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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定位

本规划是对兰巨乡国土空间做出的总体安排，是对国土空间的保护、开发、

利用、修复作出的总体部署与统筹安排，是对省级、市级、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的深化落实，是编制详细规划以及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

的重要依据。

指导思想

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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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全面融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和丽水市“一带三区”

发展规划，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以统筹安全与发展为基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合理配置资源要素、改善生态环境，落实空间用途管制，实现国土空间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水平推进乡镇现代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前言|PREFACE



1.1规划范围与期限

本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

规划范围为兰巨乡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包含18个行政村（五梅垟村、梅垟村、大

汪村、豫章村、炉田村、蜜蜂岭村、下沙桥村、石玄湖村、安吉村、净信村、石玄湖店村、

桐山村、大巨村、独田村、仙仁村、南山村、大赛村、官浦垟村）、凤阳山自然保护区、红

旗良种场，总面积153.97平方千米。

镇村体系现状图

村庄级别 中心村 一般村 集镇区
村庄数量 3 10 5

村庄名称
官浦垟村、桐山
村、大巨村

蜜蜂岭村、石玄湖店村、仙仁村、石玄湖村、
下沙桥村、净信村、安吉村、南山村、独田

村、大赛村

大汪村、梅垟村、
五梅垟村、炉田
村、豫章村

规划近期年 2025年 规划目标年 2035年 远景展望年 2050年

一般村

城镇村

中心村

图 例



1.2街道概况

国土空间用地现状图

社会经济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兰巨乡2020年末常住人口7114人。兰巨乡位于钱江源-百

山祖国家公园入口处，是国家公园人口内聚外迁的综合服务重要承载区，通过国家公园建

设的带动作用，提升区域的投资吸引力，增加就业机会，高效推动片区人口内聚外迁，引

领片区活力。

根据三调2020年变更数据加部备案农转用数据，兰巨乡总用地面积153.97平方千米。

其中，农用地142.99平方千米，建设用地7.03平方千米，未利用地3.95平方千米。

底图底数

图 例



2.1 主体功能定位

根据《龙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兰巨乡为城市化潜力地区，

引导人口和经济适度集聚。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适度分配，强调特色化发展，形成新经济增

长点。

市域主体功能分区

城市化潜力地区

城市化潜力地区

生态经济地区

重点生态地区

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地区

城市化优势地区

农产品主产区

图 例

兰
巨
乡



2.2目标定位

立足兰巨生态产业优势、交通区位优势和文旅资源优势，确定“国家公园门户区、生

态产业主平台”的总体定位。严格落实上位规划关于兰巨乡乡镇主体功能定位的要求，确

定兰巨乡为城市化潜力地区。

生态产业平台核心腹地

国家公园主入口

主城区休闲功能拓展区

至2035年常住人口：1.15万人

人口规模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351.38公顷

用地规模



3.1三条控制线划定

三条控制线图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175.80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3719.85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351.38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线

生态保护红线

图 例



3.2空间结构

总体开发保护格局

一心——国家公园门户核心

四区——国家公园配套服务区、国家公园生态游览区

生态工业功能区、农旅融合功能区

一心四区引领兰巨乡空间发展

国家公园生态游览区

农旅融合功能区

国家公园配套服务区

生态工业功能区

国家公园门户核心



3.3用途管制分区

用途分区规划图

用途分区

基于县域规划分区，结合兰巨乡实际情况，形成全域规划用途分区。用途管制规则参

照《浙江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试行）》执行，并根据省市管制规则更新同步调整。

0 4

陆域生态控制区

陆域保护红线区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

一般农业区

特别用途区

城镇弹性发展区

永久基本农田一般区

城镇集中建设区

林业发展区

特殊用地集中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文化遗产保护区

区域基础设施集中区

农田整备区

图 例 村庄建设区



农业空间综合整治与修复

在规划期间，大力实施耕地功能恢复、高标准农田建设、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积极推进“多田套合”

农用地布局优化工作。

生态空间综合整治与修复

对乡域内的森林、河流等进行生态修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

城镇空间综合整治与修复

以城镇和产业空间品质提升为目标，以低效改造提升和环境

综合整治为重点，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与城市有机更新，

提高建设用地效率。

4.1 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5.1 综合交通规划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图

依托衢宁铁路、温武铁路、丽龙高速、义龙庆高速、G528等其他高等级道路，强化

兰巨对外区域辐射能力。远期预留金龙城际，远景谋划丽南铁路，具体选址以主管部门为

准。

普速铁路
高速公路及互通
快速路
城市干路
县道

图 例

整体形成“2+2+1”多元立体的区域交通体系

2条普速铁路 2条高速公路 1条国省道



5.2 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
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兰巨乡中心小学，规划剑湖中

心小学，不足班级位由中心城区提供教育服务。

规划保留兰巨卫生院、剑湖卫生院、大赛村卫

生室，提升兰巨医疗服务能力，加强医疗服务对周

边乡镇的辐射。

规划在国家公园门户核心服务区打造自然科学博物馆。5

分钟生活圈级文化设施镇区内结合邻里中心配置，各村结合

村委会布置，至规划期末实现5分钟文化设施全覆盖。

规划保留兰巨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龙泉市城区中心敬老院；新

增氧吧小镇养老院，位于镇区南侧，提升镇域养老服务能力。结合各

生活圈，综合配置老年活动室、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等设施。

医疗
设施

文化
设施

社会福
利设施

构建“15分钟，5分钟”两级生活圈体系

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设施

集镇区构建一处15分钟生活圈，内包含3处5分钟生活圈；乡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

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构建18个乡村级生活圈，形成多层次、全覆盖、人性化的基本公共服

务网络。



5.3 市政与综合防灾规划

 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城乡供水全覆盖

 在水源水量保证的前提下，至2035年，兰

巨乡供水普及率达到100％

 确保从水源、水厂、供水管网三个方面，实

现持续不间断供水

 推进单村水站改造提升

供水网络

 实现污水处理城乡一体化，

污水处理全覆盖

 合理布局规划区内给排水设

施，更好的发挥给排水设施

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达到国家的节能减

排要求

 规划根据《龙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布局高压变电站和输电廊道，

规划新增110千伏创新变保障生态产业平台与周边区域用电

 全面推进兰巨乡燃气工程建设，规划新增生态产业平台调压站/LNG站，提高天然气

管网覆盖率和市场容量

能源体系

 加快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相匹配的分类处理系统，全面提

高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

环卫体系

排水网络

外江防洪按50年一遇设防；内涝防

治按20年一遇标准

建设安全、可靠、高效的疏散救

援通道系统

加强火灾预防、火灾扑救和抢险

救援建设，重点保障兰巨乡核心区

与生态产业平台

1.防洪排涝工程规划

2.消防工程规划

3.人防工程规划

4.地震防治规划

5.防疫规划

确保城市能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承受住冲击，快速响应并控制疫

情的发展

坚持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

合的方针

构建安全韧性防灾减灾体系



5.4 历史文化保护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维护和延续历史文化风貌特色，继承和弘扬乡镇传统文化，正确

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统筹安排各项保护与建设工作。

构建“1+3+3+31”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类别 序号 名录 级别
历史文化名村 1 官埔垟村 省级

传统村落
1 官埔垟村 国家级
2 梅地村 国家级
3 官田村 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1 梅地村夫人殿 市县级
2 上河村何氏宗祠 市县级
3 官埔垟村香店禁示摩崖 市县级

文物保护点

1 坛湖店大堂坪窑址 市县级
2 豫章口窑址 市县级
3 张山村古矿洞址 市县级
4 梅地村古矿洞址 市县级
5 空坑头村龙角岩禁示摩崖 市县级
6 上淤村 11~17 号民居 市县级
7 炉岙村禹王庙 市县级
8 五梅垟村大炉夫人殿 市县级
9 张山村祖师殿 市县级
10 西山岱村蒋家祠堂 市县级
11 安吉村大夫祖殿 市县级
12 豫章村夫人殿 市县级
13 仙仁村 18~21 号民居 市县级
14 大巨村张岭祖殿 市县级
15 双桥儿摩崖石刻 市县级
16 官埔垟村禹王庙 市县级
17 官埔垟村黄陂桥 市县级
18 官埔垟村古矿洞群址 市县级
19 空坑头村彭兰摩崖题刻 市县级
20 空坑头村古矿洞址 市县级
21 炉岙村古矿洞址 市县级
22 上塆村端义祖社 市县级
23 张山村禹王庙 市县级
24 粗坑村廊桥 市县级
25 上淤村先锋社殿 市县级
26 桐山村夫人殿 市县级
27 桐山村社殿山古铜矿群址 市县级
28 仙仁村五显庙 市县级
29 大赛村添丁亭 市县级
30 西山岱村10号民居 市县级
31 粗坑村天仙祖殿 市县级

重点历史人文资源统计表



6.1规划实施监督

 加强公众参与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知识宣传普及，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公开、宣传和发布等

制度。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全过程公众参与，健全驻镇规划师制度，鼓励村民、

企业等多方利益主体主动参与规划制定和决策，搭建多方参与规划实施的平台和保障

制度，引导社会组织成为代表公众参与规划实施的主体，加强社会各界对规划实施的

过程监督。

 动态调整完善

在满足国家、省、市建设要求基础上，明确重点监督内容和特色监控指标，评估

结果作为规划调整修改的重要依据。依据国家、省、市法律法规的修改条件和程序，

结合实际，不断优化空间布局，科学落实各类新增建设用地，对不可预见的建设项目

提出弹性预留空间与原则。

 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

鼓励采取工程、生物、物理等措施，防治耕地退化，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

和提升耕地生态质量和功能，维持生态系统整体稳定，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建立基于

规划实施评估的奖惩机制，根据规划实施评估结果，对超额完成耕地保有量和林地保

有量等自然资源保护的区探索予以产权流转、建设用地指标倾斜等奖励；对实施不力

的区予以违法突破行为制止，探索多元惩治限制措施。

 健全存量更新政策

建立以提供公共要素为前提的更新奖励机制，明确容量奖励等政策优化方向。优

化老旧房屋改造提升改建类和综合整治类城镇更新项目建设管理，针对性完善细化日

照、消防、防灾等管理要求。



（本规划成果以最终批复文件为准）

欢迎您对兰巨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草案
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