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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1.1 规划实施评估摘要 

（1）规划批准与评估情况。《碾盘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年）》（以下简称现行规划）于2012年编制完成，同年抚顺市

人民政府批准了《碾盘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8

年5月抚顺市人民政府下发《抚顺市人民政府关于东洲区章党镇等4

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批复》（抚

政〔2018〕56号），批准了《碾盘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2）规划实施条件变化情况。碾盘乡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

固树立“工业兴乡、产业富民”的理念，以人为本，建设生态宜居的

新农村，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农业经济稳步发展，特色产

业规模不断壮大，萝卜坎香瓜、龙凤沟村苗木、员工村果蔬、甲邦村

水稻均成为“一乡一业”的品牌，加大地区与石化企业的融合进程，

推进“石化超市绿色农产品基地”配送工作，力争实现集养殖生猪、

绿色蔬菜、特色果木等为主的供给体系，全力保障石化超市绿色产业

的供应，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坚持工业兴乡理念，以扶持壮大龙凤化

工、金利石化碳素、佳业机械制造等龙头企业为重点，全面启动企业

技术改造升级，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快、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三产业以神州北湖特色产业带、特色小镇、美

丽乡村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新太河萨尔浒风景区和大伙房水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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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努力打造“一线、两心、三村”生态旅游带，一线即杲山

路和抚金线公路沿线，两心即以水库坝下为依托的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和以白家店村为依托的生活服务中心，三村即新太河建设运动观光产

业村、石富保健养生产业村、白家店度假休闲产业村。 

（3）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经评估，截至 2018 年底，碾盘乡

耕地面积为 2016.7 公顷，比全乡规划末期耕地保有量 1663.1 公顷多

353.6 公顷；建设用地保障与控制成效明显：截至到 2018 年底，碾盘

乡建设用地 7128.3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488.5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

地 342.2 公顷，均在规划控制范围内；基础性生态用地得到有效保护,

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土地生态空间格局初步形成；规划实施保障机

制基本建立：规划实施的行政、经济、技术保障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

公众参与程度较高，闲置土地利用计划已经制定并得到有效实施。 

（4）规划实施主要成效。现行规划自实施以来，全乡通过加强

规划调控和政策引导，较好地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制度，在耕地数量质量双重保护、引导各项建设集约高效用地、保障

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改善乡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同时，通过优化配置城乡建设用地、保障必要基础设施用地、推

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等措施，提高了建设用

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协调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用地需

求，实现了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优化，推动了全乡工业化城镇化发

展，有效发挥了对土地利用的空间引导作用。通过建立由用地规模指

标执行、用地结构和布局变化、节约集约用地和规划修改等4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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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15个评价指标构成的规划实施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

评价法，对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量化评价，评价综合分值为92.99

分，表明现行规划实施状况良好，规划实施成效显著。 

（5）规划执行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土地综合整治相对滞

后，规划实施期间，对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

土地未能及时恢复利用，对低效、废弃建设用地复垦不及时，加之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拆旧区整理复垦进度与建新区使用不同步，造成

城乡建设用地和城镇工矿用地利用粗放，效益低下；规划用地布局安

排对地方经济筑底企稳、稳中向好发展保障不足，深入落实碾盘乡的

发展战略，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狠抓工业经济运行，大力发展服

务业的新动能，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布局变化，保持

现行规划成果现势性，有必要在动态规划思路指导下，对现行规划进

行修改，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扶贫开发等项目、重要民生项目建设

进行用地保障，以进一步优化土地利用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 

（6）规划修改条件判断。一是通过对现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定

量评价，碾盘乡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规划末期的耕地

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用地规模指标执行情况评价分值为

93.51 分，用地结构和布局变化情况评价分值为 100.00 分，节约集约

用地情况评价分值为 82.36 分，规划修改情况评价分值为 100.00 分，

表明碾盘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结果达到了国家确定的规划

修改条件。二是，从建设用地总规模剩余空间看，根据 2018 年土地

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碾盘乡 2018 年建设用地 7128.3 公顷，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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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6942.7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 5788.4 公顷，全乡建设用地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均未超出规划期末控制规模；

从新增建设用地剩余空间看，2006—2018 年全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为 488.5 公顷，新增占用农用地 352.7 公顷，新增占用耕地 342.2 公

顷，2019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21.6 公顷，全镇规划期间新增建设

用地、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均在规划指标控

制范围内。 

1.2 规划修改区域概况 

碾盘乡隶属于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南与抚顺县救兵镇和上马镇

毗邻，西与新抚区千金乡、榆林街道接壤、北与顺城区前甸镇相连，

东邻大伙房水库和抚顺县上马镇。地处丘陵地带，地形呈扇楔形，南

窄北宽，境内大部分是丘陵皆属长白山余脉东北,最高处石富东山海

拔180米，最低处甲邦海拔82米,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其特点是

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短暂，

冬季寒冷漫长,东洲河穿境而过，与兰山河相汇后而注入浑河。截至

2018年底，全乡土地总面积12999.8公顷，总人口19340人，其中城镇

人口3315人，全乡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7.0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9.02

亿元。 

1.3 规划修改的目的 

（1）优化建设用地布局，保障科学发展用地。通过规划修改，

优化各类建设用地布局，修改规划建设用地实施时序，有效保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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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重点项目用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通过规划修改，

统筹城乡和区域土地利用，科学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引导城

乡建设用地集聚布局，促进各类产业规模经营和节约集约用地。 

（3）引导耕地连片保护，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通过规划修改，

引导耕地、园地、林地等农用地集中布局，促进耕地和基本农田连片

保护和耕地质量集中建设，发挥农业规模经营效益，为现代农业建设

提供基础性支撑。 

（4）完善规划实施管理，强化土地宏观调控。通过规划修改，

完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

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保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势性，增

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4 规划修改的理由 

（1）促进全乡经济筑底企稳、稳中向好发展的需要。近年来，

碾盘乡全面坚持“工业兴乡、产业富民”发展战略，以人为本，实现

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走绿色发

展之路，主动适应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工业兴乡理念，

以扶持壮大龙头企业为重点，全面启动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努力走出

一条经济发展快、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目前，

碾盘乡经济企稳筑底、回升向好态势愈加明朗，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

提高，经济运行正逐渐走出低谷。因此，碾盘乡有必要在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盘活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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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和废弃的农村建设用地的方式，对现行规划进行修改，保证全乡

经济触底反弹，充分发挥现行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 

（2）满足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需要。碾

盘乡围绕美丽乡村建设，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致力民

生建设与环境治理，完善环卫硬件设施、农民书屋及文化活动广场器

械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带动全域村容村貌的改观，进而提升村民幸

福指数。本次规划修改拟调入规划建设用地用于支持新农村建设，加

速实现碾盘乡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3）保障重要民生项目建设，优化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为进一

步落实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碾盘乡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抓手，整合优势资源，加大涉农投入，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规

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拟用于乡村养老项目，建设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及

收管院。项目建成后，将以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提升老年人生

活质量为目标，面向所有老年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护理康复、

精神关爱、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的设施并建立配套的服务标准、运行

机制和监督制度。因此，为了保障重要民生项目建设，有必要对现行

规划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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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修改的总体要求 

2.1 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把握新一轮东北

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等战略机遇，以保护资

源、保障发展、保育生态为主线，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科

学、合理、高效配置各业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保持规划

现势性和土地可持续利用，发挥现行规划对土地利用的统筹管控作

用，保障和促进区域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主动适应和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2.2 规划修改的基本原则 

（1）总量平衡原则。本次规划修改在确保不突破现行规划约束

性指标的前提下，对允许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在空间布局形态上进行

修改。规划修改后，现行规划的各项约束性指标不突破，允许建设区

面积不增加。 

（2）空间管制原则。本次规划修改在确保允许建设区面积不增

加的前提下，对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进行修改，不改变城乡建设用

地禁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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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配置原则。本次规划修改遵循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

通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修改，促进城乡集中布局和集聚建设，推

进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引导城乡建设用地合理、集约、高效利

用，使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与新农村建设和产业发展更加匹配。 

（4）保护耕地原则。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

占或少占耕地，确保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

现，并切实采取措施，提高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质量。规划修

改不得占用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不影响在建和已建的

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发挥预期功能。 

（5）节约集约原则。规划修改必须贯彻资源利用节约优先战略，

有利于最大限度提高各类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本次规划调整遵循

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规划修改涉及的用地标准，应符合节约集约用

地相关要求。 

（6）改善生态原则。本次规划修改按照保护优先、兼顾治理的

要求，注重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确保具有重要生态功

能的基础性生态用地比重不降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7）公众参与原则。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与城市规划、村镇规划、

交通规划、水利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广泛听取修

改涉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并对修改方案进行充

分论证，以提高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3 规划修改的控制性要求 

2.3.1 主要约束性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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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修改不改变规划调整方案确定的主要约束性调控指标，

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及人

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不突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和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规模保持不变，以保证规划实施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2.3.2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并避让

基本农田保护区，确保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

现。涉及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的，确保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地块整理复垦形成的耕地数量不低于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的

耕地数量，且质量不降低，规划修改不涉及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

田建设项目区。 

2.3.3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1）修改规模控制。本次规划修改中，修改为允许建设区的建

设用地调入地块总面积为19.1126公顷。 

（2）管制边界控制。本次规划修改对允许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

在空间布局的形态进行修改，不涉及城乡建设用地禁建边界。规划修

改后，碾盘乡允许建设区不增加，禁止建设区不改变，布局更合理。 

（3）规划协调控制。本次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位于碾盘乡碾盘村和萝卜坎村。规划修改过程中，在城乡发展空间结

构、用地规模边界修改等方面均与《抚顺市东洲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碾盘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年）调整方案》进行了充分协调；调入的允许建设区与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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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划、工业集中区等产业布局规划进行了衔接，在用地规模、结构、

时序和布局等方面，尽量满足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合

理用地需求，有利于促进城乡建设用地集中布局、集聚建设，未涉及

对稀土矿藏的压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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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修改的主要依据 

3.1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9年修订）； 

（6）《土地复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 

（7）《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8）《辽宁省基本农田保护办法》。 

3.2 政策规范依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号）；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31号）； 

（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4）《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

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号）； 

（5）《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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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4〕18号）； 

（7）《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

土资发〔2014〕119号）； 

（9）《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号）； 

（10）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辽国土资发〔2016〕240号）； 

（11）《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12）《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13）《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

2010）。 

3.3 规划资料依据 

（1）《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辽宁省国土规划纲要》； 

（3）《抚顺市东洲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4）《抚顺市东洲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及《抚

顺市东洲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5）《碾盘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及《碾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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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6）抚顺市东洲区和碾盘乡的城乡建设、区域发展、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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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修改的规模与布局 

4.1 规划建设用地修改方案 

（1）规划建设用地调入。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入规划建设用地地

块 2 块，总面积为 19.1126 公顷，位于碾盘乡碾盘村和萝卜坎村，调

入地块拟用于发展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产业发展和重要的民生保障

项目，并非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项目建设。规划建设用地

调入地块在规划修改前全部为限制建设区，在规划修改后全部修改为

允许建设区。 

（2）规划建设用地调出。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出规划建设用地地

块 4 块，总面积为 19.1544 公顷，位于碾盘乡甲邦村、新太河村和关

口村。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在规划修改前均为允许建设区，在规划

修改后全部修改为限制建设区。 

（3）规划建设用地修改具体方案。本次规划修改中仅对碾盘乡

允许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进行修改，具体修改情况见表 4—1。 

表 4—1  碾盘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明细表 
单位：公顷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 

地块编号 面积 位置 地块编号 面积 位置 

TR-01 15.4984 碾盘村 TC-01 0.3838 甲邦村 

TR-02 3.6142 萝卜坎村 TC-02 0.5411 新太河村 

   TC-03 17.4642 新太河村 

   TC-04 0.7653 关口村 

合计 19.1126 — 合计 19.1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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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规划修改前后用途分区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拟对碾盘乡的土地用途分区进行修改，其中：

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3.7828公顷一般农地区、15.3298公顷林

业用地区，全部修改为村镇建设用地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涉及

将1.6902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和17.4642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全部修

改为一般农地区。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土地用途区对比，规划修改后，全乡一般农地

区净增加15.3716公顷，林业用地区净减少15.3298公顷，城镇建设用

地区净减少1.6902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增加1.6484公顷。规划修改

前后，各用途分区变化分析情况见表4—2。 

4.3 修改修改前后管制分区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拟对碾盘乡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进行修改，其

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 19.1126 公顷限制建设区全部修改

为允许建设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涉及将 19.1544 公顷允许建设

区全部修改为限制建设区。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对比，规划修改后，允许建

设区净减少 0.0418 公顷，限制建设区净增加 0.0418 公顷。规划修改

前后，碾盘乡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变化分析情况见表 4—3。 

4.4 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总面积 19.1126 公

顷，其中农用地 18.1453 公顷，包括耕地 3.6087 公顷，林地 13.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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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其他农用地 1.5004 公顷；其他土地 0.9673 公顷，全部为自然

保留地。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总面积 19.1544 公顷，其中农用地

6.0162 公顷，包括耕地 3.6306 公顷，林地 2.3856 公顷；其他土地

13.1382 公顷，全部为自然保留地。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规划修改后，全乡农用

地净减少 12.1291 公顷，其中耕地净增加 0.0219 公顷，林地净减少

10.6506 公顷，其他农用地净减少 1.5004 公顷；其他土地净增加

12.1709 公顷，自然保留地净增加 12.1709 公顷；建设用地净减少

0.0418 公顷，建设用地的净减少量等于农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的净增

加量。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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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碾盘乡土地用途分区变化分析表 
单位：公顷 

修改 
内容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合计 一般农地区 林业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

区 
村镇建设用

地区 
其他用地

区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01 
修改前 15.4984 0.1686 15.3298    

修改后 15.4984    15.4984  

TR—02 
修改前 3.6142 3.6142     

修改后 3.6142    3.6142  

小计 
修改前 19.1126 3.7828 15.3298 0 0 0 

修改后 19.1126 0 0 0 19.1126 0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TC—01 
修改前 0.3838   0.3838   

修改后 0.3838 0.3838     

TC—02 
修改前 0.5411   0.5411   

修改后 0.5411 0.5411     

TC—03 
修改前 17.4642    17.4642  

修改后 17.4642 17.4642     

TC—04 
修改前 0.7653   0.7653   

修改后 0.7653 0.7653     

小计 
修改前 19.1544 0 0 1.6902 17.4642 0 

修改后 19.1544 19.1544 0 0 0 0 

合计 

修改前 — 3.7828 15.3298 1.6902 17.4642 0 

修改后 — 19.1544 0 0 19.1126 0 
修改后与修改前相比增减

变化 
— 15.3716 -15.3298 -1.6902 1.64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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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碾盘乡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变化分析表 

单位：公顷 

修改内
容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合计 允许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规划建
设 

用地调
入 

TR—01 
修改前 15.4984  15.4984 

修改后 15.4984 15.4984  

TR—02 
修改前 3.6142  3.6142 

修改后 3.6142 3.6142  

小计 
修改前 19.1126 0 19.1126 

修改后 19.1126 19.1126 0 

规划建
设 

用地调
出 

TC—01 
修改前 0.3838 0.3838  

修改后 0.3838  0.3838 

TC—02 
修改前 0.5411 0.5411  

修改后 0.5411  0.5411 

TC—03 
修改前 17.4642 17.4642   

修改后 17.4642   17.4642 

TC—04 
修改前 0.7653 0.7653  

修改后 0.7653  0.7653 

小计 
修改前 19.1544 19.1544 0 

修改后 19.1544 0 19.1544 

合计 

修改前 — 19.1544 19.1126 

修改后 — 19.1126 19.1544 

修改后与修改前 
相比增减变化 

— -0.0418 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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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碾盘乡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修改 
内容 

地块编号

地类及面积 

修改前管制区类型 
合计 

农用地 其他用地 

小计 耕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小计 水域 自然保留地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TR—01 15.4984 14.5366 0 13.0362 1.5004 0.9618  0.9618 限制建设区 

TR—02 3.6142 3.6087 3.6087   0.0055  0.0055 限制建设区 

小计 19.1126 18.1453 3.6087 13.0362 1.5004 0.9673 0 0.9673 —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TC—01 0.3838 0.3838 0.3838   0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02 0.5411 0.5411 0.5411   0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03 17.4642 4.3448 1.9592 2.3856   13.1194   13.1194 允许建设区（新增） 

TC—04 0.7653 0.7465 0.7465   0.0188  0.0188 允许建设区（新增） 

小计 19.1544 6.0162 3.6306 2.3856 0 13.1382 0 13.1382 — 

调出与调入 
相比增减变化

—— -12.1291 0.0219 -10.6506 -1.5004 12.1709 0 12.1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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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修改的实施影响评价 

5.1 对现行规划实施可行性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通过对土地用途分区的布局进行优化，对建设用地

管制分区的空间布局形态进行修改，不涉及城乡建设用地禁建边界，

延续了现行规划对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思路和理念，

规划修改方案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确保了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的用

地需求，不影响全乡的城乡建设用地弹性布局空间，规划建设用地修

改地块不涉及对矿产资源的压覆，同时还注意吸收了有关专家、政府

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能够保证现行规划实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确保现行规划得以更加有

效地实施。 

5.2 对现行规划主要目标实现的影响 

5.2.1 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1）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的影响。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

对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修改，不占用土地整治和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区，也不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布局，不会对在建

和已建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发挥预期功能产生不

利影响。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3.6087公顷，

其中水田1.2473公顷，旱地2.3614公顷；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中耕

地面积3.6306公顷，其中包括水田1.2890公顷，旱地2.3416公顷。规

划修改后，全乡耕地净增加0.0219公顷，其中水田净增加0.041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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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净减少0.0198公顷。规划修改对现行规划耕地保有量指标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无不利影响。 

（2）对耕地质量的影响。依据东洲区2018年耕地质量等别更新

评价成果，确定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调出地块复垦耕地

的国家利用等指数和国家利用等。其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

地的平均国家利用等指数为905，平均国家利用等均11等；规划建设

用地调出地块退出耕地的平均国家利用等指数为919，平均国家利用

等为11等。规划修改后，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退出的耕地平均利用

等指数比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的平均利用等指数高，以保

证碾盘乡的耕地质量不降低。规划修改涉及占用耕地质量情况见表5

—1。 

表 5—1  规划修改涉及耕地质量变化对比表 
单位：公顷 

地块位置 
地块编
号 

国家利
用等 
指数 

国家 
利用等

占用（退出）耕地面积 

小计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入 

萝卜坎村 TR—09 905 11 3.6087 1.2473  2.3614 

合计/平均 905 11 3.6087 1.2473  2.3614 

规划 
建设 
用地 
调出 

甲邦村 TC—01 962 11 0.3838 0.3838   

新太河村 TC—02 893 11 0.5411 0.5411   

新太河村 TC—03 905 12 1.9592 0.3641  1.5951 

关口村 TC—04 934 11 0.7465   0.7465 

合计/平均 919 11 3.6306 1.289 0 2.3416 

规划修改后增减变化 — — 0.0219 0.0417 0 -0.0198

5.2.2 对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在保持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和独立工

矿用地区面积不增加的前提下，对土地用途区中的一般农地区、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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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区和城镇建设用地区进行了布局优化。规划修改后，碾盘乡一般

农地区净增加15.3716公顷，林业用地区净减少15.3298公顷，城镇建

设用地区净减少1.6902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增加1.6484公顷，其余

土地用途区面积不变。同时，本次规划修改避让了基本农田保护区、

符合土地用途分区的土地利用调控方向，更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目标

的实现。 

5.2.3 对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在允许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之间进行空间布局形

态的调整。规划修改后，全乡允许建设区净减少0.0418公顷，限制建

设区净增加0.0418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保持不变。规划

修改不仅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

资源与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效

应和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全乡建设用地管制区目标的实现。 

5.3 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严格遵循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对允许建设

区进行优化集中布局，同时促进了城乡建设用地的集中布局和集聚发

展。规划修改后，碾盘乡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允许建设区均净减少

0.0418公顷，耕地面积净增加0.0219公顷。从预计固定资产投资额来

看，调入允许建设区未来的投资强度将有所提高，进而提高建设用地

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能够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

约型转变的需要。通过规划修改，不仅可以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与

布局，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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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效应和

规模效应，促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5.4 对规划经济社会效益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城镇和新农村等各

项城乡建设对建设用地格局调整的需要，有利于碾盘乡推进生产要素

和社会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形成科学合理、功能齐备、环境优

美、结构清晰的小城镇发展格局。本次规划修改后，碾盘乡建设用地

布局更趋合理，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达到了统筹和

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集中并优化建设用地布局的目的，强化了

碾盘乡作为东洲区重点乡镇的地位，将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5.5 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充分考虑了碾盘乡的主体功能定位和生态环境特

征及承载能力，并因地制宜对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的布

局进行了优化，合理调整了土地利用结构。本次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

块拟用于发展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产业发展，非列入环保负面清单

的产业项目。规划修改后，碾盘乡将通过对调入地块耕地耕作层土壤

剥离利用、开展建设项目环评、强化对企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监管、

严格化学品环境管理、强化城镇污水、垃圾收集与处理设施建设，划

定城市生态保护红线等措施，降低并消除生产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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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促进形成有利于污染控制和降低居民健康风险的城镇空间格

局。 

经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对比分

析，本次规划修改地块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土

地，因此，本次规划修改符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用地的原则，

注重了碾盘乡生态环境特征和承载能力，强化了各类土地用途分区和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布局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区域内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推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步提升，保证了现行

规划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实现。 

5.6 对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影响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抚顺市东洲区为国家级优化开发

区域。功能定位为石化、装备制造业基地，重要的工业城市。本次规

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用于发展工业，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管控要求，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不会对《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产生负面影响。 

5.7 实施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5.7.1 主要评价结论 

（1）规划修改思路符合要求。本次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符合国

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循了不改变城乡建设用地禁建

边界，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原

则，依法履行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的有关程序，规划修改理由充

分、依据可靠、布局合理，符合国家关于规划修改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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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本次规划修改对现行规划确定的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用途管制、建设

用地空间管制、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等主要控制目标无不利影响，规划

修改方案与现行规划衔接良好，既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又保

障了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的建设用地，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 

性。 

（3）规划修改预期效益明显。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了土地利用综

合效益的发挥，不仅有利于全域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促进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和持续高效利用，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注重了土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碾盘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7.2 规划实施建议 

（1）严格规划实施。规划修改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碾盘乡要严

格按照修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实施，全面落实土地用途管制

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2）强化耕地保护。规划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严把补充耕地质量关，保证补充耕地与

被占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3）注重权益维护。规划实施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切

实维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合法权益，依法依规对失地农

民给予补偿，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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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修改的实施保障措施 

6.1 行政管理措施 

规划修改成果经论证、听证后，由碾盘乡人民政府上报东洲区人

民政府并转报抚顺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本规划修改方案一经批准，

必须严格执行，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碾盘乡要切实采取措施，强化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制度。有关部门批准、核准的各类建设项目，必须符合规划修改方案；

涉及农用地转用的，必须取得农用地转用许可，完善备案制度，强化

跟踪监管。 

6.2 经济技术措施 

6.2.1 经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有利于碾盘乡推进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集约高

效利用，促进新农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投资环境，进一步优

化镇域城乡建设用地空间布局；规划修改后，将充分运用价格机制遏

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现象，提高建设用地的取得、使用、保有成

本，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推动商业服务业等高收益用地向产业集

中发展区积聚，工业等中等收益用地向郊区转移，促进各类用地方式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收取的耕地开垦

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规划建设用

地调出地块的复垦资金。 

6.2.2 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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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划修改数据库增量包，满足规划数据库更新的要求；充分

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国土资源“一张图”综合监管平台建设，逐步实

现土地规划管理基础数据的信息共享，提高基础性和公益性信息的社

会服务能力。 

6.3 公众参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碾盘乡应采取有效方式对规划修改成

果及时进行公示，公开征询各方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对规划实

施的监督，并由上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规划修改方案进行

评审论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和实施的积极性，提

高社会公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认知程度，增强规划修改的公开性

和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