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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指导重庆市秀山县溶溪镇的城乡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协

调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规范城乡规划管理，特编制《秀山县溶溪镇总

体规划(2010—2030年)》（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年）；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

4.《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5.《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2002年）；

6.《城市绿地分类标准》（2002年）；

7.《秀山县城县域镇体系规划》（2001—2020年）

8.《秀山县新农村总体规划》（2007—2020年）；

9. 规划区 1：10000地形图。

10.《秀山县溶溪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三条 规划原则

1．坚持可持续发展和“三效益”并重的原则，注重生态保护。坚持环境保护基

本国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2．坚持整体、长远、经济的原则，把城镇区和各村庄的规划建设作为完整的系

统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

3．立足近期、着眼远期，抓好近期建设，为远期发展打好基础。

4．从自身资源优势出发，重点提升旅游、商贸服务业及工矿加工等优势产业，

充分体现“山、水、城、林、生态、旅游”的城乡特色。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近期：2010-2015年

中期：2016-2020年

远期：2021-2030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分为两个层次，镇域规划范围为溶溪镇行政区域范围，规划面积 109.42

平方公里；镇区规划范围为溶溪镇晨光和红光街道中心区域，面积 4.87 平方公里。

第六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成果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附件（包括规划说明书和基础资料汇编）

三部分组成，其中规划图和规划文本具有法律效力。

第七条 强制性规定

文本中带下划线的内容为强制性内容。

第八条 重庆市秀山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按照本规划进行具体规划管理。

第二章 规划目标

第九条 总目标

逐步把溶溪镇建设成为第一产业优化，第二、第三产业发达，经济繁荣，环境

优良的绿色生态镇和经济强镇。

第十条 产业发展

发展战略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产业规模化”。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发展第一产业，积极发展第二产业。

第十一条 基本农田保护

遵循“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合理配置

镇域空间资源，节约用地，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

第十二条 生态环境保护

构建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生态环境，优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加强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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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保护，塑造优美的城乡环境。

第十三条 科技文化教育

全面实施科教兴乡战略，坚持科技为先导，教育为基础，确保各类科技文化教

育用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第三章 镇域规划

第一节 城镇化水平预测

第十四条 规划近期 2015年溶溪总人口 2.5万人；远期 2030年为 3万人。

其中近期 2015 年城镇化水平为 50%，城镇人口 1.25 万人。

远期 2030 年城镇化水平为 73%，城镇人口 2.2 万人。

第二节 村镇体系规划

第十五条 村镇体系结构

乡村体系分为镇区—中心村（柳水村）—基层行政村（梨园村、罗家村、高楼

村、石板村、回星村）三级。

第十六条 职能

镇区是全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贸服务及加工基地。柳水村为乡村旅

游接待基地。高楼村是锰矿开采基地；梨园村、罗家村、石板村、回星村为农林生

产基地。

第十七条 规模

规划期末全镇规划总人口 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2万人，中心村 0.3万人，一

般村 0.1万人。具体规模指标详见附表一《村镇体系规划一览表》。

第三节 产业布局规划

第十八条 发展战略

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粗放的传统经营模式，向集约型、环保型转变。形成

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环保型、低耗能为主的产业集群。

第十九条 经济分区

采用“一心、三区、四基地”的经济分区。

一心——镇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镇区拓建形成全镇的公共服务中心。

三区包括：中部工商业发展区——主要包括晨光、红光居委会和柳水村地区。

重点发展城镇工商业和乡村旅游业。

西部工矿林业发展区——主要包括高楼、罗家和梨园村地区。重点

发展高楼村锰矿开发，以及高、中山地区的生

态移民和退耕还林，形成工矿林综合发展区。

东部农林业发展区——主要包括石板、回星村的园、林区和耕地区。

林区：重点发展高山林业、中低山银花；园区：

重点发展规模化蔬菜、水果、养殖；耕地区：

重点发展专业化粮、油、生猪、土鸡生产。

四基地包括：一是通过完善镇区的商贸服务设施，建立全镇的商贸服务基地。

二是以现有工业为基础的工矿及农副产品加工基地。

三是以柳水村为主的乡村旅游基地。

四是以高楼村为主的锰矿开采基地。

第二十条 产业布局

第一产业主要分布东、西部农村，各村稳定农业基础地位，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特色种植业，向农业产业化方向转变；第二产业主要分布在西部的高楼锰矿区和镇

区东岸的加工工业区；第三产业主要分布在溶溪镇区及柳水村旅游接待基地，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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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旅游业、农家乐以及城镇配套科教文卫服务业。

第四节 空间管制规划

第二十五条 “三区”规划

镇域用地分为村镇建设区、控制发展区和非建设区。

1．村镇建设区：包括镇区、中心村、各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和大型基础设施、独

立工矿用地。村镇建设区是依法进行审批的开发建设用地。

2．控制发展区：指城镇、中心村和各基层村的远景发展建设备用地，也是镇区

未来大型市政设施建设备用地。控制发展区在规划期内保持原土地使用性质，非经

原规划部门的批准同意，不得在该区内进行非农项目的开发建设。

3．非建设区：以上两区以外的用地为非建设区。非建设区在规划期内应保持土

地原有用途，除国家和市的重点建设项目、行政管理和旅游管理的设施外，不得在

区内进行村镇建设开发活动。

第二十六条 “三线”规划

在镇域范围内规划蓝线、绿线和道路红线。

1．蓝线：即河流十年一遇洪水位线和水库坝顶及沿坝顶的等高线，河流为沿十

年一遇洪水位线自然岸线两侧划定。

2．绿线：各种绿地（包括各种林地）的边界线，是一个完整的闭合线，该闭合

线同时又是禁建区界线。

3．道路红线：规划城镇道路和公路的路幅边界线。其中在城镇区范围内是城镇

道路红线，在镇域范围内城镇区以外是公路红线，包括按照相关规定两侧应后退的

范围线。

第五节 村镇建设用地规划

第二十七条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城镇区人均建设用地为 99平方米，乡村人均建设用地为 150 平方米。

第二十八条 村庄建设用地选址

1．村庄建设用地选址应尽可能对原有建设用地加以利用，并与基本农田保护规

划相协调。

2．在生产作业区附近，水源充足，水质良好，便于排水，通风向阳和地质条件

适宜的地段选择建设用地。选址时应避开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影响的地

段，并避开有开采价值的地下资源和地下采空区。

3．村庄建设用地应根据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现有建筑和建设投资

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择优确定。

第二十九条 村庄居住用地

村庄居住用地应重点考虑保护环境、便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建配套、方便出行

等因素，相对集中发展。

第三十条 公共建筑用地

公共建筑用地应从服务村民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布置在靠近中心的地段，方便

生产，方便生活。

第三十一条 工业建设用地

一类无污染的工业用地可安排在居住或公共设施用地附近；二类有轻微污染的

工业应布置在常年最小风频的下风侧和河流下游，并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

业设计卫生标准》的有关规定。规模较小的一、二类工业在报环保及相关部门批准

后，在镇域范围内相对集中布置，以便于管理和污染治理，避免“遍地开花”。

大、中型饲养场地的选址，应满足卫生和防疫要求，宜布置在常年盛行风的侧

风位和通风、排水条件较好的地段，并应与村庄建设用地保持相应的防护距离。

第六节 公共设施规划

第三十二条 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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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区配建经营门类齐全的百货商店、生产资料市场、邮政所、信用社、酒店

旅馆等。职能中心村和行政村根据实际情况配置一定规模的商业服务设施，包括百

货商店、邮电代办所等基本商业服务场所。

第三十三条 集贸市场

城镇区规划综合市场 1-2个，中心村和基层村可设置小型综合市场 1个。

第三十四条 文化娱乐

城镇区设置完善的文化娱乐设施，文化站、老年及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设施；中

心村和其它基层村可配建文化站等文化娱乐设施。

第三十五条 医疗卫生

在城镇区中心规划一座包括卫生院和计划生育指导站的综合医院，并完善社区

医疗卫生站点建设；中心村各规划一座卫生院；行政村设置卫生所，不断完善医疗

设施，提高医疗水平。

第三十六条 教育

城镇区设置九年义务小学 2所，2所中学为整个镇域服务，同时根据实际情况

配置成年人学校和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中心村和其它行政村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小学和幼儿园、托儿所。加强师资力量培养和提高教学质量。

第七节 新农村建设规划

第三十七条 规划目标

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第三十八条 居民点选择

规划建议对 10户以下居民点适当集中。在每个村村委会所在地以及现状有一定

规模、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地段设置规模较大的居民点。

第三十九条 居民点规模

规划各村应适当集中设置居民点，安排 2 处中心居住点和几处分散居住点。

人口安排：行政村中心居住点宜安排 60户左右。分散居住点每处宜安排 10-30

户。

第四十条 宅基地控制

规划严格按照宅基地人均不超过 50平方米用地标准控制，保证土地资源的有效

使用。

第四十一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期内重点完善基础设施配套，配套建设村办公室、文化室、医疗室等公共

服务设施。

第八节 镇域综合交通规划

第三十八条 规划目标

以溶溪镇城镇区为全乡交通枢纽，在镇域范围内形成快捷、方便的道路系统，

并与周边乡、镇保证较好的衔接，实现村村通公路。

第三十九条 道路规划

第四十条 客运站规划

在城镇区布置一处长途汽车站。在各行政村与主要景点布置村公交站点，兼具客

运停靠的作用

根据秀山县城总体规划和交通专项规划，规划要求提高改建现有酉阳至溶溪至

秀山县城，以及溪口至溶溪至膏田镇的县道等级，打通改造西部高楼与溪口和膏田

镇的乡村道路形成联系各村的主环道，并以此为基础向镇域各村居民点辐射形成交

通便捷完整的县、乡村道路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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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镇域旅游规划

第四十一条 目标定位

以城镇区为中心，建设旅游服务基地。以秀山县城及周边乡镇为主要客源市场，

以溶溪河及周边山体景观为旅游景点，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山、水、林为特色，融

旅游、休闲、度假、娱乐为一体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度假区。

第四十二条 旅游服务用地规划

重点在溶溪河上游及周边的柳水村设置乡村旅游度假区和旅游服务基地，在保

障水源地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区域综合开发。旅游接待服务基地重点布置一定的旅游

接待服务设施，如宾馆、酒店、农家乐、旅游山庄、度假村等。

第十节 镇域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第四十二条 电力工程规划

建设溶溪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形成以 110kV 为主网、以 35kV、10kV 覆盖全镇

域的供电体系，为地区经济的大发展提供强大的电力支撑。

第四十三条 给水工程规划

构建适应经济大发展的供水体系，加快建设重点流域、水源工程。完善建设鱼

泉水厂引水工程，向城镇和周边村庄居民点供水。加强水源保护，水源周围 1000

米范围内按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严格控制保护。规划各农村集中居民点应加强水源开

发保护和饮水工程建设。

第十一节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第四十四条 严格保护现有的林地和河谷地（湿地）。

第四十五条 认真执行退耕还林还草计划，加强植树造林，25度以上坡地按国

家规定逐年退耕还林还草，减少水土流失。

第四十六条 规划区的所有溪流两岸自然岸线 10米宽范围内为禁建区，应加强

岸边绿化，栽种能保持水土的植被，以美化环境。

第四十七条 规划区内的河流、水库区域应进行重点绿化，既可对其进行保护，

又可形成绿色通廊景观。

第四十八条 加强村庄环卫设施建设，对生活、生产污染加以控制，按照有关规

定修建公厕、垃圾收集点和垃圾转运站。

第四十九条 对镇域范围内的工业、养殖企业、农药化肥企业、乡镇企业等项目

的建设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四章 镇区规划

第一节 规划原则

第五十六条 规划原则

1．尊重历史，立足现状，挖掘地方传统文化内涵。

2．着重突出“山、水、生态、旅游”特点，将溶溪镇城镇区建设为极具特色的

新型小城镇。

3．完善设施，优化环境，配套发展公建设施，改善城镇面貌。

4．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使城镇开发建设有序、合理。

5．体现人文关怀，为居民提供优越的生活、生产环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

重。

6．坚持高起点、高标准与现实性、适用性的统一。

第二节 范围、性质、规模

第五十七条 规划范围

城镇规划区范围东以狮子岩至何家山为界；北至竹叶坝；西至旧城西侧山体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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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等高线；南至溶溪现民办中学。规划区用地为 4.88平方公里，用地属于晨光和红

光居委会行政辖区。

第五十八条 性质

全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以商贸服务为主，综合产业协调发展的工商

业小城镇。

第五十九条 规模

规划至 2030年规划区内总人口为 2.2万人，城镇建设用地 2.185平方公里。城

镇人均建设用地约为 99平方米/人。

第三节 用地布局

第六十条 城镇发展方向

规划城镇区用地主要依托现状建成区沿河谷盆地向北、向南发展。

第六十一条 用地结构

城镇规划区用地结构为“两轴、四心、四片”。

两轴：城镇区沿河谷南北向发展主轴和跨河东西向发展次轴。

四心：是指城镇的行政、商贸、文体、和绿化中心。

四片：包括中部公共服务片区、北部居住拓展片区、南部居住拓展片区和东部

工业片区。

第六十二条 居住用地规划

居住用地分为北、中、南三片。主要集中在镇区南北主干道沿线两侧。规划居

住用地面积 76.67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35.09%。规划保留原溶溪中、小学用地，在

北部河道西侧，新建九年制义务小学一所。规划中、小学用地面积 10.19公顷，占

建设总用地的 4.65%。

第六十三条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划

1．行政办公用地

规划保留原镇政府用地，总用地为 0.73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0.33%。

2．商业金融用地

主要分布于旧城片区，中部的新建居住区以方便居民及游人的生活需要，可沿

街设置适量商业用地。重点打造中心商业、文化街区，业态为餐饮、娱乐、旅店等

服务设施用地。

规划商业金融用地 9.11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4.17%。

3．文化娱乐用地

规划镇级青少年活动中心和老年活动中心，布置于镇政府东面的两处文化娱乐

用地内。用地面积 1.08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0.49%。

4．医疗卫生用地

规划扩建位于镇中心的卫生院为综合性医院，在镇区逐渐形成以镇中心医院为

主导、各居住小区医疗卫生站点为补充的医疗体系。规划．医疗卫生用地面积 1.14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 0.52%。

5．体育用地

规划于镇区北部居住组团附近布置体育场一处，用地面积为 1.4公顷，占建设

用地的 0.64%。

第六十四条 道路广场用地规划

城镇区规划 2 处社会停车场、一个长途汽车站、广场 4 处，以满足全镇居民休

闲、娱乐、集会以及旅游服务等需要。规划道路广场用地面积 41.27 公顷，占建设

总用地的 18.89%。

第六十五条 市政设施用地规划

规划城镇区设置一处水厂和一处污水处理场，变电站 2 座。同时布置电信支局

和邮电所、小型消防站、加油站和配气站各一座。规划市政设施用地面积 3.79 公顷，

占建设总用地的 1.73%。

第六十六条 绿化用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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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集中绿地总用地为 35.88 公顷，占建设总用地的 16.42%，人均集中绿化用

地 18平方米。

1．公园绿地

主要由城镇公园、居住区公园、街头绿地等绿地组成，主要集中沿溶溪河两侧

布置，用地面积 28.5 公顷。占建设总用地的 13.04%，人均公园绿地 14平方米。

2.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结合溪谷和主要市政设施外围及不可建设用地进行布置，用地面积

7.38 公顷，占建设总用地的 3.38%。

第四节 道路交通规划

第六十七条 城镇区道路交通规划包括对外交通、城镇道路交通、交通设施和步

行道四部分。

第六十八条 对外交通

境内现有连接溪口镇的县道为溶溪镇对外联系的主要交通干道。规划对外交通

干道以该路为主，并增加溶溪至中和镇的快捷通道。

第六十九条 城镇道路交通

1．规划区城镇道路网结合地形，采用“自由式”与“方格网”相结合的布局，

规划道路分三个等级：城镇主干路，红线宽 24米，其中车行道 16米，人行道两边

各 4米；城镇次干路，红线宽 16米，其中车行道 8米，人行道两边各 4米；城镇支

路红线宽 12米和 6米，为机非混合路。

2．规划城镇道路最大纵坡控制在 8%以下。

3．现有城镇道路处于城镇规划道路红线之外时，规划道路未实施前，应保护现

有城镇道路，建设用地不得超越该道路红线。

4．道路交叉口路缘石半径的切点向主干路方向延伸 70米，向次干路方向延伸

50米，向支路方向延伸 30米范围内，为限制机动车开口路段。

第七十条 交通设施

1．规划区结合用地性质共规划 2 处社会停车场，其中北部汽车站旁 1 处，南

部旧车站处设置 1 处，总占地面积共计 0.9 公顷。

2．结合文化及商贸服务中心，规划区中部规划一处长途客运站，面积为 1.17

公顷。

3．保留城镇南入口处加油站 2座，占地面积共为 0.45 公顷。

第七十一条 步行交通

1．规划区步行系统分为：林荫休闲步道、步行广场、坡道等。根据用地布局和

旅游休闲特点，在规划区布置成系统的步行道。

2．主次干道步行道应设置无障碍通道。

第七十二条 道路指标

规划区道路总长 12公里，道路网密度 7.4公里/平方公里。道路广场用地 41.27

公顷，占总用地 18.89％。

第五节 城镇区景观与风貌规划

第七十三条 以绿色生态系统为景观背景，以主干道景观轴线为网络骨架，山、

水、广场重要节点为要素，形成溶溪的景观特色。

第七十四条 规划区整体空间轮廓塑造宜遵从“显山露水”、“疏密有致”、“城林

相映”原则；贯穿城镇区南北的带状河道景观轴为城镇区亮点，它将建筑、广场、

绿化、水体相结合，突出规划区的景观特色。

第七十五条 景观规划

1．充分利用自然景观资源，结合绿化，打造景观。在城镇区水系周围加强绿化，

形成视线走廊。

2．在东西山体设置景观平台和修建梯步，种植观赏性植物，形成特有景观。

3．过境道路要加强绿化。在城镇区中心，围绕绿化广场、政府楼、商贸中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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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观设计，突出整体性、协调性和观赏性。其余地段的景观设计，要在开发建设

过程中，从整个城镇面貌角度入手，综合考虑，同步建设。

第七十六条 建筑高度控制

应满足规划区主要景观点之间视线不被遮挡的要求，规划区建筑以多层为主，

最多不得超过 6 层，同时结合地形利用视线通廊形成良好的城镇空间。

第七十七条 建筑外立面色彩和风格必须与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相协调,与建筑

的主体风格相统一。

第七十八条 城镇夜景照明应从各个区的功能结构出发,突出各个功能片区的特

点,表现不同的景观特色。通过 “天际线层·中间层·水体层” 的纵向分层手法和

“点、线、面、体相结合”表达方法，体现多层次、多侧面的夜景景观。

第七十九条 城镇标识小品应主题突出、地标性强。小品的尺度应和周围建筑环

境协调；设计应配套包括纹饰、色调、基本构件形式等。

第六节 供电工程规划

第八十条 负荷预测

远期人均综合用电量 2000KW·H/（人·年）。预测 2030 年全城镇用电总负荷将

达 1.4 万千瓦。

第八十一条 电源规划

规划保留城镇区 110KV 变电站 2 座，容量为 35.6MVA，作为规划区电源。

第八十二条 电网规划

规划区要求中、低压配变设施全部纳入室内，采用无人值守式开闭所和公用配

电房；10千伏及以下的配电网逐步改造入地，电缆沟沿城镇道路人行道敷设，同一

走向的中、低压电缆应同沟敷设。

加强高压输电线路保护，严格执行国家《电力设施保护条例》。35KV 高压输电

线路两侧边导线向外各控制 5 米绿化防护带。

第七节 给水工程规划

第八十三条 用水标准和用水量预测

远期人均综合用水量 300 升/人·日。近期、中期和远期规划区供水量普及率均

采用 100%。预测 2030 年城镇区总用水量 1 万立方米/日。

第八十四条 城镇水厂和水源

扩建现溶溪鱼泉水厂，设计规模为 0.5-1 万立方米/日，位于规划区李家溪西部

（标高 400 米），水源为鱼泉地下水。取水点上游 300 米至下游 300 米的水域设为水

源一级保护区，并按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划进行保护。

第八十五条 给水管网

从取水点以 DN400 给水管输水至水厂，经水厂一级泵站加压后通过 DN400 给水

管道以重力自流方式管道输送至城镇，为保证供水可靠性，几个片区的给水管网分

别布置成环、支状相结合的形式。

第八十六条 消防用水

规划区室外消防用水量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 2 次，1 次灭火用水量 25 升/

秒确定。消防给水系统与城镇供水系统共用，采用低压制。室外消火栓采用统一型

号的地上式消火栓，沿通车道路在不小于 DN150 的给水管道上设置，间距不大于 120

米。

第八节 排水工程规划

第八十七条 排水体制

规划城镇排水系统严格采用雨、污分流制。

规划区必须按规划一次建成分流制排水管网；目前已有合流制排水管网的建成

区，必须逐步将原有合流制排水管网按规划改造为分流制排水管网，原有排水管网

可改造利用作为雨水管网，另增建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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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条 污水量预测和污水处理规划

城镇生活污水量按城镇生活用水量的 85%计。

预测 2030 年规划区总污水量约 0.85 万立方米/日。

在规划区东北部设置污水处理厂一座，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溶溪河。

污水管道沿道路敷设，依地势分片收集，汇集至北部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第八十九条 雨水系统

规划区地面雨水由雨水管网按地形分片汇集，就近排入冲沟或溪河。已有合流

制排水管网的建成区，雨水管网利用原有排水管网改造。

第九节 邮电通讯及广播电视规划

第九十条 邮政建设

城镇中心设置一座邮政支局。近期全面实现营业窗口电子化、信函分捡自动化、

邮件搬运机械化。

第九十一条 电信建设

1、固定电话：全城镇电信需求量远期约为 0.8 万门。

2、宽带数据用户：城镇区居民宽带数据用户近期为 1000 户左右，远期为 3000

户。

3、3G 移动电话用户：近期将达到 1000 部左右，远期将达 3000 部左右。大力

推进宽带小区建设，逐步发展规划区用户光纤环路，实现城镇光纤到路边、到大厅、

到户。移动通信网应不断技术更新，优化网络。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迫切

需要在近期内实现全镇、风景旅游区、主要公路移动通信信号有效全覆盖。

第九十二条 广播电视建设

完善现有网络，实现双向传输。近期初步建成基于 ATM 交换技术、SDH 传输技

术、光纤接入技术的全旗广播电视宽带数据网。推进宽带数据网的综合利用，随着

中心平台的建立，要逐步拓宽网络传输业务，增开因特网信息、IP语音传输、电路

仿真、虚拟专用网等增值业务，以 ATM+IP 的方式向广大用户提供多媒体信息服务。

采用数字技术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播出水平。采用微机技术，实现节目

编辑自动化和网上发送节目。逐步开通 DAB（数字音频广播）、DVB（数字视频广播）

节目。配足广播电视成套采、编、录、播设备，建设自动播出系统，开展广播电视

现场录播或直播业务。

第十节 供气工程规划

第九十三条 为提高城镇环境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燃料运输费和城镇交通

压力，减少垃圾运输和处理费用，规划确定城镇区积极发展管道燃气。

第九十四条 居民生活用气量规划指标采用 1.2 立方米/户·日，远期用气普及

率采用 95%，公共建筑按居民生活用气量的 20%计。远期城镇区总用气量约 1.2 万立

方米/日。

规划区远期待条件允许时，可发展天然气或煤气做为能源。规划区北部预留然气

储配站一座，做为远期供气设施，占地面积 0.1 公顷。

第十一节 园林绿地系统规划

第九十五条 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原则

1．生态性原则：从改善城镇环境质量角度出发，保持城镇清洁卫生，降低各种

环境污染，实现城镇生态平衡。

2．连续性原则：加强绿地之间的联系，形成连续的绿地景观，使之成为系统。

3．多样性原则：引入新的绿地设计构思，以乡土树种为主，模拟当地植被的顶

级群落类型，设计物种丰富、结构合理的绿地系统。

4．因地制宜原则：在绿化用地和绿化设计选择方面，即要发挥绿地改善城镇环

境质量，美化环境的作用；又要在满足植物生长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荒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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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低洼地等，同时引入节源滴灌系统，为城镇绿化系统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

件。

第九十六条 各类绿地规划

城镇区四周山头及河流上游地带为生态绿地，应构建绿色屏障。

城镇区建设用地以北结合不可建设用地以及城镇区自然冲沟设置防护绿地。

第九十七条 绿地指标

规划集中绿地总用地为 35.88 公顷，占建设总用地的 16.42%，人均集中绿化用

地 18 平方米。其中用地面积 28.5 公顷。占建设总用地的 13.04%，人均公园绿地

14平方米。

第九十八条 绿地布局

1．结合河道改造，其两侧布置集中公园、防护绿带。

2．结合城镇主干道建设，其两侧布置 8-10 宽绿带。

3．结合旧城区改造，形成城镇区南北路口街头绿地。

第十二节 环境保护规划

第九十九条 环境保护规划

至 2020年本规划区环境质量得到全面改善，整体达到国家控制标准，基本实现

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和生态良性循环。

1. 水体：镇域内水系的水质，达到在国家地表水Ⅱ—Ⅲ类标准。

2. 噪声：各类环境噪声整治符合国家标准。

3. 大气：大气环境整体上应保持在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一级标准，交通干线两侧

不低于二级标准。

4. 森林植被：应保持森林植被不被破坏，森林覆盖率不小于 40％。

第一百条 城镇环境污染防治

城镇环境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地质、山洪等灾害的防治，绿化系统建设，水资

源的合理利用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内容。

1. 规划区内确定的公园绿地必须严格保护。街道及居住区绿化严格按规划执

行，严禁侵占。

2. 进一步退耕还林还草，加强植树造林，25度以上坡地按国家规定逐年退耕还

林，减少水土流失。

3. 城镇生活垃圾应集中到垃圾处理场，作无害化处理，医疗垃圾应进行焚烧处

理。

4. 城镇建设应按环卫要求同步建设公厕、垃圾收集点等环卫设施。公共厕所宜

设在城镇区车站、市场、公园等地方；人流高度密集的街道和商业区间距不超过 200

米；一般街道宜为 400--600米；未改造的旧居民区服务半径 100—150米；新建居

民区服务半径不超过 300米。果皮箱在交通干道每 100米左右设置一个，一般道路

每 100-200米设置一个。

第一百〇一条 环境影响评价

1．在规划中将镇域分为乡村建设区，建设控制区和非建设区三部分，其中大部

分用地是非建设区，保证原有土地属性和用途不变。

2．城镇区针对中心区和沿河地带规划了一系列绿地，保证规划实施后，城镇区

内有一个较好的生态环境。

3．规划对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有效防止城镇区

建成后对水环境造成污染。

4．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规定和措施，特别规定了镇域范围内的工矿企业、

养殖业、乡镇企业、农药化肥、水源保护、大型设施等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综上所述，规划采取了一系列规定和措施，预防和减缓了规划实施后对环境的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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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消防规划

第一百〇二条 消防站

城镇区设小型普通消防站一座，位于城镇区北部，用地面积 0.32公顷，相应建

立专职消防队承担日常消防工作。

第一百〇三条 消防供水

沿城镇区主要道路按间距不大于 120米设置市政消火栓，在居住区、商业区集

中的地段，其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50米。规划消防用水采用自来水管网供水和天然

水体取水相结合，在城镇区适当位置规划天然水体固定取水点。

第一百〇四条 建筑消防

在城镇建设中，当建筑物的沿街部分长超过 150米或长度超过 220米时，均应

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通道，消防道路宽度应不小于 4米，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

米。沿街建筑应设连通道路和内院的人行通道，其间距不宜超过 80米。

第一百〇五条 消防通讯

城镇区通信线路建设中,设置 2对消防通信线路，并同步建设。

第一百〇六条 危险品通道

规划要求危险品通过城镇区，应限定时间，按规定采取相应措施方可通行。

第一百〇七条 消防避难所

主要利用道路、广场、运动场、公共绿地等开敞地作为消防避难场地。

第十四节 防灾减灾规划

第一百〇八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破坏，谁负责；谁受益，

谁治理”的原则。应对规划区内的地质情况进行调查，补充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加强建设工程地质勘探工作。

对规划区内的河谷、陡坡、冲沟地带应加强工程防护，不宜规划建设项目。工

程建设活动应避开建设不利地段，如不可避免在地质不利地段进行工程建设，必须

事先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进

行地灾工程防治。

第一百〇九条 抗震规划

溶溪镇属基本抗震烈度 6度区，一般建筑物按 6度抗震设防；重要建筑、大型

建筑及生命线工程按 7度抗震设防。

第一百一十条 防洪规划

1．规划区按区内溪河二十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溶溪河和李家溪河沿岸防洪标

高为 375.8米。

2．分期、分块进行防护，修筑防洪堤。重点夏季防洪春季防凌。

3．加强河道管理和清淤整治，保证行洪断面通畅，严禁侵占河道建房和向河道

倾倒各类废弃物。对于违章占河修建的建（构）筑物，管理部门应责成其限期拆除。

第一百一十一条 人防规划

规划区地下空间开发、市政基础建设、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充分兼顾人防规

划内容，满足人民防空要求。人防疏散干道应结合城市道路、公路和隧道等设施进

行设置，连接城市商贸中心、居住区等城市功能区，形成地区人防疏散体系网络。

防空警报台应按照附建与单建集合的原则进行规划、建设，规划区警报音响覆盖率

应达到 95%。注意加强对规划区内原有人防工程和重点目标的防护。建设项目依法

完善人防手续，修建民用建筑应依法配套修建防空地下室。

第一百一十二条 防气象灾害

实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切实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禁

止从事对气象探测有不利影响的工程建设或者其它活动。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组织

对本规划区范围内的大型建设工程、重要工程、爆炸危险环节等建设项目进行雷击

风险评估，并加强防雷措施以确保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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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近期建设规划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近期建设规划

1．近期建设规划期限为 2010—2015 年，重点发展两心区域，以核带轴进行发

展。面积约为 120 公顷。

2．完成城镇区南北向主干道道路建设。

3．完成镇长途汽车站建设。

4．完成安置用地建设以及移民小区建设。

5．完成商业街服务区建设。

6．完成城镇水厂、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

第五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一百一十四条 严格加强城镇区范围内的空间管制，强化规划对设计和建设

的控制。

第一百一十五条 规划区开发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有序发展”的原则。

第一百一十六条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种法规制度，改善投资环境。

第一百一十七条 为强化城镇规划对城镇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的调控和管理，

应配备专业人员，加强规划管理队伍的建设。

第一百一十八条 强化规划对设计和建设的控制。要在本规划指导下，加强修

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管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百一十九条 本规划自秀山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一百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非经法定程序无权擅自改变规划，如确因需

要对本规划进行调整时，应按规定程序进行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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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村镇体系规划表

附表二 镇域规划区用地汇总表

序 号 用 地 性 质

用 地 面 积

（平方公里）

用 地 比

例（%） 备 注

1 城镇建成区 0.655 0.6 主要集中在晨光中心地带

2 林、园、草地 86 78.6 主要分布在溶溪两岸山体

3 独立工矿用地 2 1.83 主要分布在高楼村

4 城镇远期发展用地 1.53 1.4 主要分布在晨光、红光中心地带

6 水域 2 1.83 主要分布在溶溪、李家溪

7 滩涂及未利用地 1.2 1.1 主要分布在溪谷洼地

8 农村建设用地 1.23 1.12 主要分布在各村中心地带

一般农地 5.7 5.21 主要分布在各村浅丘地带

基本农田 6.64 6.07 主要分布在各村坪坝地带

12 其他用地 2.465 2.25 包括独立工矿、自然保留地等

合计 合计 109.42 100

附表三 镇区土地利用平衡表

用地分类
现状用地 用地 规划用地 用地

（公顷） 比例（%） （公顷） 比例（%）

居住用地--R 43.73 66.77 76.67 35.09

其中:一类居住用地--R1 0 0 0 0

其中:二类居住用地--R2 37.64 57.47 66.52 30.44

其中:中小学用地--R22 6.09 9.3 10.15 4.65

公共设施用地--C 4 6.1 19.25 8.8

其中:行政办公用地--C1 0.35 0.53 0.73 0.33

其中:商业商住用地--C2 3.08 4.7 9.11 4.17

其中:文化娱乐用地--C3 0.21 0.32 1.08 0.49

其中:体育设施用地--C4 0 0 1.4 0.64

其中:医疗卫生用地--C5 0.36 0.55 1.14 0.52

其中:教育科研用地--C6 0 0 5.79 2.65

其中:文物古迹用地--C7 0 0 0 0

其中:其他设施用地--C9 0 0 0 0

工业用地--M 8.86 13.53 32.54 14.89

仓储用地--W 0.76 1.16 7.93 3.63

道路广场用地--S 6 9.16 41.27 18.89

对外交通用地--T 0 0 1.17 0.54

市政设施用地--U 2.14 3.27 3.79 1.73

特殊用地--D 0 0 0 0

绿地--G 0 0 35.88 16.42

其中:公园绿地--G1 0 0 28.5 13.04

其中:生产绿地--G2 0 0 0 0

其中:防护绿地--G3 0 0 7.38 3.38

城乡建设用地 65.49 100 218.5 100

非城乡建设用地 422.31 \ 269.3 \
总用地 487.8 \ 487.8 \

序

号
名称 等级

规模

职能及产业发展方向
人口（万人）

人均建设用地

（平方米）

现状 规划 现状 规划

1 镇区 镇中心 0.9 2.2 — ≤120 政治、文化、商贸中心

2 柳水 中心村 0.4 0.3 — ≤150 旅游接待

3 梨园 基层村 0.18 0.1 — ≤150 农林生产加工

4 罗家 基层村 0.28 0.1 — ≤150 农林生产加工

5 高楼 基层村 0.2 0.1 — ≤150 锰矿开采加工

6 石板 基层村 0.26 0.1 — ≤150 农林生产加工

7 回星 基层村 0.16 0.1 — ≤150 农林生产加工

8 合计 2.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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