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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XX区XX单元详细规划(草案)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草案公示

公示主体：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人民政府
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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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市民朋友：

根 据 有 关 规 定 ，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三 墩 镇 人 民 政 府 决 定 对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草案）》项目进行公示，现将有关事宜公布如下：

1、 公示时间：自2024年5月24日至2024年6月23日，共30天。

2、 公示地点：杭州西湖区门户网站（http://www.hzxh.gov.cn）、杭州市三墩镇人民政府公告栏。

3、 意见反馈：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信件和邮件形式参与，要求文字简练，意见明确，合理合法。

邮件请发送至：sdzf202405@163.com，请注明“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草案）》”字样。

02 目标定位

功能定位：高新科技引领的创新产业高地，城西科创大走廊重要策源高地，宜研宜业宜居的未来城市示范区。

发展目标：三生空间各具特色，基础配套持续推进，区域能级显著提升。打造功能便民环境美、共享惠民生

活美、兴业富民产业美、魅力亲民人文美、善治为民治理美的共同富裕先行镇。

03 发展规模

人口规模：至2035年，规划常住人口规模约37.9万人。

用地规模：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总用地面积3802.15公顷，其中建设用地3470.20公顷，符合上级下达

要求。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01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三墩镇镇域范围，总面积为38.02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规划期限为2021年-2035年，

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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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国土空间格局或结构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落实国家省、市、县级的区域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以自然地理格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为基础，以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为主线，结合规划目标与策略，重塑“

山水林田湖草湿”生命共同体，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空间，确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在整体空间结构上，规划形成“一轴、三核、七片、多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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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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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国土空间控制线

三条控制线图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任务，落实“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三墩镇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质保量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落实耕地保有量。建立完善永久基本农田

储备区制度，实施现有耕地提质改造，促进耕地规模化、集中化。

    城镇开发边界集约高效：基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及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优化城镇空间结构，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作为在一定时期内允许开展城镇开发和集中建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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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用途分区规划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结合地方空间发展策略，落实规划用途分区，明确各规划用途分区的范围、面积和总体管控要求。

《规划》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规划用途分区，并细分至二级用途分区，其中，一级用

途管制分区共有4个，包括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其他保护利用区。在一级用途管制分

区基础上根据主导功能、分布区域、管制要求等细分至11个二级用途管制分区。

国土空间用途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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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综合交通规划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规划衔接上位规划及综合交通相关专项规划，从区域连接、内部优化、道路设施完善等方面，构建

外联内畅的综合交通体系，重点落实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规划，整体构建“三横两纵”的主要交通骨

架网络，对外交通主要包括湖杭高铁连接线、杭长高速和绕城高速。

综合交通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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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落实上位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要求，根据《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杭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规定(试行)》的相关标准，因地制宜构建完善的镇域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明确规划范围

内城镇社区生活圈构建体系，城镇社区明确10-15分钟生活圈层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规模和位置，各

类设施应在现状梳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标准、规范，明确新建、扩建设施的布局和规模要求；城

镇社区 5分钟生活圈明确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和布局要求。

城乡生活圈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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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基础设施规划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细化落实上位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市政基础设施布局要求，明确电力、给水、排水、消防、环卫等

市政基础设施的空间位置、用地规模和廊道控制相关要求，改善城镇功能，提升城镇基础设施服务能力。

基础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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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根据《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杭州市紫线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本规划落实已编制

保护规划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主要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市级文保点、历史建筑、其他文物遗存。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图



电话：0571-87352373                           邮箱：sdzf202405@163.com    网址：http://www.hzxh.gov.cn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人民政府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三墩街188号

11 防灾减灾规划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构建以绕城高速、古墩路、西园路、灯彩街、苏嘉路、余杭塘路、苏嘉路、振华路、云墩街、云创

路、荆大路等单元内的主次干路作为疏散通道。结合方山绿芯公园设置区级避难场所，用地面积约40公

顷。乡镇级固定避难场所均结合规划初中、小学、公园绿地等开敞空间设置，每处场所用地面积大于

5000平方米。

防灾减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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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景观风貌引导规划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依托山水资源本底，以体现当地特色风貌为原则，构建景观风貌格局。从景观、建筑两个层面分别

赋予各风貌区地域、文化、功能、环境等属性，打造生态宜居的生活空间。

以大尺度绿色空间为基调，以现状为基础，结合整体风貌定位，将全域景观空间进一步划分为以主

要绿轴为骨架，交通干线和主要河流为通廊，串联主要景观节点，构建点线面结合的多维景观骨架。

景观风貌引导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