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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成果为规划草案公示，最终以审批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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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定位

规划至2035年，科学有序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基

本形成。农业农村空间优质高效，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发展得以实现，粮食安全格局更加稳固；生态环境质量

得到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升；城乡功能趋于

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完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规划至2025年，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断优化。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不断加强，生态空间

比重与质量保持稳定，协同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人性化、

均等化的城乡服务功能逐渐完善，宜居、宜业、宜游品质

总体改善，城乡融合取得较好成效。



 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优化居民点体系



•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划到

2035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34.0335万亩（36.89平方千米），永久基

本农田不低于3.9735万亩（ 26.49平方千米）.

• 落实上级下达的生态保护红线159.60平方千米，为燕山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维护、坝上高原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主要位于镇域东西两侧。

• 落实上级下达城镇开发边界规模2241.47公顷，扩展倍数1.17。

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



规划构建“一心一轴三区”的总体格局

“一心”指综合服务中心;

“一轴”指沿G111形成的城镇发展轴;

“三区”指中部品质城镇建设区、东部山地生态涵养区和西部特色农业

发展区。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围合区域。涉及涉及大阁镇和新丰路街道下辖行

政村和社区

中心村：南岗子村

基层村：除纳入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村庄和中心村以外的16个村庄为

基层村

构建中心城区—中心村—基层村三级镇村体系结构

优化居民点体系

城郊融合类11个：包括白塔村、北园子村、河东村、后营房村、西庙村、

撒袋沟门村、林营村、满堂村、南三营村、南瓦窑村、南辛营村

集聚提升类1个：南岗子村

保留改善类9个：包括达二营村、达四沟村、韩村、六间房村、六道沟村、

撒二营村、四道河村、帐房沟村、樱桃沟村

明确村庄分类



 用地布局
 道路交通
 公服设施
 绿地系统



用地布局

品质提升，引导空间有序布局

• 主城综合组团。以县城现状建成区为基础，有序向北拓展。老城及周

边片区主要以综合服务、生活居住功能为主，加快完善达袋沟旱河以北

新区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宜居新区。

• 南部产业组团。以丰宁经济开发区建设为基础，打造装备制造基地、

生产服务中心与物流中心，建设产城融合城区。



道路交通

• 规划采用“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三级路网结构，形成“横纵交

织，疏密有序”的主干路网体系 。

• 疏通主次干路，畅通组团间交通联系。

• 延续现有城镇肌理，完善支路建设，促进城市微循环。

• 补充道路交通设施，规划多处停车场，满足停车需求。

外联内通，打造便捷畅通路网体系



公服设施

布局均衡，提供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 构建“县级—社区级”两级公共服务中心体系

• 规划1个县级综合服务中心，位于县政府和庆丰商业街周边区域，主

要承担行政办公、商业商务、文化休闲等综合服务功能

• 规划6个社区级服务中心，依托社区15分钟生活服务圈的建设，配置

教育医疗、文体、康养、社区商业、市政与安全管理等设施



绿地系统

点廊辉映，构建多元共享的蓝绿开敞空间

• “多廊道”：沿潮河及其支流形成滨水绿化廊道，依托国道G111和

其他城市主干路带状绿化形成绿化廊道。

• “多节点”： 按“300见绿，500米见园” 的标准，配置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社区公园，形成多个景观节点。

• 充分利用闲置地、边角地等空间，见缝插绿，布置口袋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