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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

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大竹县同心村级片区（以

下简称“同心村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

关于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大竹县县域东部现代种养片区（以

下简称“周家乡镇级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深化和细化，

是同心村级片区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依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省市发展要求，

落实县委县政府“1245”总体部署，按照《四川省村级规划编制

指南》（2021年修订版）要求，编制《大竹县同心村级片区国土

空间规划（2021-2035）》。

本规划自2023年初启动，通过现场调研、问卷调查与走访座

谈方式进行基础资料研究，摸清现状特征及问题，依据编制指南

形成本次征求意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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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
总则

指导思想

规划目的

规划原则

范围期限



1.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省市“两项改革”和“六优化、四

尊重”总体要求，围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质量、增强服务能

力、提高治理效能”四大任务。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要求，坚持城乡

统筹、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保护良田沃土、集

约节约发展为导向，优化片区国土空间，推动片区协调发展。

为落实省市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要求，落实大竹县委县政

府“1245”总体部署，衔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规划，明确

同心村级片区功能定位、底线约束、用地布局、产业发展、设施建

设和农村居民点建设等内容，明确近期实施安排和规划管控措施。

在上位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下，科学保护利用片区国土空间，推进乡

村振兴。

1.2规划目的



1.3规划原则

优先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
全，坚持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生态有改善和村
庄建设用地不增加，强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提高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按照全域全要素管控的要求，统筹乡村国土空间、
产业发展、镇村体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推动乡村地区涉及空间保护利用的各类规划有机融合，
合理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依托本地自然地理格局和资源禀赋优势，突出中
心带动和产业发展特色。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形态、保
持当地乡土风情，推动形成具有地域特色、记得住乡
愁的美丽乡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导基层干部群
众全过程参与规划，充分发挥当地村民的主人翁作用
。形成简明扼要的规划成果，让村民看得懂、记得住
，实现能落地、好监督的工作目标。

坚守底线，绿色发展

多规合一，全域统筹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尊重民意，简明实用



1.4范围期限

规划范围

规划编制范围为周家乡镇级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
同心村级片区范围，包括同心村、老学堂村、双龙村3个村级
行政辖区范围内除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全部国土空间，规划
范围面积3243.40公顷。

规划面积 3243.40公顷

规划期限
以2021年为规划基期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近期为2025年。



02 目标战略

发展定位

规划目标

规划思路



2.1总体定位

以现代水稻制种业为主导，以乡村旅游为补充的农旅
融合特色片区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

贯彻大竹县委县政府“1245”总体部署，落实周家乡镇级片区水稻种业

发展和共建明月山旅游走廊的要求，结合片区发展基础和资源条件。

省级水稻种业示范基地

共建明月山旅游走廊



2.2发展目标

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片区国土空间布局得到全面优化，村庄基础设

施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齐全，人居环境大幅度改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现代水稻种业等现代农业园区建成，水稻种业名片，明月山绿色范带的辐射和

带动作用明显，乡村旅游服务能力大幅度提高。

近期2021——2025年：工作奠基阶段

远期2025——2035年：工作大幅跨进阶段

粮食保障 至2025年，水稻种业和优质稻油基地园区化建设取得明
显进展。

公共服务
中心村建设得到加强，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更加强化。
乡村振兴效果明显，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配套
更加完善。



2.3规划思路

严控资源底线，坚守三条红线。坚守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底线，科学划定其

他保护线，坚持集约节约发展思路，统

筹安排各类空间，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

关系。

底线管控，落实粮食生态安全底线

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空间利用水平和效率

优化片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布局

，确保耕地不减少、城乡建设用地

不增加，生态有改善。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要

求，保障粮食安全。优化建设用地

布局，引导村民适度聚居，充分利

用闲置低效用地和乡村建设结余指

标用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保障公

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用地需求

，提升中心村服务能力。

通过用地优化，使农业空间用地

结构更合理、建设空间更集约节约

，产业发展更高效。



抓住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契机，提升

片区旅游路，布局旅游服务设施。培育精品民

宿、森林康养、观光体验等生态产业，构建绿

色田园，古朴乡村，现代产业园和谐共生的空

间格局。鼓励闲置宅基地利用，加大乡村旅游

服务设施供给，提升乡村旅游服务水平和质量。

落实上位空间规划及各类专项规

划确定的重大项目、重要设施等布

局的用地，空间布局上充分衔接，

保障项目落地落实。

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加大

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加强水利设

施建设。提升农村道路建设标准，

优化农村道路布局，结合高标准农

田建设提升产业路、村组路、直联

路，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

加大水稻种业配套设施保障力度，

推动片区水稻种业高水平发展，为

大竹打造“现代水稻种业”农业名

片提供支撑。

融入明月山旅游走廊，提升乡村旅游发展

提升空间保障力度与农业基础条件，推进水稻种业现代化

2.3规划思路



片区用地布局优化

底线约束

03 底线约束及
用地布局优化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

度，严格落实上位空间规划要求，按照“三区全覆盖、三线不交叉

不重叠不冲突”原则，科学划定生态、农业、城镇三类空间，落实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将“三线”作为调

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3.1底线约束



永久基本农田管控

依据周家乡镇级片区总

体规划（2021-2035年）指

标传导，到2035年，同心村

级片区耕地面积保护目

1258.25公顷。到2035年，

同心村级片区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不低于1166.61公顷，

占片区耕地总面积的90.73%。

城镇开发边界

依据大竹县周家乡镇级

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

传导，同心村行政辖区包含

高明镇镇区城镇开发边界

12.56公顷，不纳入本次同

心村级片区规划范围。

生态保护红线0 公顷

3.1底线约束

规划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所处位置

耕地保护目标



农用地布局

1. 耕地占补平衡

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传导的交通等重大项目，占用片区

耕地22.28公顷。规划乡村产业用地占用耕地5.4公顷。通过优

化腾退农村居民点和现状工矿用地布局等方式，将42.47公顷农

村居民点用地腾退为耕地，达到占补平衡。

2. 耕地进出平衡工矿废弃地复垦，

片区农村道路和农业设施用地占用耕地6.75公顷，通过将

片区永久基本农田周边零星林地、园地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后转

化为耕地，实现进出平衡。

3. 耕地补充

片区有耕地后备资源3.17公顷（现状为草地），考虑其空

间分布零散且与现状耕地较远，规划不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4. 高标准农田建设

结合上位空间规划和大竹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落实片

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750公顷。主要对同心村、双龙村两村

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综合整治。整治后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占片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64.28%。提升耕地质量0.5-1个等

别。

5.可垦造水田

片区有641.52公顷旱地可垦造为水田，为扩大现代水稻种

业规模，结合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将471.76公顷旱地垦造为

水田。

耕地

3.2农用地布局优化



农用地布局

1. 林地

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的原则，推进生态空间中的林

地建设，优化整合零散林地，优化片区林地布局。结合林地、路、

河、干渠、居民点等打造绿化生态网络，提升生态质量，充分发

挥林地生态调节功能。通过土地全域综合整治，推进坝区大面积

耕地之间的零散林地复垦，山地腾退宅基地复林，面积。结合明

月山林地发展生态康养、生态民宿，倡导林下复合利用，提升经

济价值。规划片区划定林地面积1355.54公顷，主要分布在片区

东南侧明月山范围。

2. 园地

规划至2035年，规划保留现状园地86.74公顷，较现状园地

面积减少0.12公顷。规划园地以发展茶叶种植为主，及时更新老

化茶园，提升茶产业质量和效益。

3. 草地

规划至2035年，保留现状草地4.29公顷，较现状减少0.46

公顷，无新增草地。

其他农用地布局

3.2农用地布局优化



04 产业发展及
支撑系统

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体系

综合交通系统

基础设施体系



4.1产业发展

1 水稻制种

+

结合片区现状水稻种业发展态势和上位空间规划确定本片区

水稻制种产业为主导的发展定位，明确本片区产业发展重点为以

现代水稻种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片区。

以现代农业园区为抓手，争创国家级水稻制种示范基地
依托明月山发展乡村旅游

发展策略

第一产业：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省级水稻制种示范基地

加大水稻制种产业的投入，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建设水稻种业研发基地，与
区域共同争创国家级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在现有“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发展模式上加强合作，优化管理方式，形成集新品种试制、育种研究
、智慧化种植、机械化收割、加工和国家粮食安全教育于一体的杂交水稻制种
示范基地。协同区域共同打造大竹“水稻种业”名片。

第三产业：依托明月山发展乡村旅游

依托片区明月山山水田林和人文等资源，共建明月山绿色生态示范带。结
合片区水稻种业大地景观，与乡村旅游服务设施、农业园区、自然山水等相结
合，形成片区乡村旅游服务资源本底。推动片区乡村旅游发展。

2 明月山旅游



4.1产业发展

结合产业发展资源

禀赋，牢筑农业本底，

提升产品附加值。规划

片区分为两空间：现代

水稻种业发展空间与乡

村旅游发展空间。

产业发展空间



4.1产业发展

产业空间布局

现代水稻种业发展空间

以同心村水稻种业基地为核心，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水

田垦造，扩大水稻种植面积，逐步向双龙村和老学堂村拓展，

形成坝区规模化水稻种植基地。依托高明镇区水稻种业研发基

地，提升种业科技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打造国家级水稻制

种基地。

乡村旅游发展空间

以城宣大邻高速公路等区域交通改善和明月山绿色生态示范

带建设为契机，结合高明“稻香田园”主体乐园、同心漂流、天

池生态康养等片区优质生态资源，发展避暑休闲康养游、高山森

林康养游、农耕文化体验游等旅游品牌，形成“高山自然风光+

露营逐浪漂流+稻田大地景观”复合康养休闲地。



4.2公共服务体系

构建乡村生活公共服务体系

图 例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一览表

设施类型 配置标准 个数
规划情
况

备注

行政管
理

村委会
建筑面积约300-

500㎡
3

现状保
留

三村村委会

便民服务站
建筑面积约50-100

㎡
3 改建 结合村委会布置

警务室
建筑面积约50-100

㎡
3 改建 结合村委会布置

文化体
育

文化活动室
建筑面积约100-

150㎡
2 改建

结合同心村、双龙
村村委会布置

文化活动中心 建筑面积约300㎡ 1 改建
结合原老学堂小学

布置

健身广场 面积约100-150㎡ 8 新建

建设面积视情况而
定，在新建居民点
及原三个村委会建

设

教育医
疗

儿童之家
建筑面积约50-100

㎡
1 新建

结合原老学堂小学
布置

村民培训中心 面积约50-100㎡ 3
现状改
善

结合村委会布置

农村卫生室
建筑面积约50-100

㎡
3

现状保
留

结合村委会布置

日间照料中心
建筑面积200-300

㎡
1

现状保
留

结合原老学堂小学
布置

商业服
务

农家便利店 面积约50-100㎡ 3 改建 结合村委会布置

物流配送点
建筑面积约50-100

㎡
3 新建 结合村委会布置



4.3综合交通系统

充分衔接上位规划和交通运

输部门专项规划，落实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和干线公路布局，

进一步优化农村公路网络布局，

提升农村道路品质、完善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

构建高效通达、设施完善的交通体系



4.4基础设施体系

以补足短板、提质增效为目标，优化农村地区市政基础设

施配置，推进市政设施建设与片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常态减灾和应急抗灾相统

一，全面提升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和应急管理能力

综合防灾设施规划

保障完善区域供水排水体系

供水：同心村级片区坝区及规划聚居点由同心桥水厂统一供水。

污水：片区规划聚居点和乡村旅游服务设施，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

有条件的居民点尽量雨污分流，为下一步将污水接入污水处理厂创造条件。

构建清洁可靠能源体系

供电：片区电源为高明镇配电站。

燃气：片区燃气由区域燃气配气站供气。

建设完全完善信息网络

通信：保留片区现状的邮政所、电信所,补充缺失电信支所。

统筹垃圾环卫循环清理体系

环卫：采用“村收集―镇转运一县处理”模式，最终由大竹县垃圾填埋

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 设防标准：

• 防洪标准：高滩河及八渡河按照1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

• 排涝标准：按10年一遇设防。

• 抗震设防：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设防。

• 地质灾害：采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理。



05 农村居
民点建设

居民点优化布局

居民点总平面布置方案

人居环境整治



依托山水地貌，布局乡镇肌理脉络：

• 依托自然山水景观，结合地形地貌、水体、植被、道路肌理等，促进居民点

与自然山水相协调，打造“小”“组”“微”“生”的乡村田园空间形态。

推动形成“丘区下山、坝区集中”的居住模式；延续丘区特色，体现乡土味

道和农村特点，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宜聚则聚、宜散则散，重塑居住空间：

• 尊重民意、有序推进农村居民适度聚居。

• 补齐配套短板。补齐乡村供水、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等基础设施短板；增加

文化活动、体育健身及广场等活动场地；补齐养老、卫生等服务设施。推进

农村户用厕所改造

• 按公共空间均衡布局的原则，以步行可达性为主要指标确定公共空间建设位

置。服务频次高的小型公共空间，老人、儿童活动场地，按村民步行5-10分

钟到达为宜；农家图书室、大型文化活动广场等公共空间按大部分村民步行

15-20分钟到达为宜

人居环境品质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建筑风貌管控

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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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乡土味道、体现川东北民居文化特色

5.1人居环境整治



◼避让底线和灾害点：
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

态保护红线、生态公益林、生

态保护极重要区、避让地质灾

害点，尽量少占耕地。

◼尊重民意：

充分尊重村民集中居住

意愿，尽量本村安置、就近安

置，宜聚则聚，考虑耕作、生

活半径，尽量靠近交通干道。

◼与自然和谐发展：

尊重自然山水，少占耕地；

结合未利用地、荒地等不利于

耕作的土地，背山面野，形成

田园与村落和谐大美景观。

◼强化中心

结合片发展，尽量靠近中

心村或高明镇区周边选址，更

好的接受公共施的服务。

5.1居民点优化布局

同心村-1

老学堂村-1

同心村-3

双龙村-1

同心村-2

居民点建设选址原则

编号 规划人口 规划户数

老学堂村-1 114 30

同心村-1 72 18

同心村-2 388 105

同心村-3 236 64

双龙村-1 120 38

聚居点用地按照70-90平

方米/人，宅基地面积30-40

平方米/人进行控制。规划5个

聚居点，安置约255户930人，

聚居点用地8.05公顷。村民聚

居度为26.57%。

“小规模、微田园、
组团式、生态化“



◼开敞空间布局：该聚居点共规划2处开敞空间，分别是位于聚居点西南部

的村民活动广场，主要为村民健身、儿童游玩提供空间；位于聚居点中部

的中央广场，主要为村民散步、游玩、观赏等功能。

老学堂村聚居点

5.2居民点总平面布置方案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 单位 指标 项目 单位 指标

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 ㎡ 7962.11  

总
套
数

总人数 人 114

规划总建筑面积 ㎡ 4558.85  合计 套 30

容积率 — 0.57 3人户（105.58㎡） 套 12

绿化率 — 36.77 4人户（140.35㎡） 套 12

建筑密度 — 20.39 5人户（178.12㎡） 套 6

建筑基地面积 ㎡ 1623.18 — — —



◼住宅建筑布局：建筑采用组团式布局，适度围合，形成组团中心绿地景观。

合理控制房前屋后间距，保持房前屋后瓜果梨桃、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和

农村风貌。

同心村聚居点

5.2居民点总平面布置方案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 单位 指标 项目 单位 指标

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 ㎡ 28837.16 

总
套
数

总人数 人 388

规划总建筑面积 ㎡ 13997.18 合计 套 105

容积率 — 0.49 3人户（105.58㎡） 套 44

绿化率 — 39.86 4人户（140.35㎡） 套 49

建筑密度 — 19.24% 5人户（178.12㎡） 套 12

建筑基地面积 ㎡ 5549.26 — — —



◼改造提升内容：将原有低效运行的小学改造提升，结合原聚居点功能，增

加文化体育设施、商业设施和小型广场。提升原有聚居点公共活动空间，

提升生活空间品质。

双龙村聚居点

5.2居民点总平面布置方案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 单位 指标 项目 单位 指标

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 ㎡ 13644

总
套
数

总人数 人 93

规划总建筑面积 ㎡ 8959  合计 套 26

容积率 — 0.65 3人户A型（72.78㎡） 套 5

绿化率 — 35.2 3人户B型（134.32㎡） 套 9

建筑密度 — 24.4 4人户（140.35㎡） 套 9

建筑基地面积 ㎡ 3336 5人户（166.82㎡） 套 3



06 实施
保障

近期行动计划

村规民约

保障措施



在周家乡镇级片区建立的“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

下联动”的工作机制下，同心村级片区应在高明镇党委政府指导下，

成立由同心村、双龙村、老学堂村基层党组织牵头，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民代表、市场主体参与的乡村规划建设工作小组，协调开展同心村

级片区乡村规划建设的各项工作，有效推进同心村级规划落地实施。

组织保障

先进制造：突出“1+4+X”产业体系

实施计划

根据上位规划，结合大竹县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各专项工

作方案及其专项规划，突出村民的迫切诉求，研究提出近期拟实施

的土地综合整治、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修复、产业发展、农村居民

点建设、设施建设等项目，合理安排实施计划。

政策配套

建立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严格保护制度，结合相关政策，探索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关配套措施和利益共享机制，探索集中居住奖励

措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完善、经济补贴等方式鼓励村民搬

迁到集中居民点聚居。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奖励措施。

6.1保障措施

监督评估

根据大竹县和片区规划管理制度，深化细化片区规划严格实施的监

督和评估机制。建立规划公示制度，村规划和各类建设规划报送审批前，

应在村内公示30日，并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建立群众

监督与动态监测制度，每年开展规划实施评估，提升村民参与规划实施

监督的积极性，推动规划有效实施。



根据大竹县十四五规划、各部门相关规划和乡镇发展需求，

制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防灾减灾、社会事业、品质提升等

方面的建设行动，建设30个重点项目

设施类

村委会、警务室、儿童之家、便民服务站、农村卫生室、日间照料中心、

健身广场、综合便民商店、物流配送站、村民培训中心共11项

生态修复类

四川省大竹县大洪河天城镇防洪治理工程

交通类

改建工程与高速公路共4项

产业类

大竹县高明优质水稻制种现代农业园区、优质杂交水稻制种示范推广基

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同心村漂流等11项

安置点

老学堂村、同心村、双龙村安置点3项

6.2近期行动计划



6.3村规民约

讲 文 明

树 新 风

村庄规划，一起编制

边界管控，共同执行

道路河岸，皆应退距

建设边界，不能突破

基本农田，不得侵占

集约空间，高效流转

保护古迹，留存特色

全村楼房，控制高度

三层为限，二层更佳

清洁环境，保持卫生

院场多用，邻里皆欢

房子间距，定要留足

建设村庄，人人有责

美化村貌，创造宜居

村规

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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