化浓厚，历史悠久

民俗活动主要有老凤屯村农历每月

的初一、十五、二十三赶集；歌舞主要

有左脚调、玛咕舞、彝族《相思调》；

民族文化工艺主要有“龙头四弦”制作、

“三胡”制作、挑花刺绣等。寨子山里

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二月

八马樱花节的传说、甜白酒的故事、玛

咕舞、姑娘房、踩青棚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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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山转化有待进一步提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有待加强。
• 镇域季节性水资源不平衡，水系河流等自然空间未充分利用。

生态空间稳定性一般。

• 缺乏水资源保护、耕地资源保护思想，最终减少农业生产面积。
• 加上土地撂荒化、耕地流失等问题，威胁农业经济。农业中传统作物比重较大。

农业空间面临减少。

• 建设用地利用节约集约程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城乡建设用地供需和空间结构有待优化。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高。

• 镇区对乡村带动作用较弱，乡村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对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不足。
• 乡村道路等级较低，部分通自然村道路还未硬化；乡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优质资源不足，学前教育和养老服务是突出的

短板。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待加强。

• “左脚调、玛咕舞等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有待加强，中心镇区文化和自然景观特色展现不足，镇区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活态
利用不充分。

城乡风貌特色不凸显，镇区设施品质不高。

现状基础 | 问题与风险



01 现状基础 | 机遇与挑战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意见》制定出台，
对云南的发展目标作了进一步明确。省委、省政府“3815” 战略，为楚雄州构建
以新材料和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和绿色食品、文化旅游、健康
养生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发展机遇。



01 现状基础 | 机遇与挑战

产业发展瓶颈较多



02 规划目标与策略 | 上位规划



02 规划目标与策略 | 上位规划



02 规划目标与策略 |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州委十届
四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共
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与安全，紧紧围绕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楚雄州“一极三区”战略、
牟定县“滇中牟定、产业强县、左脚舞城、工匠名乡”的总体定位，面向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城镇化健康发展等空
间需求，主动服务和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坚决保护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优化农业、生态、城镇功能空间，构建优势互补、高质
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凤屯镇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空间
保障。



0202 规划目标与策略 | 功能定位与目标

2025年目标

全面建成“楚雄城镇圈重要生态旅游区、体验原生态彝
族风情文化的旅游目的地”，国土空间新格局初具雏形，生
态功能大幅提升，山水格局基本形成，区域协调、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民族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弘扬，空
间治理体系基本健全。

2035年目标

生态格局全面稳固，农业空间绿色高效，以人民为中心、
各民族团结共荣的城乡空间品质优越，国土空间新格局全面
形成，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全
国全省全州全县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50年远景

城乡互补、区域互通、生产生活生态互动、山水林田湖
草有机融合的国土空间“生命共同体”格局全面形成。

p总体定位 p总体目标

楚雄城镇圈重要生态旅游区
体验原生态彝族风情文化的

旅游目的地



•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底线约束，严格落实“三
区三线”，保护优质耕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 充分尊重居民意愿，从人的实际需求出发，统筹优化空间和资源配置，构建覆盖城乡、
公平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深化基础设施布局，打造魅力景观展示体系，改善城乡人
居环境，增强城乡居民幸福感。

以人为本

品质提升

• 深化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和约束性指标，明确对详细规划的指标分解和指
导要求，坚持全域规划统筹，合理安排生态、农业、建设发展空间，协调推进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强化自然资源统筹利用，实现全域全要素的统一管控。

上下结合

全域管控

• 深入挖掘自然与人文资源禀赋，统筹考虑区位、产业、经济等特征，塑造有地域
特色、民族特色、风貌特色的乡镇，打造山清水秀、有文化有底蕴的特色乡镇。

因地制宜

彰显特色

02 规划目标与策略 | 规划策略



03 国土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底线约束及重要控制线落实
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

落 实 《 牟 定 县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年）》下达耕地保护目标
不低于2799.94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不低
于1857.92公顷。坝区稳定耕地划入永久
基本农田比例不低于90%。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牟定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下达生态保护红线
任务要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9498.02公顷。

主导功能为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全镇划定城镇开发边界15.40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内实施“详细规划+规划
许可”的管制方式，城镇开发边界外的
建设，按照主导用途分区，实行“详细
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
准入”的管制方式。



03 国土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村庄建设边界划定

至2035年，镇域村庄建设边界不超过342.76公顷。

n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优化土地配置，限制村庄进一步向

外扩张，进一步优化全域村庄空间布局，有效遏制村庄

发展无序蔓延态势，提高村庄建设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基本农田保护，鼓励闲置宅基地的

村内流转，充分利用村内空闲地、边角地、废弃宅基地

进行植树造林等；注重保护村庄地形地貌、传统肌理和

自然资源，提升绿化美化水平，改善环境质量，营造鲜

明特色。

合理优化村庄建设边界，优化土地配置



03 国土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规划分区

据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确定，严格管

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国家重大交通、能源、水利及军事用地，

经批准占用永农，占用一般耕地的做好耕地进出平衡。

农田保护区

据牟定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确定，严格保护、禁止开发。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外现状林地的公益林、水源保护地确定，采取“名录管理

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式细化管理。

生态控制区

城镇集中建设区采用“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方式进行管理，弹性

发展区可调整为城镇集中建设区，调整后的管控要求等同城镇集中建设区。

城镇发展区

满足农业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按各发展建

设涉及的规则管控。

乡村发展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落实第四轮矿规、矿产资源控制线确定，依法依规办理用地手续。



落实省、州、县下达规划指标，以盘活存量为重点，明
确用途结构优化方向，按照框定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
预留弹性、提升质量的要求，提出建设用地结构优化的重点
和方向，确定全域主要用地的规模和比例。结合城市更新、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低效用地再利用和全域国土综合整
治等相关政策，提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目标和措施，
推动城乡融合及人、城、产、交通一体化发展，提出全域建
设用地布局优化的重点和方向，优先保障集镇重点发展地区
的发展空间；保障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军事、
殡葬等特殊用地；保障发展实体经济的产业空间，提出全域
产业空间优化与整合要求。

03 国土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用途结构调整

国土空间用地用途结构调整



04 资源保护与利用|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耕地资源

p 确保完成耕地保护目标。落实上级下达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2799.94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1857.92公顷。

p 实行坝区耕地重点保护。将坝区不低于90%的优质耕地划入基

本农田。

p 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监测和制止非农建设乱占耕地。

p 全面实施耕地进出平衡，保障耕地数量长期稳定。

p 维持耕地资源总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将25°以下适宜开发

的荒山荒地、裸地、低效园地等作为补充耕地的后备资源。



p 保护森林资源，因地制宜、封造并举。
p 加强林地管控，强化公益林管理。
p 完善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网络，加强湿地资源利用管控。

04 资源保护与利用|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林地、湿地、草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p 强化水资源本体保护，全面落实河（湖）长制。
p 执行《楚雄彝族自治州龙川江保护条例》，争取紫甸河流域综

合治理。
p 强化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建立水质保护与排污总量控制实时

监控管理系统。加强河湖水面保护和资源管控。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

p 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坚持以绿色发展为总方向，优化镇域
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布局。

p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大矿山生态修复力度。
p 加强矿产资源管控，严格规范砂石粘土和非金属矿资源开发

管理。



p 保护彝族左脚舞、梅葛调、玛咕舞文化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

p 保护华峰山塔林1处不可移动文物。
p 保护牟定化佛山无住禅师衣钵塔、化佛山慧光塔2处

历史建筑。
p 保护“化佛山”自然风貌景观、保护国家一、二、

三级古树等历史自然要素。

p 以老凤屯村赶集、“民族团结日”、左脚舞之醉美
梨花节为支撑点，以化佛山旅游景区开发为引爆点，
开发化佛山旅游景区，结合凤屯镇区打造，大力发
展休闲、观光农业，推动产旅融合，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

p 积极保障文旅服务设施用地建设，弘扬彝族左脚舞、
梅葛调、玛咕舞文化，推进文化品牌建设，打造一
批民宿精品。

04 资源保护与利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建立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优化村庄类型分类。基于人口流动疏聚特征，全镇集聚发展类
38个，特色保护类2个，搬迁撤并类3个，整治提升类47个，无城
郊融合类。

05 镇村统筹发展|镇村体系与村庄布局

p 推动集体建设用地集约高效使用。鼓励农业生产和村庄建
设等用地复合利用。

p 强化村庄建设用地管控。村庄建设边界规模原则上不得突
破现状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的1.1倍。严格落实“一户一宅”
的规定，新增宅基地不得大于150㎡/户。村庄建设边界外
规划保留的建设用地图斑，允许依法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翻建，但不可扩建。

p 保障现代农业发展用地。探索点状供地和租赁结合的用地
方式。

p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推动空心村等农村闲置建设用地集约
高效利用。大力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腾挪空间用于支
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村庄分类指引

乡村建设用地集约利用



p 以生活圈统筹城乡生活
推进“1个城镇社区生活圈和8个乡村社区生活圈”两

个层级的生活圈建设，保障文化体育、教育培训、医疗卫
生、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商业服务6类设施建设空间，倡
导复合利用和生态低偿，强化功能延伸和应急转换。

n 建设乡村社区生活圈，提升农村地区宜居水平
参照村庄规模集中布局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医疗养

老、文化体育、商业服务、交通市政、充电桩设施、绿化
空间8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结合乡村振兴和旅游发展，可
配套智能体验、文化展示、生态治理等特色服务设施。

设施名称

城镇

旅游型
工业
带动
型

现代
农业
型

商贸
集散
型

三
农
服
务
型

文化
公共图书馆、图书分馆文化馆、博物
馆、美术馆、科技馆、民俗馆 ☆ ☆ ☆ ☆ ☆

文化公园 ★ ☆ ★ ☆ ☆

体育

标准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
体育馆、游泳馆（池） ☆ ☆ ☆ ☆ ☆

体育公园；绿道、登山步道 ★ ★ ★ ★ ☆
幼儿园托儿所 ★ ★ ★ ★ ★
小学、初级中孥、高级中学 ☆ ☆ ☆ ☆ ☆

婴幼托育所 ★ ★ ★ ★ ★
社会培训：职业技术教育、社区学
校、成人培训、老年大学等 ☆ ☆ ☆ ☆ ☆

医卫 ≥300床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
院 ☆ ☆ ☆ ☆ ☆

商业 大型超市、购物中心、商业步行街区
等 ★ ★ ★ ★ ☆

福利 居家医养中心 ☆ ★ ☆ ☆ ☆
老人护理院、老人公寓 ☆ ★ ☆ ☆ ☆

产业

星级宾馆、快捷酒店 ★ ☆ ☆ ★ ☆

旅游集散中心、小镇客厅 ★ —— ☆ —— —
—

专业市场、仓储、物流快递分发中心 —— ☆ —— ★ —
—

仓储物流、创新研发设施、创业创新
服务中心 —— ★ —— ★ —

—
农业产销、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农
技推广 ☆ —— ★ —— —

—

★为必选项目，☆为推荐项目。

05 镇村统筹发展|城乡生活圈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建设便民利民的十五分钟城市生活圈

建设服务均等优质的乡村社区生活圈



凤屯镇域构建“一区、两轴、多节点”的特色风貌
体系。

p 一区：以镇区及联动村落为中心，为镇域特色景观
集中展示区。镇区是凤屯镇对外展示的窗口，是凤
屯镇独有特色的集中体现展示区，要充分挖掘凤屯
镇独有特色资源，努力打造好彝族左脚舞、梅葛调、
玛咕舞文化发源地品牌形象。

p 两轴：沿镇域交通主轴线，以牟定-飒马场-楚雄为
核心；东西向打造联动化佛山的轴线，打造镇域特
色景观轴。

p 多节点：人文景观节点以凤屯镇域历史文化遗址遗
迹资源集中区、各中心村为节点，挖掘特色资源打
造人文特色。自然景观节点以省级风景名胜区—化
佛山等自然资源为节点，打造镇域特色。

05 镇村统筹发展|特色风貌塑造

构筑镇域特色风貌



06 基础设施支撑体系|道路交通设施

规划建设“一纵一横”干线公路网，实现与周边区域互
联互通，构建综合交通网。一纵：即省道S219提升改造；一
横：即与化佛山景区的联系道路。

加快构建综合交通枢纽

加快物流通道建设，加强农产品冷链加工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道路运输服务对经济社会的支撑能力，推进农村物流高质
量发展。

补齐镇乡村高效配送短板

强化路网体系控制
公路建筑控制区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为：国

道不得小于20米，省道不得小于15米，县道不得小于10米，
乡道不得小于5米。县乡道穿过城镇段建筑后退按5米控制，穿
过城镇或中心村段建筑后退按3—5米控制。



06 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市政基础设施

p 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水系互联互通、水资源互调互济；在生态脆
弱地区，控制性地建设蓄引提水工程。

p 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加
快管网改造，实现城乡居民饮水安全覆盖。

p 完善雨污分流工程系统。规划新区全域排水体制均为雨污分流制。
p 加快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加强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打通农田

水利“最后一公里” 。

完善水利给排水设施

p 完善保障有力的供电系统。合理规划并预留布置变电站用地，控制
高压走廊布局及用地，促进电网发展与城市建设相协调。

p 引导农村使用太阳能、地热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

完善能源供应系统

完善传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增设无线通信基站，提高无线通信网络覆盖率。进一步提高有线电视网
络覆盖率，镇区在规划近期应达到100%覆盖率。

倡导垃圾分类，完善环卫收集转运系统

倡导垃圾分类，完善收运处理系统。合理布局公厕。

提升殡葬服务能力

统领殡葬事业全局，合理谋划各类殡葬设施建设，科学编制殡葬设施布
局规划。



06 基础设施支撑体系|综合防灾与安全韧性

地质灾害易发区及隐患点100%开展监测预警。

保障地质环境安全

所有新建、改扩建工程都必须严格按照7度抗震标准进行设防，生命
线系统及重要部门系统应按8度抗震设防。合理确定应急疏散通道，完善
各相关指示标识。农村因地制宜确定应急疏散场地和通道。

增强城市抗震能力

建设防洪排涝体系

规划镇区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

提升消防安全体系

规划镇区设置二级普通消防站，负责全镇的消防任务，规模较大的
农村居民点设置联防消防队。

建立完善高效的人防体系

遵循“疏散为主、隐蔽为辅”的原则，制定合理的人员疏散比例和
路线、留城人员掩蔽方案。



07 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

采取植被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等措施，实施湿地、退化林
地的修复治理工程，逐步恢复生态系统功能。

森林质量改善工程

编制造林绿化空间规划，修复保护林地空间，实施国土绿化，提升
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确保规划期内森林覆盖率和林地保有量。

造林绿化空间工程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带动生态空间整体保护修复，形成与森
林、湿地与水体等生态系统共荣共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促进生态系
统功能提升。

石漠化治理工程

综合运用土地整治、土壤改良、植被恢复、生物修复、退耕还林还
草、保护性耕种等措施，加强重点地区水土流失防治。

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工程

针对部分水系不连通、重要江河湖泊水质达标率、水生态功能下降
等问题，强化源头控制、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07 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国土综合整治

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粪污和
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全面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

农用地综合整治

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整治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将原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为农用耕地，减少农村建
设用地指标数，等量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与此同时可确保项目区内
耕地面积有增加、质量不降低。

合理利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增减挂钩指
标和“增存挂钩”指标，优先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



p 积极推进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以重要生态区、居民生活区、采空塌陷区、废弃矿山治理为重点，明确矿产资源综合整

治的空间布局、类型和规模，提出矿山废弃地开发利用的可能与方向。

p 修复交通沿线敏感矿山山体，加大对植被破坏严重、岩坑裸露矿山的复绿力度。

p 提出矿山企业改造升级、绿色矿山建设目标与规模，规划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从源头上减轻矿产开发活动对生态

环境的负面影响。

07 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矿山生态修复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镇区是全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体功能区中城市化发展区。要不断完善镇区基础设施，提升

镇区综合服务功能，增强镇区辐射带动和要素聚集能力，使镇区成为产业支撑、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的

综合体，成为带动全镇发展的“火车头”。

n中心镇区划定城镇开发边界15.40公顷。边界内

涵盖镇区长远发展主要的建设用地，同时包含与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结构性生态绿地、水系等绿色

开敞空间用地等。

n划定中心镇区范围线31.40公顷。包括镇区建成区

及规划扩展区域，服务于经济发展功能的重大基础设

施和市政公用设施，镇区内部兼具休憩、娱乐、科普、

保护于一体的生态公园、山体公园、历史文化集中保

护的区域等。

08 中心镇区规划|性质与规模

定位与性质

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与管控 中心镇区范围线划定



08 中心镇区规划|规划分区与空间布局

中心镇区土地严控总量、用好存量、精准配置、提质增效，加大
土地结构性调整和修补，优化产业用地比例、提升民生用地比例，建
立新增建设用地与存量低效用地盘活挂钩机制，加大力度推进低效用
地的盘活利用，加快批而未供用地使用和闲置土地处置，保证基础设
施、支柱产业等重点项目用地、民生用地需求。

p 居住用地布局和住房保障：镇区居住用地以组团式进行布局，
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

p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布局：构建“乡镇级（15分钟
社区生活圈级）-社区级（5-10分钟社区生活圈级）”二级公共服
务体系。将中心镇区划分为1个乡镇级15分钟社区生活圈。

p 商业服务业用地布局：商业服务业主要在镇区主干道两侧集中
布局，集中打造商业市场，作为镇区特色农产品及小商品交易市场。

p 工矿仓储用地布局：工矿用地在镇区西南侧布局，主要为现状茶
厂用地，对于有污染的工业项目要严格控制，不进入镇区。仓储和
工业结合布局。

p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布局：完善镇区绿地广场布局，配套小型
公园、街头绿地和。

优化中心镇区用地结构

强化用地布局



08 中心镇区规划|道路交通

对外交通主要依靠过境公路省道S219公路。省道南北向穿越镇区，
规划该道路宽度控制20米，并对路面进行检修 。

对外交通规划

镇区主干道红线控制宽为20米；镇区次干道红线控制宽为10-15；
其它巷道和消防通道道路宽控制为4-7米。

造林绿化空间工程

交通设施规划

规划在结合广场及临道路布局停车位。
在镇区北部出入口处设置加油站，含加气及充电设备。

慢行系统规划

p 步行系统：结合绿地资源优势，布局独具特色的步行游憩线路。
p 自行车系统：结合绿带布局自行车道，构建连续安全的自行车系统。

结合镇区郊野田林特色，形成自行车休闲车道，与周边郊野地区实
现有机联系。



p 配套小型公园、街头绿地和广场用地。沿镇区主干道两侧、工业与居住功能之间布局绿地，实现均衡衔接布局。
p 镇区规划形成以主要干道为主的开放空间走廊，以周边山体农林为主的生态郊野环，以内部广场和公园绿地等重

要公共活动空间为支撑节点，以滨水、沿路廊道为支脉织网的公共开放空间网络，构筑“山城相融，绿水相通”
的蓝绿骨架。

p 完善镇区公园绿地体系，形成1个社区公园和若干个微型公园相结合的公园体系。

08 中心镇区规划|公共绿地与开敞空间

绿
地
空
间
布
局



08 中心镇区规划|综合防灾体系构建

p 改善镇区消防条件，沿镇区主要道路设置室外消火栓。
p 建立完善的镇区供水系统和消防设施。
p 消防车难以到达的地方应设消防水池。
p 对建筑密度较高的镇区居民区，应开设消防通道，其通道净宽不应

小于6米，并保证消防间距。

消防工程规划

并严格控制对河道生活垃圾的倾倒，对部分河道加强排洪能力，提
高对周边河道的调控能力。

防洪工程规划

人防工程规划
镇政府是人防指挥中心，卫生院是医疗救护中心。

防震工程规划
n 镇区内一般建筑按基本抗震烈度七级设防；
n 生命线工程等应作重点设防。
n 镇区内各开敞空间、中心公园、中心广场及街头绿地等是应急避险

场所，应保证与外部主要交通干道畅通。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n 对滑坡严重的建设用地建议适度避让。对场地前缘斜坡采取必要

的支挡措施，建议设置挡土墙。
n 镇区排水应布置合理，有效集中排放，不得就近顺坡或顺沟随意

排放。



08 中心镇区规划|开发强度与风貌管控

p 镇区景观以点、线、面三个层次控制，局部与整体相衔接，形成层
次丰富的景观系统。

p 加强重要界面、视线廊道、特色文化景观管控。
p 加强视域范围内建筑高度管控。对视廊范围内建筑高度及风貌进行

控制。

塑造镇区特色空间

打造两条景观视线通廊。镇区入口景观视线通廊为省道S219到镇区
南北向主干道形成入口景观视线通廊；东西向景观视线通廊联系镇政府
及东南侧入镇道路。

加强街道公共空间管控

加强色彩整体管控
城市色彩应充分体现对彝族传统色彩的延续和传承，与山水本底、

历史文化遗存形成有机融合的整体。

加强建筑风貌和开发强度管控
p 建筑高度控制。城镇地区新建建筑原则不超过18米，乡村地区建筑

高度不超过10米。
p 建设强度控制。按照“减量、增绿、留白、整容”要求，控制新出

让用地开发强度。
p 塑造立体城市天际线。结合主要眺望点，加强核心展示区标志性建

筑塑造，完善整体形象。



规划传导

p 形成“两级三类”的规划编制体系
n 衔接“两级三类”规划编制体系。以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为统领，形成“两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两
级”为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三类”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

p 建立健全规划传导机制
n 加强对村庄规划的传导与指引。以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统揽村庄规划，做到衔接有序、层级清晰、有利落实，防
止上下一般粗和各自为政。

n 加强对专项规划的传导与协调。明确专项规划编制清单，
相关专项规划应在乡镇级总规的约束下编制，落实相关约
束性指标，不得违背乡镇级总规的强制性内容。

n 加强对详细规划的指导与约束。

划分城镇单元和乡村单元，明确各单元范围、面积、名
称和功能定位，并提出人口与用地规模、开发强度、建筑高
度等规划控制要求，形成单元规划指引，指导详细规划编制。
凤屯镇共划分9个详细规划单元，其中城镇单元1个，乡村单
元8个。
p 单元控制要求
n 在编制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明确乡村功能单元划

分，制定单元规划，村庄规划以乡镇级总体规划为依据开
展编制。

n 村庄规划编制应以实用性为导向，按照村庄分类制定村庄
规划，其中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应与村
庄规划同步编制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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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规划划分



 建立健全空间规划管理制度
n 建立健全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编制实施管理重大问题的统筹协调和议事决策作用。
p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
n 坚持国土空间唯一性，建立健全专项规划协调衔接机制和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详细规划逐级汇交机制，形成坐标一致、边界吻合、图
数一致的国土空间“一张图”。

p 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n 1.建立规划实施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制度。2.健全规划实施考核督查

制度。3.加强数字化、智慧化建设。4.全程公众参与。
p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
n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详细规划的依据、相关专项规划的基础，包括

城市总体规划、片区规划、乡镇域规划。
p 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n 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推进国土空间统一管控。

p 划分项目类型和级别，明确优先保障类型
n 根据牟定县重点建设项目清单，项目类型共划分为交通、水利、

能源、民生、环保、产业、电力、旅游、其他等类型，项目级别
包括省级、州级、县级、镇级等四个级别。按照项目类别和实施
时间，优先保障民生和基础设施类项目。

p 结合近期实施项目，作出统筹安排
n 充分衔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等相关规划，对

镇域、中心镇区近期实施的重大项目布局和时序作出统筹安排，
制定行动计划，提出实施保障措施。针对已开展前期工作的重点
建设项目，按照选址范围或拟选址范围，衔接县级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助力凤屯镇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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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保障  近期行动计划



凤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征求意见稿

意见反馈
为有效提高规划成果质量，凝聚共识，现将《凤屯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予以公示，

期待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一、公示时间

2024年3月8日-2024年4月6日（共30天）

二、公示平台

网站：凤屯镇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三、公众反馈途径

1.电子邮箱：ftzdzb@126.com

2.通信地址：牟定县凤屯镇飒马场村委会凤屯镇人民政府

3.传真及联系电话：0878-537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