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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系统分析溧阳市镇村布局规划

的编制过程，着重探索丘陵山区和河网水系地区

村庄的集聚和拆并，以达到集聚发展，节约土地、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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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溧阳市的村镇规划建设工作围绕“两

个率先”和服务“三农”，不断服务于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特别是2005年编制的全市镇村布局规

划，针对新农村建设中村庄布局散乱、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环境脏乱差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

益提高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贯彻“区域协调，因

地制宜，节约土地，适度集聚”的原则，坚持山

区特色，水网特点，科学安排镇村规划布局，节

约利用土地资源，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提高建设水平，改善环境面貌，推动和促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 、 编 制 背 景

1 、高层关注。温家宝总理曾专门指出：

“（推行村民集中居住）从全国来讲，这件事我们

做得晚了一点。东南沿海发展了，房子换了几茬

了，起码有三茬到四茬吧。如果建设部门早一点

做好设计和规划，就会既省地又省材，房子盖得

好，农民又满意。省得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应

该吸取这个教训。县乡公路也是这样，设计要合

理，要适合当地特点，不必盲目求宽。我去过北

方的一个村，马路很宽，串个门得走好半天，这

浪费地，不如留下地种树。这不怪你们，是政府

的责任。”

原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关于村镇建设工作

指示：“要大力加强农村建设规划，现在许多地

方乡村建设规划严重滞后，乱盖乱建问题相当突

出。建设厅要负起规划和管理的责任。要以现代

乡村的理念超前规划，保证以后的建设不走回头

路，不造成严重浪费，不给后人留下麻烦。江苏

是国土资源紧缺的省份，规划要按照‘三个集中’

的原则来进行。还要大力开展文明村建设。”

2 、现状困扰。重城轻镇、重镇轻村的观

念比较普遍，村庄布局散乱，导致土地利用粗犷，

基础设施配套投资效率降低，景观效果差，“只见

因地制宜，适度集聚
——从“溧阳市镇村布局规划”谈村庄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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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不见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投入少，没有形成固定的投资渠道，设施滞

后，村庄环境脏、乱、差，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

政策障碍尚未消除。

3 、自身要求。根据溧阳市村镇建设的现

状，2003年起进行了村镇规划建设工作三步曲。

即2003年完成《溧阳市村镇农民住宅优秀设计方

案选编》；2004 年开始全市试点中心村（居民集

中居住区）建设规划编制；2005年结合农村五件

实事，着手编制并完成全市镇村布局规划编制工

作。

二 、 编 制 原 则

一是遵循有利农业生产、方便农民生活、

适度集聚、节约用地的原则。编制镇村布局规划

的目标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要

根据实际情况，撤并分散的自然村，科学引导农

民集中居住，节约利用土地，推进集聚发展。

二是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原则。积极

引导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民集中居住，从事二、三

产业的农民鼓励进城进镇；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农

村村民住宅建设，应当集中兴建村民住宅小区。

三是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互衔接，以

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

四是与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保持衔接。统筹

协调好城乡居民点与区域内的产业布局、重大基

础设施布局的关系，避免农民建房反复拆迁，造

成浪费。

五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镇

村布局规划必须与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相适应，充

分考虑地形地貌条件，兼顾当地的民风习俗。

三 、 现 状 分 析

全市总面积1535.87 平方公里，三面环山，

向东北方倾斜，南部和西部为天目山余脉的低山

丘陵区，西部和北部系茅山余脉的低山丘陵区，

平原圩区有纵横的河网和长荡湖，俗称“三山

六水一分田”。

特殊地形地貌的村庄主要分两类：丘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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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村庄和水网地区的村庄。丘陵山区的村庄南

片主要分布在横涧镇、天目湖镇、周城镇、戴

埠镇、新昌镇，西北片主要分布在上兴镇、上

沛镇、竹箦镇。水网地区的村庄主要分布在溧

阳东北片的别桥镇、上黄镇。

四 、 规 划 思 路

（一）城镇体系与城镇人口

根据溧阳现状各城镇社会经济基础、镇区

的建设状况及人口和非农业产业集聚发展的要求，

逐步引导人口向市区、重点中心镇和规模较大、

基础设施较好、区域条件较为优越的城镇集中。

近期内保留现状行政建制，适当放宽其建设用地

规模。远期，随着市域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逐步对城镇数量进行调整，在市域

空间上形成1个中心城区（40万人），重点中心镇

（南渡5万人），特色镇（天目湖镇4万人），6个一

般镇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

市域城镇人口预测：近期至2010 年城镇人

口为49 万人，城市化水平59%；远期至2020 年

城镇人口为60 万人，城市化水平为69%。

规划集聚发展中心城市，择优培养重点中

心镇，大量从事非农产业的居民将迁移到市区或

重要城镇镇区居住，推动城市化进程。

规划至2020 年，城镇人口为60 万人。

规划至2020年市域总87万人，城镇人口60

万人，城市化率达69 %，农村人口为2 7 万人。

（二）村庄布局规划

由于溧阳市域内地形变化较大，既有水网

地区地形，又有丘陵山区地形；现状自然村庄

分布较为零散，总村庄数达3097 个。在镇村布

点规划时，尽量考虑地形地貌、产业特色、文

化特色等因素，在满足农民耕作半径的前题下，

适当聚居，尽量保留3 0 0 人以上的自然村，通

过镇村布局规划以后，保留农村居民点766 个，

规划总的农业人口27 万人，每个保留点平均人

口达350 人。撤并的自然村为2331 个。

规划中对具有特殊地形地貌的村庄，无论

现状村庄人口是多少，都加以保留，这样的村庄

丘陵山区特色的村庄共有130 个，水网地区特色

的村庄共有73个。（表1）

具有历史文化遗存的村庄有周城的炉头村、

别桥马家村、埭头舍头村、南渡观山村、上黄

镇洋渚村。古村落有横涧的石岩里村，规划中

延续古村落的建筑布局，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古村

落，规划布局体现地方民居特色的山村小寨。

（三）建设用地规划

城镇建设用地依据溧阳市城市总体规划和溧

阳市城镇体系规划，人均建设用地不突破120 平

方米每人，总城镇建设用地为60 0 0 公顷。

村庄建设用地

人均建设用地：依据省里村庄人均建设用

地不大于城镇人均建设用地的规定，考虑各镇实

际人均建设用地情况，天目湖镇为风景旅游城

镇，规划的要求较高，建筑高度控制较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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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占用村庄建设用地较大，规划时控制人均建设

用地95 平方米每人，一般地区规划控制人均建

设用地90 平方米每人。

规划保留居民点：农村住宅逐步向规划保

留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点过渡，以多层公寓式住宅

为主，适当布置拼联式低层住宅，可以集中建设

部分具有典型农村地域特征和江南水乡特色的联

排住宅。

（四）复垦土地

1 、村庄节约用地

溧阳市现有3097 个自然村，村庄建设用地

共7503.14 公顷，人均建设用地达146平方米每

人。通过镇村布局规划以后，保留发展的村庄个

数有766个，人均建设用地控制在90平方米以下，

规划从事一产为主的农业人口为27万人，村庄建

设用地仅需2 4 4 3 . 3 公顷，节约村庄建设用地

5059.84公顷，合75897.6亩。

2、规划实施可节约土地

现状溧阳市城镇建设用地3684.75公顷，规

划实施后，随着一部分农村人口进入溧阳市市区

和各镇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大2315.25公顷。

规划实施后村庄建设用地减少5059.84 公

顷，镇区规模扩大2315.25 公顷，城镇和农村

共节约建设用地2744.59 公顷，规划实施后可以

复垦增加的土地合41168.85 亩。

五 、 结 语

镇村布局规划的实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从规划、管理、建设等多部门大家共同的

努力才能逐步形成。要搞好宣传发动，编制镇

村布局规划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上下各级要加强宣传，通过多种途径，广

泛深入地宣传编制规划的重要意义，让农民群众

理解和支持这项工作，在抓好规划编制工作的同

时，对实施规划涉及的相关政策问题要及早组织

调查研究，为推进规划实施创造条件。

1、有计划地编制村庄建设规划，对规模较

大、历史文化遗存较丰厚、地形地貌较特殊的

村庄完成村庄建设规划编制任务，对于具有历史

文化遗存的村庄，要切实加强古村落保护。

2、进一步规范农民建房审批，按镇镇村布

局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加强对新建农房的监督

检查，确保新建、翻建农房建到规划村上。

3、在村庄建设规划编制中，着重搞好村庄

形态设计，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和水系，保护江

苏乡村风情和地域文化特色，按照“三下乡、

五服务”要求，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农民喜爱

的农房设计，塑造适合地方特点的村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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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培植优势产业、打造百亿港城”目标，在

大丰港两个万吨级码头的基础上，规划建设6 个

3.5 —5 万吨级石化、煤炭专用码头和多用途码

头，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争取纳入上海港

航运体系。

另一方面，积极规划完善市域内城乡交通

基础设施，构建网络体系。加快城乡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以中心城区为中心的高速公路骨

架网络，加快市区及各县市的客运枢纽和货运枢

纽的建设，在规划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多方式

换乘，多方式联运，充分发挥每种交通方式的

优势。加快综合运输通道的规划建设，形成

“十”字形综合运输通道。横向运输通道包括

徐淮盐高速公路、3 3 1 省道、新长铁路、大丰

港铁路专用线、大丰港疏港运河；纵向运输通

道包括沿海高速公路、204 国道、沿海铁路和通

榆运河。实施乡村康庄道路工程，着力推进农

村公路网络化和城乡公交网络化，实现“三

百”目标，即行政村通等级公路率达100%，通

行政村公路硬化率达100%，农村公路建设合格

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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