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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潇浦镇位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中部区域，为江永县政府驻地城关镇，北邻千家峒瑶族乡紧邻，南

与夏层铺镇、回龙圩镇接壤，东接上江圩镇，东南毗邻松柏瑶族乡。

为深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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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落实
江永县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内容，优化潇浦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规范开发秩
序，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特编制《潇浦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潇浦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制定的空间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是为了城镇落实新发
展理念、实施高效能空间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政策；是镇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
利用、修复和指导各类建设的行动纲领。为详细规划、村庄规划的编制，以及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
开展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施提供法定依据。

根据《江永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传导要求，将高泽源林场各分场紧邻潇浦镇部分
区域纳入潇浦镇统筹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因潇浦镇人民政府驻地位于中心城区，在《江永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编制了中心城区总体规划，且以单独委托编制详细规划，此外允山集镇区
为原允山镇镇区撤并的集镇区，未单独组织编制村庄。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次镇区规划将允山社区集
镇区作为编制重点。

为了让公众充分了解规划内容，以便规划编制过程中凝聚公众智慧，现将《规划》公开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实现潇浦2035年蓝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规划层次

规划范围

238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7万人

行政区划

5社区16行

政村2林场

2021年至

2035年

Term

本次规划范围包括镇域和允山集镇区两个层次。

镇域:潇浦镇行政辖区范围和高泽源林场部分区域。总

面积238.35平方千米，其中潇浦镇218.11平方千米，隶属

高泽源林场14.18平方千米。

允山集镇区:包括允山社区城镇开发边界及周边需要加

强规划管控的区域纳入允山集镇区范围以内，总面积97.92

公顷。

本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

年，近期年至202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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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定位与发展目标

-规划定位-

-发展目标-



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和文旅融合发展示范镇
县域核心增长极和综合服务中心

粤港澳产业转移先行区

总体定位

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和文旅融合发展示范镇——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塑造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品牌。

县域核心增长极和综合服务中心——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粤港澳产业转移先行区——聚焦“一主一特一新”，做好园区平台建设，完善产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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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

2

2025年，聚焦“一主一特一新”产业格局，做好园区平台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取得较大进
展，产镇融合度明显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生态环境品质显著提高，初步建成湘桂交界旅游名镇
与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重镇。

2035年，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
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开放高效、魅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全面建成文
旅融合示范镇。

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潇浦镇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城镇功能完善、产
业优势明显、商业服务繁荣、旅游特色鲜明、社会有序和谐、人民富裕安康的综合性现代化城镇。



02
国土空间格局与保护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落实三线-

-规划分区-

-国土空间保护-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构建镇域“一主一副，一轴两廊三楔”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主”

以中心城区为发展主中心，完善综合公共服务和旅

游服务，辐射带动镇域发展；

“一副”

以允山社区为发展副中心，建立服务于周边各村的

商贸集镇；

“一轴”

依托省道348打造城镇发展轴，强化与中心城区对

接能力；

“两廊”

沿永明河、马河建设生态廊道；

“三楔”

北部生态绿楔、西部生态绿楔、南部生态绿楔。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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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线”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32.58平方千米。

占全域国土总面积的13.67%，主要位于回

岗村、古宅村、紫荆村等区域内。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6.13万亩。

占全域国土总面积的17.16%，各村均有分

布，团结村、和兴村、紫荆村分布较广。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1217.25公顷。

占全域国土总面积的5.11%。城镇开发边

界全部纳入城镇集中建设区。

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10



规划分区

全域划分6大一级分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是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

性严格保护的陆地自然区域。主要为永明河湿地公园、回岗村、

紫荆村部分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用地。

生态控制区
以生态保护与修复为主导用途。

农田保护区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依法确定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实施特

殊保护的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主要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域。

城镇发展区
主要用于城镇建设，是允许开展城镇开发建设行为的核心区域。

细分为8类二级分区。

乡村发展区
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和

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分为村庄建设区、林业发展区、牧业发展

区和一般农田区。

矿产能源区
为适应国家能源安全与矿业发展的重要陆域采矿区、战略性矿产

储量区等区域。主要为新增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区。
规划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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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保护

构建“两廊、三楔、多点”的生态保护格局

“两廊”

以永明河湿地公园为核心，马河为副中心沿线打造

连续开放的友好型公共空间。

“三楔”

分别为西部山地生态绿楔、北部山地生态绿楔和南

部山体生态保护绿楔。

“多点”

挖掘并利用现有层山、塔山、田园、溪塘等自然资

源为补充，形成“山城相融”多点分布格局。

国土生态系统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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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保护

自然保护地

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并引导核心保护区内现状城乡建设用地逐步退出。

公益林

严格按照《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要求对生态公益林进行调整，并补划生态公益林，保证生态公益林面积不减少。

落实规划造林绿化空间和位置

将适宜造林的非林地确定为造林绿化空间并落实到同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

永明河国家湿地公园

都庞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千家峒国家森林
公园

国家二级公益林
省级公益林

公益林分布图自然保护地分布图
绿化造林规划图 13



国土空间保护

饮用水源地保护

重点加强大坪坳水库、古宅水库及农村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区保护力度，适时开展水质监测，确保水质

达标率100%，保证全县饮水安全。

河道管理范围线

落实上位河湖管理界线，镇域范围内河湖水面主要

为永明河、大远河和马河。

河湖岸线

古宅水库

大坪坳水库

永明河

河湖划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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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传统村落

严格保护传统村落下界头村、何家湾村、向光村的历

史风貌和历史资源。

文物保护单位

严格保护县域范围内确定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

（国家级1处，省级2处，市级5处，县级2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议申报传统美食陈

家豆腐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保护全域不可移动文物19处。

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
15



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

农用地整理

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宜耕后备资源开发等建

设，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田生态。

建设用地整理

通过村庄建设用地整理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约

集约利用建设用地，使得建设用地布局更合理。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水生态修复

通过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河湖水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等措施提升水环境质量和水生态品质。

森林生态修复

对已经破坏的生态廊道进行恢复，增加森林斑块之

间的连接度水平，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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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国土空间开发

-镇村体系-

-产业发展格局-

-综合交通体系-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市政基础设施设施规划-

-公共安全设施规划-



镇村体系规划

构建“中心城区-集镇-中心村-基层村”的镇村等级结构。

中心城区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集镇

以允山社区为镇域副中心，为周边各村提供综合服务。

中心村

何家湾村和车田村。

基层村

12个辖区生活聚集和生活服务中心。

镇村体系规划图 18



产业发展格局

产业
核心

特色农业发展区

南部新城产业园

利田工业园

产业布局图

产业发展核心

设施农业发展区

先进制造产业集聚区

“一核”

以中心城区为主，集综合服务、商贸物流、旅游服

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核心。

“一轴”

沿348省道形成镇域产业发展轴。

“三区”

分别为西部特色农业发展区、中部先进制造产业集

聚区（包括南部新城产业园和利田工业园）、东部

设施农业发展区。

形成“一核、一轴、三区”的镇域产业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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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体系

高速公路

落实南部新建桂林—江永高速公路（江永段），并

于G538设高速出入口。

国道

G538提质改造,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省道

省道348、239改线工程，省道348提质改造。

县道

保留X112、X143、X111。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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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构建“中心城区-集镇-中心村-一般村”四级公共服务体系。

完善乡镇生活圈

进一步完善乡镇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打造乡镇公

共服务中心。

构建乡村生活圈

持续提升基层服务设施水平，合理配置各类公共服

务设施。

统筹镇村公共服务设施资源配置

至2025年每百户居民拥有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面积达到4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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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落实江永污水处理厂扩建任务，保
留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保留允山社
区8座污水处理站。

落实大坪坳水厂建设任务作为镇域主
要供水源。

供水设施

排水设施

规划保留220千伏女书变电站、江
永110千伏变电站、潇浦110千伏变
电站、潇浦35千伏变电站，开展提
质扩容

电力设施

落实引入供应气源接入利田工业园LNG储配站和天然
气门站合建站，在盘王大道旁设天然气储备气站。

燃气设施

规划改造县邮政中心局，保留允山邮政支局。

通信设施

规划保留中心城区外围的两处垃圾转运站，规划在中
心村车田村、何家湾村分别设置小型垃圾收集站。

环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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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设施规划

洪涝灾害防治

中心城区应为50年一遇防洪标准；其他区
域20年一遇；防山洪标准为10年一遇；中
心城区排涝达到20年一遇，其他区域5年
一遇。

地震灾害防控

全域抗震设防按Ⅵ度为基本烈度设防，
重要基础设施、大型公建、历史文化保
护地区按要求提高设防等级。

人防工程建设

贯彻“平战结合”的方针，加强人防工程
建设。规划明确城镇重大基础设施、医院、
学校、政府部门为全市的重点防护目标。

地质灾害防治

规划对潇浦镇15处坍塌点和1处滑坡点进行综合治理；
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信息系统建设；建立
和完善地质灾害应对机制。

消防设施布局

规划扩建中心城区江永县一级消防站，规划中心城区
新增2处小型消防站；在允山社区集镇区设置1处二
级专职消防队，在中心村车田村与何家湾村内设立义
务消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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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允山集镇区规划

-规划范围与人口规模-

-综合交通组织-

-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

-公共绿地与开敞空间-



规划范围与人口规模

常住人口规模

8000人
规划范围

97.92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86.25公顷

建设用地

114.3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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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组织

道路路网体系

构建”一横一纵“道路体系，一横指中心路，路幅

宽度为24米，一纵指允山路，路幅宽度为16米。

交通设施规划

保留允山汽车站，规划2处社会停车场，分别位于允

山中学和允山小学。

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干路2条，横向为中心路，纵向为允山路。支路

9条。

允山集镇区道路交通规划图

允山汽车站

26



机关团体设施：规划按集镇区等级与标准优化机关

团体设施。规划保留现状交警队、允山派出所、社

区服务中心等设施。

文化设施：规划保留现状文化活动室，补充完善其

功能；规划于允山中学东侧新增一处文化中心。

体育设施：规划在X111北侧新增1处集镇区级全民

健身中心。

教育设施：规划保留集镇区中学，扩建允山中心小

学。

医疗卫生设施：规划保留现状允山卫生院和康乐精

神病专科医院。

社会福利设施：规划结合社区服务中心和卫生室设

置老年人福利中心。

商业服务设施：规划商业服务设施集中布局在S348

西侧。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允山集镇区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规划图

育才幼儿园 允山小学

允山未来兴幼儿园

小燕子幼儿园

允山镇中学
文化中心

全民健身中心

允山中心幼儿园
允山卫生院

康乐医院

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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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基础设施

规划集镇区供水水源引自大坪坳水库，
与古宅水库共同调度供应，给水管网
沿道路网络布置。

供水设施

规划污水汇入周边污水处理站集中
处理；规划集镇区雨水管线结合地
形地势沿主要道路布置，汇入管网
后就近排入附近水体。

排水设施

规划保留潇浦允山35KV变电站，容
量1×3.15兆伏安，自变电站引出
10KV线路作为供电电源。

电力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鑫远液化气站，总储气
量110m³，服务于允山集镇区居民和
周边农村。

燃气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允山电信专营店，满足
居民电信需求，保留现状中国邮政允
山支局。

通信设施

规划允山镇区垃圾由加盖的垃圾清
运车进行转运，运至县城垃圾转运
站，统一运至道县填埋场处理。

环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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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绿地与开敞空间

公共绿地与开敞空间

规划在集镇区南侧新建允山公园，为社区综合型公

园。 北侧结合现状布置5处中小型自然公园。广场

用地结合机关团体用地布置。

允山集镇区绿地系统及开敞空间规划图

允山公园

小型自然公园

29



05
规划实施体系

-规划保障措施-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权分置”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构建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对重点工程项目进行分类评级，积极争取中央、省级

资金投入的同时，加大地方资金筹措力度，建立动态

增长机制，加强资金保障。

镇政府负责落实本规划对本镇的具体工作任务，负责

协调各村和村民的关系，共同支持产业建设和发展。

利用国土空间“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定期开展规划

实施评估，对比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形成综合考核，完

善各项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利用媒介向社会公布和宣传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建立规划

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增强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国土空

间合理开发、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认识。

落实和细化主体功能区政策，完善财政、投资、产业、环

境、生态、人口、土地等规划实施政策措施。

规划实施保障

开展监督实施

加强宣传引导

强化区域法治保障

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保障经费投入

组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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