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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看，乡镇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1）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通过补短板强弱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重置资

源配置，从而释放出经济活力。 

2）承接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为城市“卸载”，加强与中心城市的衔接配套，

为城市发展结构转型创造空间。 

3）引导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返乡人口向小城镇集聚，逐

步提高城镇化率。 

1.1 规划背景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士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明确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

一的国士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 ，强化国士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

约束作用。  

2021年6月，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了《吉林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乡镇上联城市、下接乡村，作为五级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的最基本单元，承担着由上传导市级规划、中间管控乡镇控规、向下指导村

庄（详细）规划的重要作用。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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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和吉林省部署要求， 船营区越北镇人民政府

组织编制《吉林市船营区越北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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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坚持绿色发展和底线约束，落实三区三线，严控增量、
盘活存量，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加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着力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实
现自然资源全域全要素管控。防止大拆大建，合理安排村庄建设用地增量，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改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布局，统筹优化城乡空间和
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全要素全方位一体化的空间保护利
用秩序。 

     留住田园乡愁，深入挖掘自然禀赋，尊重本地文化，突出地域特色，严格保护
历史文化遗存，传承历史文脉，营造良好乡村文化氛围，建设富有活力的特色城
镇和美丽乡村。 

    落实市国空下达的核心指标。强化规划实施的时间维度概念，统筹建设用地与
非建设用地资源，提出分阶段调控要求，确保越北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可实施和
城乡发展的可持续。 

     坚持开门编规划，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加强部门协调沟通，建立上下联动机制，提升规划操作性，确保规划能用、管用、
好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全域管控，适度集约 

   以人为本，提升品质 

   城乡融合，优化布局 

   文化传承，突出特色 

   上下结合，强化实施 

   公众参与，开放共享 

1.2 规划原则 



规划期限2021年—2035年 

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年为2025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 

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范围为越北镇镇域约35平方公里。 

越北镇隶属于吉林市船营区，对外交通主要依靠长吉线（S101）、迎宾大路、

和平路及越山路等道路连接周边区域，对外出行便利，交通优势明显。越北镇下

辖沙河子村、晓光村、春光村、育林村4个行政村。 

1.3 范围期限 

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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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相关要求，立足区域资源禀

赋，并进一步加强产业融合，高起点谋划片区定位: 

 

       打造现代都市农业区、现代化种子产业园，适度

发展都市休闲观光农业。 

 

2.1 总体定位 



落实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越北镇的发展目标和规划指标要求。

从底线管控、结构效率、生活品质三方面提出越北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近、

远期目标，并构建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体系共17项，其中7项为约束性指

标，10项为预期性指标。 

2025年：三条空间管制控制线全面落地；各级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

体系建立；农业产业格局得到优化，耕地保护目标得到落实；城乡发展格

局基本奠定；国土空间的保护、利用、治理和修复水平明显提高。 

2035年：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构建安全和谐、开

放高效、魅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 

2.2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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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越北镇自然地理格局为基础，结合 “双评价” 等成果，构建“一
心、两轴、三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总体格局，打造“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向外积极融入吉林市中心城区发展格局，指导生态、农业、
城镇三大空间建设。 

【一心】 

综合服务中心 

【两轴】 
长吉北线发展轴 

迎宾大路发展轴 

【三区】 
生态保护区 

农业生产区 

城郊融合发展区 

3.1 开发保护格局 



 落实三条控制线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规

模、位置和管控要求，确保三条控制线不交叉、不重叠、不冲突。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村庄建设边界。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

本农田，在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约束下，以现状村庄用地范围为基础，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提出村庄建设边界规模。 

 落实其他控制线 

河道管理范围线，明确具体管控措施及要求。 

3.2 严守底线约束 

按照全域全覆盖、不交叉、不重叠的原则，协调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结

构，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规划分区，合理优化越北镇规划分区边界，确定各规划分

区国土空间功能导向和主要用途方向，细化用途准入原则和管控要求。 

3.3 划定空间分区 

规划分区 含义 

生态保护区 
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陆地和海洋
自然区域，包括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的区域 

生态控制区 
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
建设的陆地和海洋自然区域 

农田保护区 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重点发展的村庄用地区域 

一般农业区 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林业发展区 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发挥近郊优势，引导重点项目向城镇开发边界内集聚布置 

 围绕镇域、村庄内的山体脉络，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 

 在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冲突的前提下，保障工业企业、物流加工
业良性发展。同时借助现状资源优势，引导发展新兴产业项目 

发 
展 
策 
略 

3.4 促进产业发展 

生态保护生态保护  
++  

旅游服务旅游服务  

服务城市服务城市  
++  

设施共享设施共享  

新兴产业新兴产业  
++  

都市产业都市产业  

长吉长吉北北线线  

机械加工机械加工  
++  

仓储物流仓储物流  

生态保护生态保护  
++  

旅游服务旅游服务  



历史文化保护 

建立全镇域、全要素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全镇共有未列级不可移动

文物5处。分析未列级不可移动文物与空间的关系，提出未列级不可移动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措施。 

景观风貌塑造 
结合东、中、西部不同的地貌特征，细化落实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提出的城乡总体风貌指引和管控要求，将越北镇打造成特色鲜明、宜居
宜业、绿色生态、淳朴文明的新型城镇风貌。 

3.5 文化与景观 

3.6 整治与修复 

水生态修复 
 

      落实河道管理范围线，推进污染

防治措施，调节河流泥沙含量，加快

恢复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利用植

物或者植物与工程相结合，建设河道

坡面防护工程。 

山林生态修复 
 

      积极开展森林保护与抚育，有效

提高林分结构、提升林地生态系统功

能，严格控制林地非法转用，合理安

排相应的生产、生活活动。 

土壤污染治理 
 

      加强源头化肥、农药使用管控，推

广应用新技术，统筹推进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耕地土壤污染成因排查及污染

源头管控项目。同时，加强土壤污染监

测调查，并及时进行相应处置。 



4.1 综合交通系统. 4.1 综合交通系统. 

4.2公共服务设施. 4.2公共服务设施. 

4.3 市政公用设施. 4.3 市政公用设施. 

支撑体系 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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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综合交通系统 

     落实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有关综合交通规划内容，构建“两横、

一纵、两放射”的对外交通网络。 

规划长吉线（S101）、秀水街、雾凇大路为城市快速路，通过衔接城

市交通性主干路及城市外围高等级公路，建立越北镇与吉林市中心城区及

周围重点乡镇的交通联系。 

根据越北镇的自身特征，因地制

宜的按照 “城市-村”两个层级提出

公共服务设施解决措施，统筹文化、

教育、体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

服务设施的布局，指引村庄规划进一

步落实。 

4.2 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内容参考《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邻近城区的村庄配套市政基础设

施应尽量并入城市管网，做到因地制

宜，经济合理。并优先解决污水和供

热设施薄弱问题。 

4.3 市政公用设施 

垃圾分类 



6.1 规划传导. 6.1 规划传导. 

6.2 实施保障. 6.2 实施保障. 

实施保障 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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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镇内各类空间性规划编制、审批、调整协调机制，发挥镇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上下衔接和对各类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五级三类” 

6.1 规划传导 

  落实自然资源统一管理。依托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建立统一的国土空
间规划调查体系。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动态监测和预警机制，实现对自然资源保护利
用绩效的定期评估。建立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方法，对镇域范围内的水域、
森林、滩涂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统一进行确权登记，形成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完善规划实施法规政策。深化研究和制定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监
督、评估和动态调整的全过程配套法规、政策文件及实施细则，将越北镇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纳入镇政府工作文件，确保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全面纳入法制轨道，保障规
划目标、底线保障、空间管控的有序实施。 

  健全相关配套政策。围绕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细化完善人口调控、财税等
配套落实政策，强化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人口规模的调控要求，完善人口调
控政策，推动农村人口向城乡转移，促进人地和谐发展。结合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完善严控总量、盘活存量的有关财税政策，建立促
进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激励引导机制。 

6.2 实施保障 



此刻，我们诚挚地期待与您共同畅绘、共同努力、共同见证

越北镇2035，属于我们共同的美好未来！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将意见和建议以电子邮

件、邮寄信件、书面提交等方式反馈至吉林市船营区越北镇人民政府。 

 

公众意见提交途径 

邮寄地址：吉林市船营区越北镇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432-62994555 

                 邮 编：132000 

电子邮箱：291959032@qq.com 

（信封封面或邮件标题请标注“越北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现场公示：吉林市船营区越北镇镇政府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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