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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PREFACE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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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落实《岳阳县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结合中洲乡国土空间资源

现状、发展形势，编制《岳阳县中洲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对岳阳县中洲乡未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作出的总体安

排和综合部署，是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行动纲领，是

编制村庄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实施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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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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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崛起重大战略，持

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岳阳县构建的“一核一轴多心，一带两屏三

区”空间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整体谋划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和修复，全面提高国土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融入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中洲乡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发展，为建设富强美丽幸福文明的中洲乡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1.2规划范围、期限

◆ 规 划 范 围

规划范围分为乡域、渔场、乡政府驻地三个空间层次。其中乡域是实行全域全要素统筹管理的

区域，包括下辖的8个行政村（巴陵村、宝塔村、北垸村、机场村、平江河村、坪桥湖村、三江村、

中洲村），2处国有土地（中洲垸水委会、中洲乡政府），乡域总用地面积为7314.6公顷；中洲渔

场总用地面积2382.31公顷；乡政府驻地涉及中洲村、中洲垸水委会、宝塔村、中洲渔场，总规模

为79.35公顷。

◆ 规 划 期 限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

基期年为2020年，目标年为2035年，近期至2025年。



02 目标战略

2.1 特征总结

2.2 发展定位



2.1特征总结

◆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较为便利

中洲乡是七十年代初，岳阳县围湖建垸，1978年为安置铁山库区移民，由原毛田、

月田、公田、黄沙、荣湾五个区的部分乡、村、组而新设置的乡。地处岳阳县西南部，

东抵黄沙街镇，南邻汩罗市新塘、磊石二乡，西靠洞庭湖，北接荣家湾街道。境内无

国、省道，县道X052（荣宝路）通贯全乡，集镇距岳阳县城仅12公里。

◆ 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发展强劲

中洲乡是农业大乡，各类专业合作社达40多家。农业经营方式以规模化经营为主，

尤其蔬果、水产品产量极高，总体呈现出规模大、产量高、经济价值优的特点。不同

季节，不同经济作物丰收，是岳阳县的“棉、粮、油”等农作物基地，境内有全省较

大的淡水精养国营渔场—中洲渔场，全乡规模企业9家，全乡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 文旅资源丰富，开发程度不足

中洲乡紧邻东洞庭湖，集镇范围内现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凌云塔，有丰富的生态

文旅资源，但文旅资源开发较少，转化成相应的文旅商品的数量相对不足。



2.2发展定位

◆ 上位规划指引

◆ 自身发展特色

◆ 发展定位

主体功能定位：农产品主产区

乡镇职能：现代农业型，重点发展蔬果种植、水产养殖

产业职能：融合振兴现代农业，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特色小

镇建设，集中培育中洲渔场水产等地方名牌，扩大市场知名度

：

交通区位优越：西靠洞庭湖，南邻汩罗市，北接荣家湾街道，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较为便利。

资源优势明显：中洲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是岳

阳县的“棉、粮、油”等农作物种植基地

：

·

衔接落实岳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立足中洲乡现有区位交

通条件、特色农业及规模产业等资源禀赋，将中洲乡定位为：

岳阳县农产品主产区

特色农副产品加工示范区：
·



03 国土空间优化

3.1 保护开发总体格局

3.2 落实“三条控制线”

3.3 村镇体系规划

3.4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3.5 乡镇风貌设计引导



3.1保护开发总体格局

构建“一心一屏两轴”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心”：以中洲乡政府驻地作为乡域综合发展中心；

“一屏”：依托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构建中洲绿色生态屏障。

“两轴”：依托东西向县道X054以及南北向县道X052构建产业发展轴线。突出

以乡政府驻地为核心，横贯东西、通南达北，积极承接县城产业功能外溢，优化农业

生产格局，完善乡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带动沿线村庄共同发展。



3.2落实三条控制线

◆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 42103.19 亩

贯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将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划定在长
期稳定利用耕地上，对永久基本农田实施特殊保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

◆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不少于 0.6 公顷

结合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及生态敏感脆弱区域分布，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落实生态保护
红线，维护生态安全格局。

◆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不超过 0.48 公顷

坚持底线思维、节约集约，遵循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要求，落
实城镇开发边界，促进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3.3镇村体系规划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规划至 2035

年，乡域常住人口规模为 2.83 万人。结合乡域现状及发展条件，依据人口规模

及各行政村在乡域的地位和职能，建立“乡政府驻地+中心村+一般村”三级镇

村体系。

乡政府驻地：位于中洲村，是全乡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流活动中心。

2 个中心村：分别为三江村、宝塔村。

5 个一般村：分别为坪桥湖村、巴陵村、北垸村、机场村、平江河村。



3.4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3.5乡镇风貌设计引导

构建特色鲜明、风格协调的整体乡村风貌。

突出区域山水格局特点，彰显地区文化价值，结合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将

乡域划分为商贸农旅风貌区、农耕山林风貌区、田园滨水风貌区三个分区。

包括中洲村和宝塔村。结合乡政府驻地区位优势及凌云塔优美风光设，打
造商贸、文旅、田园相融合的风光魅力。

包括乡域南部的坪桥湖村和巴陵村。区域以丘陵为主，规划结合生态休闲
农业及美丽乡村建设，展现田园本底与村舍农庄相交融、自然淳朴的田园风光
魅力。

主要为乡域西部临东洞庭湖的村庄，整体地势平坦，呈现田园水乡风貌，
应重点体现田园特色及河湖泊特色，打造河湖田园风貌区。

——商贸农旅风貌区

——农耕山林风貌区

——田园滨水风貌区



04 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4.1 综合交通体系

4.2 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4.3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4.4 综合防灾体系

4.5 产业发展体系



4.1综合交通体系

全面建成“外联内通、快速通畅、绿色智慧、安全便捷”的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交通网络组织。规划形成“两横三纵多支”的道路交通体系。

——两横。为规划省道 S312 岳阳县张谷英至中洲公路以及县道 X054；

——三纵。为规划省道 S210 以及县道 X052、乡道 Y182；

——多支。即乡域范围内多条支路。



4.2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以推进镇村一体化发展为目标，以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为方向，

逐步建立健全公共基础设施镇村一体化管护体制机制，促进全域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

给水工程 中洲乡全乡现已全部接入城乡一体供水管网，至 2035 年，
供水普及率达到 100%，实现农村安全饮水和自来水全覆盖

排水工程 规划至 2035 年，乡镇污水处理率达 100%，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设施（包括资源化利用）的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电力工程 至 2035 年，规划保留 35kV 中洲变电站作为电源，同时完
善村级电力配套设施

电信工程
集镇实现 5G 基站覆盖率达 100%，至 2035 年中心村实现
5G 基站全覆盖，一般村实现移动通讯、光纤、有线电视全覆
盖

环卫工程

至 2035 年，集镇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全覆盖，农村地区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85%，乡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达到 50%，乡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50%，乡镇生活
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0%。



4.3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4.4综合防灾体系

高易发区：中洲垸管涌高易发区，包括位于中洲渔场西侧所有村。
低易发区：位于中洲渔场东侧；新建项目须避开滑坡、崩塌、塌陷等地灾点。

——地质灾害预防

中洲乡防洪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以东洞庭湖沿岸防洪为重点单元。
排涝标准为 20 年一遇；农村地区采用 10 年一遇暴雨 3 日排至作物耐淹水深。

——防洪排涝安全

中洲乡抗震设防按Ⅵ为基本烈度设防；重点生命线工程提高设防等级；。
规划将县道 X052、X054 等作为主要紧急疏散通道。

——抗震减灾



4.5产业发展体系

依托中洲乡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聚焦蔬菜种植、稻虾种养、药材等特色农

业，大力推进品牌兴农战略，将中洲乡产业定位为“现代农业强乡、岳阳县

中药材种植示范镇、岳阳市优质水产养殖基地”。

——现代农业强乡。中洲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特别适合大

规模农业产业化经营，境内各类农产品丰富，为岳阳县农场品主产区。

——岳阳县中药材种植示范镇。以岳阳市打造大美湖区优质农产品供应

基地为契机，大力扩展新型农业品牌，鼓励种植黄精、瓜蒌、前胡等药材，大力

引进创新相关产业链项目，推动药材种植成为中洲农业新品牌。

——岳阳市优质水产养殖基地。依托境内大面积养殖坑塘以及中洲渔

场，优化大湖养殖和精细化养殖，打造岳阳市优质水产养殖基地。

药材种植

绿色养殖

油菜种植 丘岗经济种植

牧草种植

农业

文旅
脐橙种殖

蔬菜种植

凌云塔

金盆柚种植



05 乡政府驻地规划

5.1 空间结构布局

5.2 规划用地布局



5.1空间结构布局

规划构建“两心一轴两带三区”的城镇格局。

两心：指依靠乡政府驻地构建的集镇行政服务核心以及新建农贸市场形成

的综合服务中心。

一轴：指贯穿集镇的县道 X052 发展轴。

两带：指依托凌云塔形成的集镇西侧滨湖景观带，以及集镇东侧滨湖景观

带。

三区：综合服务区：以居住、商业、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为主要功能的区

域。生态宜居区：以居住、生活为主要功能的区域。生态文旅区：以凌云塔为核

心打造生态文化旅游区域。



5.1规划用地布局

在现有的乡区用地基础上，通过合理规划和调整，实现用

地结构的平衡。

在中洲中学北部新增一处农村宅基地，用于引进相关项目（后期纳入城镇开

发边界），中学西部规划新建一处应急避难场所，利用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及凌云

塔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临湖生态公园，形成幽静恬适、清新秀美的高品质的文

化活动中心。乡政府驻地东北侧沿河道新增约 30 亩农村宅基地用于建设环湖风

光带。



06 实施保障机制

6.1 明确规划传导落实

6.2 健全规划实施监督机制



6.1明确规划传导落实

构建符合乡镇国土空间保护开发的规划传导体系

分为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村庄规划传导分为约束性、强制性和

引导性，详细规划分为城镇开发边界内和城镇开发边界外。

 详细规划传导：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实施性安排。在城镇开

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对不同的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主导功能提出差异化引导要求，明确

需要向各编制单元传导的功能定位、核心指标、管控边界和要求。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用

于特色产业、特殊用途的空间区域，需划定主导产业分布的范围边界，确定合理的开发

强度，作为特殊单元编制详细规划，按照开发强度等约束指标与准入条件实施管控

 村庄规划传导：通过控制线管控、用途管制、指标管控的方式，强化对资源总

量和利用效率、空间管控底线的管控。按照《岳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指标的逐级分解，深化形成中洲乡指标体系，严格落实约束性指标的要求，确

保各项约束性指标完成。引导各村庄规划落实中洲乡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规划目标、

规划分区、重要控制线、城镇发展定位、要素配置等规划内容，将耕地保有量等底线管

控指标，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重要控制线以约束性进行传导。

岳阳县



6.2健全规划实施监督机制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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