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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

强村 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 号）、

《天津市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实施方案》（津农委函〔2019〕14

号）、《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天津市乡村产

业振兴实施方案（2019-2022 年）>的通知》（津农组发〔2019〕8

号）及《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天津市乡村生

态振兴实施方案（2019- 2022 年）>的通知》（津农组发〔2019〕

11 号）的有关工作部署，宁河区围绕生态工程建设、农业产业升

级、乡村旅游等重点内容，大力推进村庄规划。按照《天津市村庄

规划编制导则（试行）》规定的技术要求，岳龙镇人民政府深入调

研、充分听取村民意愿，坚持“多规合一”，组织编制了《天津市

宁河区岳龙镇李麻�村村庄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通盘考虑了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村庄安全与防灾减灾等，打造以农旅产业为龙头的宁河乡村振兴示

范区，探索农业农村发展新路径，构建一个可落地、可推广、可持

续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实现农民收入和农村生活品质整体提升。

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村域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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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

该村庄规划批复后，纳入岳龙镇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过程中要

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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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

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 号）要

求，限制耕地转为其他地类，若切实需要实施植树造林的，要满足

区级和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安排。如遇上位国土空间规划调

整，应执行上位国土空间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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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遵循“保护优先、节

约集约；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统筹协调、突出重点；发挥村民主

体地位、充分尊重民意”的原则，通过编制村庄规划助力实现乡村

振兴。

（二）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9 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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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8 年修正）；

（8）《电力设施保护条例》（2018 年修订）；

（9）《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2019 修正）；

（10）《天津市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0 年修正）；

（11）《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修正）；

（12）《天津市电力设施保护条例》（2014 年）；

（13）《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

（津政发〔2018〕21 号）；

（14）《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划定永久性保护生

态区域的决议》（津人发〔2014〕2 号）；

（15）《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永久性保护

生态区域管理的决议》（津人发〔2017〕37 号）；

（16）《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管理规

定的通知》（津政发〔2019〕23 号）。

2、规章规范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

〔201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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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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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19〕18号）；

（3）《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

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 号）；

（4）《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

号）；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

然资办发〔2019〕35 号）；

（6）《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自然资规发〔2019〕4 号）；

（7）《五委局关于印发<天津市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津农委函〔2019〕14 号）。

3、技术标准规范

（1）《天津市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2）《市规划资源局关于印发<天津市村庄规划技术审查要点（ 试

行）>的通知》（津规资村镇发〔2020〕11 号）；

（3）《市规划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津规资村镇发〔2020〕232 号）。

4、其他相关规划和资料数据

（1）《宁河区岳龙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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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河区 2020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

（3）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阶段性成果）；

（三）规划范围与期限

本次村庄规划范围为城镇开发边界外李麻�村行政区划范围，面积

384.30公顷。待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复后，城镇开发边界内未来按照相

关文件要求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具体地类、管控要求等参 照控制性详

细规划执行。

依据《市规划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津

规资村镇发〔2020〕232 号）文件要求，规划以 2020 年变更调查数据为

基期数据，并按照《天津市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用地分类，结

合三调阶段成果及现场踏勘情况进行核实，细化后形成现状数据。

规划以 2020 年为基期，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

二、现状分析与评估

（一）区位条件与交通状况

1、区位条件

宁河是天津的东大门，地处京津冀城市群几何中心，位居京津唐和

曹妃甸工业区中心地带。岳龙镇位于宁河区东北，紧邻丰台镇和七板桥，

北部和东部和河北省搭界，距天津市区约 65公里，距北京市区

约 180公里，梅丰公路和唐廊高速贯穿镇域，区位优势明显。李麻�村

位于岳龙镇东北部。

2、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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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交通：唐廊高速收费站与丰李路相连道路穿过村域，丰李

路从镇域西南侧穿过，并与村庄主干路相连，村庄对外交通便捷。

（2）内部交通：村庄内部道路成网，路面硬化率达到90%，主干

路13条，宽度 4米；次干路6条，宽度 4 米；主干路上配备有照明设施。

（3）田间道路：路面状况良好，能满足基本农事需求。

（二）土地利用状况

现状以农林用地为主，耕地占农林用地比例较高。现状农林用地面积

335.70 公顷，占规划范围总面积的 87.35%，其中耕地 202.26公顷，多数

用于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占农林用地面积的60.25%； 林地 80.53公

顷，占农林用地面积的23.99%；设施农用地0.59 公顷，占农林用地面积的

0.18%；农村道路7.69公顷，占农林用地面积的2.29%；坑塘水面1.14公顷，

占农林用地面积的0.49%；沟渠41.51公顷，占农林用地面积的12.37%。村

庄建设用地31.75公顷，占规划范围总面积的 8.26%，其中村庄商业服务

业设施用地0.29公顷，占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的0.91%；村庄生产仓储用

地面积8.21公顷，占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的25.86%；村庄道路用地3.28公顷，

占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的10.33%，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28公顷，占村庄

建设用地面积的0.88%，村庄留白用地0.09公顷，占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的0.28%，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40公顷，占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的

1.26%，村庄公共场地0.00公顷，占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的0.00%。其他

建设用地 16.85公顷，占规划范围总面积的4.38%，其中城镇建设用地

0.00公顷，占其他建设用地面积的0.00%；区域交通水利设施用地

15.73公顷，占其他建设用地面积的93.35%；特殊用地1.12公顷，占

其他建设用地面积的 6.53%。

（三）社会经济与产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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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情况

人口规模较大。截至 2020 年底，李麻�村总户数 338户，户籍人口

1061 人，其中：男性508人，女性：553人，非农业人口33人，农业人口1028

人，处于全镇中上等水平，人口规模较大。

二产从业人口占劳动力比例较高。村庄从业人员共 720人，占全村户籍

人口的67.86%，劳动力占比较高。其中：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202 人，占劳

动力总人口的 28.06%；从事第二产业劳动力 406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

56.39%；从事第三产业劳动力 112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 15.55%。

2、收入与产业情况

村集体年收入和村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2020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38.5

万元，主要来源为土地承包金。户均年收入 19853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为

6325元，主要来源为玉米、小麦种植、禽畜养殖和就近打工。

产业以一、二产为主，但产业融合程度不高。村内现有耕地多数用于种

植玉米、小麦。二产主要为村内棉业站和木材厂加工制造业，三产主要为村

域内多处餐饮和零售商业服务网点。

（四）设施建设状况

公共服务与市政基础设施基本完善，能满足村民日常需求，部分设

施需补充完善。

村内党员活动室、农村警务室、图书室、文化活动室、老年活动室

和村邮站等与村委会合建；文化活动场地、卫生室各 1 处；现无高中、小

学、幼儿园；现有集贸市场1 处、便民超市 3处、快递收寄点1处，公共

设施基本完善，生活条件较为便利。

村内有地下水井 1 处，村民日常生活用水由地下水井统一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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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采取雨污分流排水模式，现有污水处理站 2 处，污水管网已铺设完成，

污水集中排入污水处理站，雨水沿路边沟渠自然排放；村内现有杆式变压

器若干，电力线缆沿杆架设；村庄通信设施完备；村内现已完成“煤改电”，

供暖电站2处；村庄现有公厕1 处，垃圾收集点若干，日常有保洁公司定时

转运清理。村庄市政基础设施基本完善，能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求。

三、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一）村庄发展定位
根据《宁河区村庄布局专项规划（2019-2035年）》（征求意稿），

李麻�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以岳龙镇食品文化为基础，传统农耕文化为

支撑，积极推动生态资源、特色农业发展的新业态，促进生态环境升级、

人居环境升级、产业升级，进而带动乡村旅游消费升级。因此，将李麻�

村打造为：服务于京津冀区域，以农事体验、食品为龙头的先进设施农业

示范区。

（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

依据《宁河区岳龙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以下简

称《镇土总规》），至2020年规划期末，规划范围内，李麻�村耕地保有

量200.54 公顷，林地80.09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33.72公顷，其中城镇

工矿用地规模0.00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33.72公顷。

依据《镇土总规》下达各项指标、《天津市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 行）》

及李麻�村实际需求，规划至 2035 年，规划范围内耕地保有量202.45公

顷，村庄建设用地规模32.66公顷，城镇建设用地规模1.06公顷。

规划基期年村庄人口为 1061 人，结合村庄近五年人口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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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津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取人口自然增长率 1.4‰，预测规划至 2035年

李麻�村人口规模将达到1084人。

（三）指标落实方案

1、严格落实建设用地指标

为保障村庄产业发展、村民住房、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及村庄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村庄建设用地 32.66 公顷，其中村民住宅用地19.34公顷，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44公顷，村庄道路用地3.46公顷，村庄公用

设施用地0.28公顷；村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0.29公顷，村庄生产仓

储用地 6.34 公顷，保障乡村农旅项目和农产品加工仓储项目建设，

村庄留白用地1.46公顷。

规划至 2035 年，规划范围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32.66公顷，

较《镇土总规》下达村庄建设用地指标32.66公顷未增加。

2、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

规划耕地规模202.45公顷，较《镇土总规》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

标200.54增加1.91公顷。

四、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与布局优化

（一）村域国土空间管控

1、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管控规则：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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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9〕48 号）等文件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

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

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包括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

设 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

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

的必 要公共设施建设；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

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等。如遇上

级政策调整，管控规则按照上级政策执行。

2、落实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

管控规则：按照《关于印发<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管理的决议>的通知》（津人

发〔2017〕37 号）、《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管理规定》（津

政发〔2019〕23 号）等文件要求，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禁止在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范围内进行取土挖沙、折枝毁树、倾

倒废弃物等违法行为；除生态保护工程、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保

障项目外，不得安排新增建设用地。在项目实施时应经过生态环境影

响论证、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后报经市政府审查同意，履行基本建设程

序。加强各种潜在的污染源防控，避免对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本规划未明确的管控规则执行天津市的相关规定。如遇全市政策调

整，管控规则按照上级政策执行。

3、落实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控规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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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天津市湿地保护条例》（2020 年修正）、《天津古海岸

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津政令第 36 号）、《七里海

湿地生态保护修复规划（2017-2025 年）》等文件、规划的要求，除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

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核心区

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实验区内建设项目须满足环境

保护要求；核心区内禁止任何人进入，确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

的须按要求履行程序经批准后进入；缓冲区内禁止开展旅游和生产经

营活动，确因教学科研目的需进入从事非破坏性活动的，须按要求履

行程序经批准后进入；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需符合自然保

护区管理目标、服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本规划未明确的管

控规则执行国家和天津市的相关规定。

4、落实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走廊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高压输电线。

管控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

例》、《天津市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走廊范围内，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

区内实施危害行为；新建架空电力线路应当拆除走廊内与电力配套设

施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内除电力配套设施外不

得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依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 2014）、《6 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GB

50061-2010）等相关设计规范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村庄

范围内架空电路规划设计、建设。

5、划定村庄建设用地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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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8 年土地变更调查确定的农村建设用地范围为基础，结合

村庄发展建设需要，划定村庄建设用地控制线，面积为 33.72公顷。

管控规则：规划期内，规划确定的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不得随意更

改，村庄集中建设范围不得突破村庄建设用地控制线，在不突破规划

确定的村庄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可在村庄建设用地控制线范

围内依程序优化建设用地布局。控制线内的开发建设活动应符合国家

天津市和宁河区相关政策要求。

（二）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

规划落实《镇土总规》相关安排，结合村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

进行国土空间规划用途调整，落实全域全类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

划至 2035 年，规划范围内农林用地从规划基期年的335.70公顷，调

整到 333.69公顷；建设用地从规划基期年的48.60公顷，调整到50.61

公顷；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从规划基期年的0.00公顷，调整到0.00

公顷。

农林用地：规划至 2035 年，耕地面积202.45 公顷，耕地总

规模较规划基期年减少0.19公顷，林地面积 80.09公顷，较规划基期

年减少0.44公顷。

建设用地：规划至 2035 年，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32.66公顷，较

规划基期年增加0.91公顷，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17.95公顷，较规划基

期年增加1.10公顷。

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不涉及

（三）村庄建设用地管控

1、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及控制指标

结合村庄发展建设需求，规划范围内安排村庄建设用地32.66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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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其中村民住宅用地19.34公顷，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44公顷，

村庄道路用地3.46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28公顷；村庄商业服务

业设施用地 0.29公顷，村庄生产仓储用地 6.34 公顷，村庄留白用

地1.46公顷。

规划对各类建设用地建筑高度、容积率及建筑密度进行控制。各

地块具体用地面积、建筑限高、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详见附表 3。

2、村庄建设用地管控规则

（1）村庄各类项目建设不得超出村庄建设用地范围，不得突破

建设用地规模要求。位于交通沿线周边的城乡建设用地，其开发建设需

满足相关文件退线要求。

（2）村民新建、改建、扩建住房必须符合村庄规划，尽量使用

村内空闲地及退出的老宅基地，不再安排新增建设用地，严格按天津市

和宁河区宅基地相关管理要求，履行审批手续，做到先批后建。

（3）村内农房改造应结合中央及市级住房和建设部门对农房抗

震、节能、特色风貌等有关文件要求，对农户新建、翻建自有住房或

对既有房屋修缮加固改造，要参照《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

进行设计和施工，突出基础、主体结构（构造柱、圈梁、墙体）和楼

屋面等关键部位的抗震改造，完善和提升抗震措施，切实提高农房整

体抗震能力。在保障房屋安全基础上，注重绿色节能，与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相结合，推进农村地区房屋建筑能效提升，助力冬季清洁取暖，

对农房墙体、屋顶、门窗等部位选用节能材料进行改造。

（4）村内农房新建、改建、扩建提倡采用具有宁河区地域特色

的房屋布局、建筑元素、风貌特征等特色民居做法，不断提升农房特

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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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村庄公共服务用地及村庄基础设施需使用建设用地的应优

先布局于村庄建设用地控制线范围内。

（6）村庄产业项目应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

求。产业项目建设不得超出所在地块建设用地范围，不得突破建设用

地规模、容积率、建筑密度及建筑限高要求。

（7）规划引导工业向城镇产业空间集聚，合理保障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用地，对利用本地资源、不侵占基本农田、不破坏自然和

人文环境的旅游、农村电商、农产品分拣、冷链、初加工等农村产业

业态可根据实际条件就近布局，除上述少量必需的农产品生产加工

外， 不再安排新增工业用地，现状保留的工业用地，规划期内不得

从事破 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生产经营性活动，不得进行翻建、改扩

建。

（8）鼓励按照国家、天津市和宁河区相关政策要求，通过自营、

联营、入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方式，盘活利用现有村庄 产

业用地、低效建设用地和腾退的宅基地，发展符合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要求的项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四）耕地保护

依据《镇土总规》，规划范围内李麻�村耕地保护目标为 202.45

公顷。《规划》落实耕地规模 200.54公顷，较《镇土总规》下达的耕地保

有量指标增加1.91公顷。

严格控制耕地占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耕地保护责

任落实到地块和农户，确保“农地农用”。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

防止耕地“非粮化”倾向；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占用耕

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格控制铁路、公路两侧用地范围以外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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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用地审批，道路沿线是耕地的，两侧用地范围以外绿化带宽度不得

超过 5 米，其中县乡道路不得超过 3 米；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

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强化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控

制和引导，确需占用耕地的应尽量避让优质耕地。设施农业属于农业

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落实占补平衡。除设施农用

地外，需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做到补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

量有提高。切实提高耕地质量。规划期间通过增施有机肥、轮作制度

和适当休耕制度等措施，切实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提高耕地等别。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夯实保护责任。以区为单位，全面实施耕地

保护“田长制”管理，建立以村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每块耕地

有田长的管理模式，实现耕地保护责任全覆盖。落实分级管理、逐级

负责、属地管理制度，压实耕地保护责任。以行政村为网格单元，区、

乡镇（街道）、村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为本辖区内耕地保护一级、

二级、三级田长。一级田长负总责，二级田长对乡镇（街道办事处）行

政区域内耕地保护工作负总责，指导、协调、督促相关工作落实； 三

级田长对本村行政区域范围内耕地保护负总责，定期监查、巡查， 做

好监督管理、宣传教育和记录，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耕地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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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业发展与村庄建设

（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依托李麻�村自然本底、农业种植基础和现有农业优势，围绕“先进

设施农业示范区”的定位，以生态产业化发展目标，打破农业产业结构单

一瓶颈，盘活特色农业资源。

合理利用农业本底资源，把生态廊道变为经济带和产业带。合理

利用林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利用现有耕地，进行大田种植的

同时开展农耕体验活动，利用现有养殖坑塘，开展多用途开发， 实现

功能复合利用。

（二）村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在合理安排农村住房建设的基础上，结合基层村的定位，按照城乡公共

服务设施普惠共享的原则，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提升改

造。将原村委会、党员活动室、农村警务室、文化活动室、图书室、村广播

站进行原址维持不变，以满足村委会工作及村民日常文化生活需要。规划将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室职能增加到村委会，满足村民需要，根据村

庄规划导则要求，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建筑面积应不小于300平方米。

（三）村庄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规划期内，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燃气工

程、热力工程、环卫工程等市政基础设施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技术标

准和设计规范，依法依规按程序实施建设。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中饮用水水源地规范

化 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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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水工程规划

（1） 水量预测：根据《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天

津市乡村规划编制技术要求》以及实际用水情况，用水量指标为100

（L/（人·d）），总用水量为 108.4m3/d。

（2） 水源规划：现状水源为地下水，其取水量应低于允许开采 的

水量。水源地周边 30m 范围内应无厕所、化粪池和禽畜养殖场，且不

得堆放垃圾、粪便、废渣和铺设污水管道。近期规划供水水源接入 镇

级给水网系统，由市政管网统一供水。水质标准不得低于现行《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及《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3020）

的规定。供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的有关规定。供水主干管沿村庄主要道路敷设，管网采用环枝状相结合

的方式布置。

2、排水工程规划

（1） 污水量预测：根据《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天

津市乡村规划编制技术要求》以及实际用水情况，污水量按供水量的

70% 计算，即75.88m3/d。

（2） 污水设施规划：规划污水管道接入村庄污水处理站，污水就

近排入污水支管，再汇入主干管，最后汇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

理后排入收纳水体。

（3） 雨水工程规划：雨水排放设明沟，雨水管渠尽量利用地形坡

度，重力流排水，根据就近、直接的原则，以最短的距离将雨水排入附

近河流及其它水体。

3、电力工程规划

（1）需电量预测：用电负荷取 30kW/户，用电负荷1014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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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力设施规划：现状电力能满足用电需求，规划期内保持

现状杆式变压器。村庄电力线缆沿主要道路架杆式铺设，采用树

干式接线方式配电。电缆线路两侧各 0.75 米安全保护区内严禁

开展建设活动；直埋电缆与树木主干的距离不宜小于0.7米。近

期对各类废旧无用线缆进行集中剪线清理，对村内电力线路进行

统一规划路线，有序梳理捆扎，将整治后的线缆排列整齐有序。

远期根据实际情况线缆逐步向地下管道埋设过渡。

（3）供热方式：村庄已经完成“煤改电”供热方式。

4、通信工程规划

通信线路现状沿村内主要道路架空敷设；通信、有线电视线路及宽

带线路同杆架设。

村庄现有现状通信基站，村庄通信线缆已接入镇区通信系统，实

现网络信号全覆盖，规划期内维持现状。近期梳理现状杂乱的线路，与电力

线路统一进行安排设置。远期规划衔接宁河区通信基站站址布局专项规划，促

进村庄移动通信设施建设，提高村庄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水平。

5、热力工程规划

采用清洁、节能型能源或空调系统满足供热需求，在主要道路预留热

力管网接口，后期根据实际需求考虑布置热力管道。

6、环卫工程规划

生活垃圾应采用分类收集方式，医疗垃圾应单独收集、处理。在

主要服务建筑附近应设置小型垃圾转运站。按服务半径≤200 米进行

规划设置垃圾收集点，规划保留现状垃圾收集点。

（四）综合防灾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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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震设施规划引导：新建工程必须按国家颁布的《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50011-2010）进行抗震设计和建设；广场等开阔空间

作为避震疏散场地，主要道路作为疏散通道。

2、消防设施规划引导：依据《农村防火规范》(GB50039-2010)要求，

各类建筑布局、耐火等级、防火间距等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0）等的要求；道路满足消防车通行

需求；主干道路两旁按规定设置室外消防栓；规划消防供水与给水

管网共用一套系统，采用低压消防供水系统；利用现有水渠和水塘

作为近期消防水源及以后的备用水源，配备建设取水码头，按照规

范要求配备机动消防泵、水带、水枪等取水设施；规划增设村级消

防设施， 根据实际配备灭火器、消防斧、消防梯等消防器材；村庄

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等要符合规范要求；广场等开敞空间作为

应急避难场所。发挥行政村基本治理单元作用，成立由村“两委”成员

牵头的消防管理组织，提档升级微型消防站和志愿消防队；针对孤寡老

人居住场所及村店后宅的经营性场所，推广安装简易喷淋装置、独立式

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加强维护管理。

3、防洪设施规划引导：依据《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城市防洪规划规范》（GB 51079-2016）、《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 2006〔2016 年版〕）等相关标准规范，按照 100 年一

遇的防洪标准、10 年一遇的防涝标准、3-5 年的雨水重现期等标准，

建设周边水域防洪堤的堤防设施。充分利用地形及建设区内部的沟渠

相结合，保证内 部雨水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结合景观整治村庄

内的坑塘沟渠，对村庄内河道进行疏浚，进一步提高村庄防洪排涝能

力，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以确保汛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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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疫设施规划引导：依据《村镇规划卫生规范》（GB18055-

2012），村庄住宅区、公共建筑位置等与垃圾粪便、污水处理地

点等产生有害因素场所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等满足卫生分区和卫生

防护距离的要求；给水工程、排水工程、垃圾处理设施、粪便处理设

施、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配置标准、卫生防护距离、处置

方式等满足相应的标准；规划主入口处设置防疫站，作为疫情发生时

的检测、治疗中心；加强人居环境建设，其他相应的环境卫生、农房

建设等应满足规范要求。

5、其他灾害防治规划引导：充分考虑暴雨冰雹、雪灾冻雨等气

象灾害防治，农作物防虫害，流行病防治，建筑防灾设计等，确保规

划合理。

六、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维护村庄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本规划由岳龙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宁河区人民政府审批，为

法定规划，是李麻�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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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各项建设等的

法定依据。村庄规划依法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实施，村内

任何组织和个人使用土地，都应服从村庄规划，按规定办理用地手续，经批

准后方可使用。严禁乱占滥用、买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土地。

（二）加强村规民约引导

发挥村规民约在村庄治理中的监管作用，将村庄发展目标、控制指标、建

设用地管理与农用地管理等相关内容纳入村规民约，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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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村民监督管理

加强村庄规划宣传，强化公众参与。组织召开各种座谈会和村民代表

会议，宣讲规划内容，强化村民依法使用规划的意识。加强村民对规划执行

的监督，对于发现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村民委员会及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分局主管部门举报。严格落实田长制，充分发挥三级田长、网格长和网格监督

员日常巡查监管作用，明确责任权利，切实把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

到实处。

（四）推行规划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制

实行规划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制。将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节约集约用

地、违法用地防止等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强化村集体主要

负责人职责，严格考核制度，确保责任、任务、措施和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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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主要控制指标表

规划目

标表

主要指标 单位
现状 远期 年均

属性
指标 目标 增速

人口规模 人 1061 1084 0.15 预期性

村庄建设用

地规模
公顷 31.75 32.66 0.20 约束性

人均村庄建

设用地
平方米/人 325.4 209.11 -3.11 预期性

户均宅基地

面积
平方米/户 568.05 572.19 0.05 预期性

闲置建设用

地盘活利用

率

% —— 100 —— 预期性

耕地保有量 公顷 202.26 202.45 0.01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
公顷 196.67 196.67 0.00 约束性

村域林草覆

盖率
% 21.18 20.91 -0.09 预期性

人均公共服

务设施面积
平方米/人 3.77 4.06 0.53 预期性

人均活动健

身场地面积
平方米/人 0.00 9.69 —— 预期性

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
% 100.00 100.00 0.00 预期性

生活垃圾收

集率
% 100.00 100.00 0.00 预期性

道路硬化率 % 90.00 100.00 0.76 预期性

注：规划到 2035 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33.72公顷以内，未突破《镇土总规》下

达指标33.72公顷。



宁河区岳龙镇李麻�村村庄规划（2021-2035 年） 文本

23

附表 2 村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用地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现状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

增减量

(公顷)

用地 比重 用地 比重

（公顷） （%） （公顷） （%）

农林用

地

耕地
基本农田

202.26 52.63
196.67 51.18

-0.19
一般耕地 5.78 1.50

种植园用地 0.63 0.16 0.60 0.16 -0.03

牧草地 0.85 0.22 0.26 0.07 -0.59

林地 80.53 20.95 80.09 20.84 -0.44

其他农

用地

设施农用地 0.59 0.15 0.18 0.05 -0.41

农村道路 7.69 2.00 7.48 1.95 -0.21

坑塘水面 1.64 0.43 1.43 0.37 -0.21

沟渠 41.51 10.80 41.20 10.72 -0.31

建设用

地

合计 335.70 87.35 333.69 86.83 -2.01

村庄建

设用地

村民住宅用

地

一类宅

基地
19.20 5.00 19.34 5.03 0.14

村庄公共服

务用地

村庄公

共服务

设施用

地

0.40 0.10 0.44 0.11 0.04

村庄公

共场地
0.00 0.00 1.05 0.27 1.05

村庄基础设

施用地

村庄道

路用地
3.28 0.85 3.46 0.90 0.18

村庄交

通设施

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村庄公

用设施

用地

0.28 0.07 0.28 0.07 0.00

村庄产业用

地

村庄商

业服务

业设施

用地

0.29 0.08 0.29 0.08 0.00

村庄生

产仓储

用地用

地

8.21 2.14 6.34 1.65 -1.87

村庄留白用地 0.09 0.02 1.46 0.38 1.37

小计 31.75 8.26 32.66 8.50 0.91

其他建

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0.00 0.00 1.06 0.28 1.06

区域交通水利设施用地 15.73 4.09 15.77 4.10 0.04

特殊用地 1.12 0.29 1.12 0.29 0.00

小计 16.85 4.38 17.95 4.67 1.10

合计 48.60 12.65 50.61 13.17 2.01

规划范围总面积 384.30 100.00 384.30 100.00 0.00

备注：数据均为天津 2000 坐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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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地块指标控制一览表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地块

编号

建筑密

度（%）

容积率

（%）

建筑限高

（m）
备注

城镇建设用地 10617.59 L-01 — — —
该宗土地为国有出让工业用

地，具体规划指标执行土地出

让合同

村庄生产仓储用

地
12305.31 L-02 — 1.5 —

村民住宅用地 637.88 L-03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8825.09 L-04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10138.16 L-05 — — 10
村庄道路用地 510.14 L-06 — — —
村庄生产仓储用

地
4628.65 L-07 — 1.5 —

村民住宅用地 867.61 L-08 — — 10
村庄道路用地 999.38 L-09 — — —
村民住宅用地 5132.25 L-10 — — 10
村庄公用设施用

地
1072.53 L-11 — — —

村民住宅用地 424.48 L-12 — — 10
村庄留白用地 5223.85 L-13 — — —
村民住宅用地 340.26 L-14 — — 10
村庄公共场地 1310.1 L-15 — — —
村庄生产仓储用

地
1165.39 L-16 — 1.5 —

村庄留白用地 1373.56 L-17 — — —
村庄公共场地 467.23 L-18 — — —
村民住宅用地 1502.02 L-19 — — 10
村庄公共场地 715.23 L-20 — — —
村庄留白用地 855.34 L-21 — — —
村庄道路用地 6316.62 L-22 — — —
村民住宅用地 3103.34 L-23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4944.65 L-24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1102.08 L-25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2368.5 L-26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1240.65 L-27 — — 10
村庄道路用地 9002.33 L-28 — — —
村民住宅用地 1459.28 L-29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1646.23 L-30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1856.7 L-31 — — 10
村庄公共场地 796.24 L-32 — — —
村民住宅用地 3624.19 L-33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381.31 L-34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362.18 L-35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103.03 L-36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220.75 L-37 — — 10 便民超市

村民住宅用地 3315.32 L-38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5585.24 L-39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458.28 L-40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261.39 L-41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4068.29 L-42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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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住宅用地 4205.27 L-43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4178.69 L-44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4369.31 L-45 — — 10
村庄生产仓储用

地
1356.16 L-46 — 1.5 —

村庄留白用地 4818.26 L-47 — — — 污水处理站

村庄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
4411.13 L-48 60 1.2 12

村委会、党员活动室、农村警

务室、文化活动室、老年活动

室、图书室、村广播站、村邮

站、卫生室、计划生育服务室、

应急避难场地、文化活动场地、

健身活动场地、篮球场、社区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公共厕所

村民住宅用地 2261.21 L-49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066 L-50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916.56 L-51 — — 10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1376.64 L-52 60 1.2 12

村民住宅用地 1144.45 L-53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2569.12 L-54 — — 10 便民超市

村民住宅用地 2400.49 L-55 — — 10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1511.22 L-56 60 1.2 12

村民住宅用地 10094.97 L-57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4165.07 L-58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730.02 L-59 — — 10
村庄留白用地 2310.06 L-60 — — —
村庄道路用地 2838.91 L-61 — — —
村民住宅用地 10233.98 L-62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8672.79 L-63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2446.28 L-64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1636.2 L-65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4567.48 L-66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3084.5 L-67 — — 10
村庄道路用地 6716.5 L-68 — — —
村庄公用设施用

地
1234.55 L-69 — — —

村民住宅用地 5189.71 L-70 — — 10 便民超市

村民住宅用地 6234.21 L-71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5163.41 L-72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5715.74 L-73 — — 10
村庄公用设施用

地
466.88 L-74 — — — 污水处理站

村庄公共场地 3025.7 L-75 — — —
村庄公共场地 4180.03 L-76 — — —
村民住宅用地 5956.77 L-77 — — 10
村民住宅用地 2811.85 L-78 — — 10
村庄道路用地 8247.34 L-79 — — —
村民住宅用地 913.25 L-80 — — 10
村庄生产仓储用

地
7625.61 L-81 — 1.5 —

村民住宅用地 1609.16 L-82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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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生产仓储用

地
36360.77 L-83 — 1.5 —

村民住宅用地 1083.57 L-84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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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期建设项目汇总表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用地

面积

(公顷)

建筑

面积

（㎡）

资金规模

（万元）

资金

来源

实施

计划 备注

1
公共服

务设施

社区老年

日间照料

中心

—— 300 ——

政府或

社会资

金
近期

在现状村

委会内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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