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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 R E F A C E

罗定市 位于广东省西部，是粤港澳湾区对内辐射重要媒

介、沿海经济带北拓前沿地、粤桂合作连接交汇节点。为贯彻

落实国家、广东省的工作部署，我市编制《罗定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

生态优先、全域统筹，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对

全域全要素空间资源布局进行长远谋划和统筹安排，是罗定市

相关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的依据，也是罗定市制定市域空间发

展政策、指导各类开发建设、开展国土空间资源保护利用修复

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蓝图。



规划期限和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 2020-2035年

近期至2025年

远景展望至2050年

中心城区面积：303 km²

罗定市

规划面积 ：2335 km²

规划范围 : 广东省罗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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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概况

1.1 自然地理

1.2 区位要地

1.3 生态宝地

1.4 特色鲜明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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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然地理

田

城 水

山

“两田、六山、一城、半水”的国土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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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域国土空间用地现状图



1.2 区位要地

1.3 生态宝地

◼向东：湾区对内辐射重要媒介
• 毗邻粤港澳大湾区，连接珠三角地区与“泛珠三角”地区。

◼向南：沿海经济带北拓前沿地
• 临近阳江、茂名，联动北部湾都市圈，是沿海城市谋求山海联动的首选地区。

◼向西：粤桂合作连接交汇节点
• 位于珠江-西江经济带战略轴线，毗邻梧玉贵城市群，是粤桂合作重要产业承接区。

国家战略叠加地，融入一核一带一区建设，加快粤桂合作

广东唯一拥有高山、丘陵、
盆地和喀斯特地貌的城市

◼位于广东最大盆地，地势西高
东低

• 罗定盆地是广东最大的盆地。

• 罗定的西部、西北部和南部一部分为云开
大山山地，东面为云雾山山地，中部、东
北部和南部为盆地、丘陵。

◼东北部喀斯特地貌发育
• 罗定市东北部有喀斯特地貌发育。其中，
苹塘镇一带奇峰叠翠、广泛分布，峰林、
峡谷、地下溶洞众多，被称为“大自然的
艺术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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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区位图

罗定市生态格局图



1.4 特色鲜明

山 青
罗定盆地作为广东最大的盆地，拥有丰富
的森林和矿产资源。罗定市是全国造林绿
化模范（县）市，全省唯一全年“零灰霾”
的城市。

水 秀
2020年，罗定江水质优良比例100%， 饮
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拥有完善的水
利灌溉网络，同时也形成逐水而栖的“南
江”人居体系。

稻 香
罗定气候、土壤等农业资源禀赋优
越，是首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
稻）标准化生产基地，拥有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称号、5项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城 兴
罗定是云浮人
口第一大县、
经济强县、工
业新城。

景 美
罗定拥有秀美的山水风光和丰
富灿烂的文化遗产，是广东省
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古百越文
化重要发祥地、广东省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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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位

2.1 发展愿景

2.2 城市职能

2.3 规划目标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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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展愿景

南江古邑，粤桂枢纽
南江古邑：彰显罗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竞争力。罗定作为广东南江文化

的落脚点、千年文化古邑和广东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历史遗迹和丰

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打造“南江古邑”为发展方向 。

粤桂枢纽：构建沟通粤港澳与大西南最便捷的通道。罗定是“珠江—西

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通道及古驿道，

名副其实的“粤桂枢纽、湾区腹地”。

0

充分利用和把握好资源禀赋的优势，

挖掘动力，塑造特色。要充分挖掘历

史文化的人文内涵，利用好生态环境

和农业资源的特色，转变发展思路，

进一步挖掘潜在的发展价值，塑造城

市特色。

牢牢把握建设粤北生态发展新高地的

发展方向，擦亮罗定生态底色，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逐步完善罗定市区域交通，融入“东

融西联”的大格局，进一步强化与大

湾区城市的紧密联系，努力建设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西联广西的重要拓展区

域。

将工业化作为立县之本，落实好工业

化发展要求，对接好大湾区产业转移

的大趋势，培育电子信息、医药制药，

日用轻工等产业发展，推动罗定工业

化迈向新台阶。

罗定新定位“4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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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职能

粤北生态发展新高地

加快构筑以现代农业、健康产业、日用轻工等绿色产业为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

粤桂省际联动主阵地

努力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西联广西的重要拓展区域

南江文化魅力城市

弘扬南江文化，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7-



合理确定人口规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3 规划目标

2020年人口规模 94万人 2035年人口规模 110万人

◼综合考虑市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开发适宜性等因素，规划2035年罗定市

域常住人口规模为110万人左右，以中心城区、罗镜镇副中心和重点产业平台为

主要载体，逐步引导人口向市域南部集中，到2035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60%以上。

经济发展活力和韧性明显加强，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显著提高至2025年

至2035年

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城市综合实力、创新
能力、文化魅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至2050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大幅跃升

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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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局

3.1 农业空间

3.2 生态空间

3.3 城镇空间

Spati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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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农业空间

肉桂

罗竹

油茶

稻米 4大
特色农业产业

耕地

优化农业空间布局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全面

提升耕地质量

• 着力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保护建设，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

培育特色农业产业

◼建成保障有力、生态和谐、示

范领先的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

• 建设罗定市现代粮食产业功能区，争创油

茶种植示范县，围绕稻米、肉桂、罗竹、

油茶四大产业，优化结构，创新发展模式，

以建成保障有力、生态和谐、示范领先的

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为目标，不断提升现

代农业发展水平。

-10-
罗定市耕地分布图



3.1 农业空间

构建“两级四类”村庄体系

城郊融合类

特色营造类

集聚提升类

基本保障类

其他区域

◼两级

中心村
人口集中、产业集聚

要素集约、功能集成
一般村 完善职能

控制引导

◼四类

集聚
提升
类

主要为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
将存续的一般村庄
以改善村庄人居环境为重点，科学确定村庄发
展方向，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
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
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村庄。

城郊
融合
类

特色
保护
类

基本
保障
类

主要为城市近郊区以及中心城区所在地
的村庄
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和村庄自身发展需要，加
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

主要为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
名村等
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统筹协调发展，统筹保护、利用与发
展的关系，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
性和延续性。

主要为限制开发区的基层村
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完善基本设施和农房
改造，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道路、饮水安
全、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等民生项目建设，
全面保障村民住房安全、饮水干净、出行
便捷。

-11-
罗定市村庄分类图



3.2 生态空间

构建“两山一廊，五脉多点，五脉融城，多点贯通”生态保护格局

◼两山为屏

• 延续大山水格局，以云开山脉、云雾山脉为屏障，作为生态核心保护区。

◼一廊筑基

• 建立罗定江生态大通廊，为大湾区水安全提供保障。

◼五脉融城

• 沿榃滨河、罗镜河、泗纶河、围底河、新榕河构建生态支脉，形成五脉汇合整体格局。

◼多点贯通

• 链接市域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水源涵养地等重要生态保护斑块。

-12-
罗定市生态保护格局图



3.2 生态空间

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

罗定市自然保护地体系 类型 数量 名称

自然保护区 1 云浮罗定龙湾地方级自然保护区

自然
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2
云浮罗定罗定江地方级湿地自然公园、

广东金银湖国家湿地自然公园

森林自然公园 3

云浮八排山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云浮龙窟顶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云浮罗定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森林自然公园

自然保护区

湿地自然公园

-13-
罗定市自然保护地体系图



3.2 生态空间

推进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镇（街道、农场）界

罗定市范围

市人民政府_̂

地质灾害修复区

其他整治和修复区

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区

城乡整治与更新区

水生态修复区

生态环境综合修复区

矿山环境整治修复区

水环境综合治理与水质提升

推进中小河道连通和排水渠清淤整治，加快区域内河
湖水系连通工程；通过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措施，
提升水生态系统质量。

矿山生态环境修复

推进绿色矿山的建设，加强对矿产资源等的开发及建
设项目的监管，加大对废弃矿区的整治修复力度，提
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系统质量提升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

着力提升重要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连通性，推进林
地抚育更新和区域廊道建设，提高生物多样性。

土地整治与修复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补充，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对生产力低下的农田进行土地整治，完善农田灌排和
交通设施，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地质灾害区修复

对危害较小的地区进行工程修复和建设立体化监控预
警平台来预防，对于威胁比较大，人口众多的地区则
要全面落实地质灾害搬迁避让。

建设用地整治

大力推进村庄整治优化工程，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着重内部建设用地潜力挖潜，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14-
罗定市国土综合整治图



3.3 城镇空间

城镇空间格局：十字双廊引领，南北双心辐射

◼融湾发展走廊：
衔接区域发展走廊：珠江-西江经济带、广东省西向辐射轴、云浮广佛肇云城镇综合发展轴。

• 布局深南高铁、罗岑-春罗铁路、深岑高速。

• 布局罗定市中心、双东产业转移工业园、附城高新电子产业园、南药产业。

◼通江品质走廊

衔接区域品质走廊：珠江-西江经济带、西江大河风光黄金水道、云浮西江经济发展带。

• 串联罗定江，沟通罗定古城、罗镜古镇、金银湖湿地公园、长岗坡渡槽。

◼主中心：罗定中心城区

• 罗定主城区+一园五区：

进一步强化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依托核心服务平台和重大产业平台，发挥区域辐射带动功能。

◼副中心：罗镜镇区

• 罗镜镇区+凤凰山产业园+文旅节点：

依托位于通江品质走廊的良好区位条件，立足文化、生态资源特色和人口基础，通过发展文创旅游、农产品加工

等特色产业，辐射带动市域南部城镇及周边县市。

-15-
罗定市域格局图



3.3 城镇空间

城镇空间格局：五片特色联动，中心放射成网

产城融合特色片区

现代农业特色片区

田园风光特色片区

山林观光特色片区

古镇旅游特色片区

◼产城融合特色片区：产业营城

• 包括罗城街道、双东街道、素龙街道、附城街道、围底镇、华石镇。

• 推进一园五片区建设，承接湾区产业功能；建设深南高铁与罗定机场，打造粤西门户。

◼古镇旅游特色片区：古镇画乡

• 包括罗镜镇、分界镇、太平镇。

• 修缮古镇标志性建筑群，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打造一组特色民宿群。

◼现代农业特色片区：绿色农耕

• 包括罗平镇、生江镇、连州镇。

• 围绕长岗坡渡槽与罗平精品打造农旅融合组团。

◼山林观光特色片区：户外体验

• 包括榃滨镇、黎少镇、泗纶镇、加益镇、龙湾镇。

• 打造以户外活动和山林观光为主题的特色服务组团。

◼田园风光特色片区：田园康养

• 包括船步镇、金鸡镇、苹塘镇、䓣塘镇。

• 以康养度假、田园体验为特色的组团。

-16-
罗定市特色片区分布图



3.3 城镇空间

明确各镇功能定位、发展主题及底线控制要求

镇名 功能定位 发展主题

罗镜镇
罗定市南部经济、文化、
交通和信息中心、罗定市

中心镇
将军之乡历史名镇

太平镇
市域南部卫星城镇；罗定

市现代农业城镇；
泷州古城人文太平

分界镇
罗定市西部通道上的农旅
特 色小镇；罗定市高品
质农产业生产基地

饮水思源绿色分界

罗平镇
罗定中心城区的西南部卫

星城镇，特色镇
红色长岗坡美丽新

罗平

泗纶镇
罗定市中心镇，罗定市西
部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竹梦世界稻乡泗纶

船步镇
罗定市中心镇；罗定市东
南部经济、文化、交通和

信息中心
古郡开阳商旅船步

䓣塘镇 罗定市东南片区工业重镇 和美䓣塘天子茶乡

镇名 功能定位 发展主题

金鸡镇
罗定市东大门，罗定市东南
资源产业发展片核心城镇

厨师之乡金鸡报晓

苹塘镇
罗定市农业特色镇；市域东
北部苹塘农业观光片区的核

心镇
山水共融古韵苹塘

榃滨镇
罗定西北部生态屏障和现代
农旅产业名镇；特色镇

罗定肉桂香飘世界

黎少镇
罗定市农业特色镇；市域西
北生态绿色发展片的核心镇

文旅黎少水果之乡

生江镇
罗定市一般镇，市域中部近

郊现代农业型小城镇
金银江畔宜居生江

连州镇
罗定中心城区的西南部卫星

城镇
文旅宜居镇产业兴

连州

加益镇
罗定市西部重要的乡土特色、
农林产品贸易加工基地

森林小镇闲情加益

龙湾镇
南药种植基地；罗定市西部

特色旅游型城镇
风情龙湾南药名镇

榃滨镇

-17-
罗定市城镇体系图



04

用途管制

4.1 统筹三线划定

4.2 其他控制线划定

4.3 规划分区与用途优化

Control &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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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统筹三线划定

明确各镇功能定位、发展主题及底线控制要求

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市界

优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按照量质并重原则进一步优化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成果，确保到2035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上级下达任务要求，
推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连片成片。

落实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下达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布局以及管控要求，确保生
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按照保质保量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稳定生态红线划定成果以及集约适度划定城镇开
发边界的要求，坚持不交叉不重叠不冲突的原则，协调冲突矛盾，科学统筹划定。

-19-
罗定市三线分布图



4.2 其他控制线划定

刚弹结合，保证蓝绿空间

蓝线划定

绿线划定

• 以罗定江、围底河等骨干河流岸线为保护基础划定蓝线，对蓝线范围内河湖管理进行严格用途
管制。在城市蓝线内进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经批准的城市规划,禁止进行违反城市蓝线保护和控
制要求的建设等活动。

• 主要保障为中心城区内的带状公园与组团公园。城市绿线内的用地，不得改作他用，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以及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建设。通过划定绿线和预控绿线实现刚性和弹
性管控相结合。

罗定江

围底河

预控绿线

城市蓝线

划定绿线

-20-
中心城区蓝绿空间分布图



4.3 规划分区与用途优化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分类管控体系

• 承接市级国土空间管控需求，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根据全域国土空间的资源分布现状，落实

国土空间保护与利用的管控意图，建立“国土空间基本分区-功能规划分区-用途分类”的土地用途传导机制，实

现由“功能控制-用途控制-用地管理”的空间管控传导路径。规划分区内可布局符合功能要求的配套用地与兼容

用地，具体用地性质、布局、边界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确定，实现国土空间的全域全过程差异化管理。

◼合理划分国土空间基本分区

• 在承接和传导省级、市级国土空间规划意图的基础上，县（市）域层面统一划定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

保护区，以及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区共6类国土空间一级规划分区，对本行政区域的国土空

间保护与利用做出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明确主导用途分区管理方式与管控要求，细化各分区内准入用途类型、

规模指标、兼容比例等控制内容，指导下位详细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

一级规划分区 二级规划分区 宜划入的用地类型 管控方式

生态保护区 ——
林地（公益林）、天然牧草地、其他草地、湿
地、陆地水域、盐碱地、沙地、裸土地、裸岩
石砾地

约束指标+边界管
控

生态控制区 ——
园地、林地、草地、湿地、陆地水域、盐碱地、
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盐田

用途准入+边界管
控

农田保护区 ——
耕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坑塘水面、沟渠、
干渠、田坎、田间道

约束指标+边界管
控

城镇发展区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是城镇集中开发建
设并可满足城镇生产、生活需要的区域。

“详细规划+规
划许可”及边界

管控”城镇集中建
设区

居住生活区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
务业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综合服务区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商务区 商业服务业用地

工业发展区 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区 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绿地休闲区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

交通枢纽区 交通运输用地

战略预留区 留白用地

城镇弹性发展区 园地、林地（商品林）、草地、其他土地
建设与管理要求+

详细规划

特别用途区 林地（公益林）、陆地水域、湿地

乡村发展区

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
及农民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

村庄建设区
农村宅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村庄内
部道路用地

“详细规划+规划
许可、约束指标+

分区准入”

一般农业区
耕地、园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坑塘水面、
沟渠、干渠、田坎、田间道

约束指标+分区准
入

林业发展区 林地（商品林）、园地

矿产能源发展区 采矿用地、林地、草地、其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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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配置

5.1 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5.2 公共服务体系完善

5.3 支撑保障体系建设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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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两心七园，一廊五区

连州战斗纪念公园

肉桂主题公园

田心村

亚灿米种植基地

梁家庄园

龙湾生态旅游区

罗定风车山

蒲垌自然生态旅
游区

罗定龙须须

连州仙茶园

文峰塔

石牛山生态（森林
公园）

梁家庄园

罗定学宫 罗定博物馆

罗定文塔

罗定南江文化主
题公园

菁莪书院

金银湖湿地公园

罗平镇下垌村
长岗坡渡槽

东山祖

蔡廷锴将军故居

开元寺

聚龙洞景区

十里峰林 广东海惠生态农业观光示范园

罗定八排山

山林观光特色片区

现代农业特色片区

田园风光特色片区

高铁新城综合

生产服务中心

罗定产业转移工业园

（双东片区）

罗定产业转移工业园

（围底片区）

罗定产业转移工业园

（罗平片区）
产城融合特色片区

古镇旅游特色片区

罗镜凤凰山工业园

泗纶产业园

罗定产业转移工业

园（双东片区）

罗定产业转移工业园

（附城片区）

“两心”

• 高铁新城综合转型服务中心

• 空港现代物流服务中心

◼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产城功能和用地布局，打造“两心七园、一廊五区”
的城市综合产业布局

“5+2”园区

• “一园五片区”：罗定产业转移工业园（双东片区）、罗定

产业转移工业园（华石片区）、罗定产业转移工业园（围底

片区）、罗定产业转移工业园（附城片区）、罗定产业转移

工业园（罗平片区）。

• 罗镜凤凰山工业园、泗纶产业园：打造以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轻工制造产业集群为主导的综合产业园。

“一廊”

• 南江文化走廊：布局支柱产业并依托高等院校提供科技创新、

人才培训等支撑；串联南江沿岸历史文化景点，打造特色滨水

沿岸文化廊道。

“五区”

• 产城融合特色片区

• 田园风光特色片区

• 古镇旅游特色片区

• 山林观光特色片区

• 现代农业特色片区

-23-
罗定市产业空间布局图



5.2 公共服务体系完善

等级化：建立“市-片区-镇-行政村-村小组”五层级公共服务中心体系

2个市级公共服务中心：中心城区主中心、罗镜副中心。

4个片区级服务中心：

16个镇级（生活圈）服务中心：

行政村级（组团）服务中心：

自然村级：

泗纶、苹塘、罗平、船步四大重点镇，促进集聚发展。

其余各镇中心建设30分钟城乡融合生活圈。

各镇依托集聚型中心村补齐组团级设施,覆盖周围村镇。

实现各自然村基本民生保障设施全覆盖。

-24-
罗定市公服体系图



老城社区 新区社区 产业社区 村镇社区

时间 15-20min 15-30min 30min 30-40min
距离 800-1400m 1000-2000m 1600-2000m 2000-2600m

服务人口 2-5万人 2-3万人 1-1.5万人 0.8-1.4万人
覆盖范围 2-6km² 6-13km² 8-13km² 13-21km²

配

置

内

容

金融 银行*、电信支局*、储蓄所、邮电所
社区服务 养老院*、残疾人托养所*、社区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托老所*

市政公用
供热站或热交换站*、路灯配电室、公交始末站*、燃料供应站*、燃气调压站*、公共厕所、
配电房、居民停车场/库*、垃圾转运站*、开闭所、消防站*

教育设施 中学、小学、幼儿园、托儿所
医疗设施 医院、门诊所、护理院*、卫生站

文体设施
文化活动中心、居民运动场/馆*、居民健身设
施、文化活动站

文化活动中心、居民运动场/馆*、居民健身设
施、文化活动站

医疗设施 医院、门诊所、护理院*、卫生站 医院、门诊所、护理院*、卫生站

商业服务
综合食品店、综合百货店、餐饮、中西药店、书店、市场、其它第三产业设施（零售、洗染、
照相、影视文化等）

结合人口与交通等时圈，科学划定生活圈。

5.2 公共服务体系完善

全覆盖：建立30分钟生活圈配套体系

按照老城社区、新区社区、产业社区、村镇社区四大社区类型，

分类明确设施配套要求。

-25-注：*指《云浮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2018）》内为宜设置的项目，不加*为应设置项目。

罗定市生活圈分布图

老城社区（A）

新区社区（B）

产业社区（C）

村镇社区（D）



5.2 公共服务体系完善

特色化：打造服务全市的主题性公服设施

-26-

围绕核心区域布局重点设施

依托机场铁路等平台，以中心城区和罗镜副中心为重点，进一步强化教育、文化、会展、

运动康养、生态农业等品牌；谋划特色教育、商业服务、品质医疗、特色文体、绿道和

公园等特色主题性公服设施。

高端教育设施 康养酒店 城市公园

滨水绿道 体育场馆

文化中心 商业中心 品质医疗



5.3 支撑保障体系建设

构建内联外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云浮机场

• 推动云浮机场建设，将其打造为粤西支线机场。

◼深南高铁

• 加快推进深南高铁（罗定段）项目建设，西联广西、东融大湾区，实现1小时畅达珠三角核心城市。设计时速

350千米/时，串联深圳、南宁、昆明、江门、玉林、百色等主要城市，规划在附城设置高铁站。

◼罗岑铁路

• 推进罗岑铁路实施建设，东端经春罗铁路与广茂铁路相接，西端经岑溪与南宁、贵港、玉林相连，构建大西南

到大湾区货运要道。

◼高速公路

构建“井”字形高速公路网络，形成通桂接粤、通江达海的区域均好高速格局。

• 推进罗信高速东延，衔接广佛云高速，强化东西联系。

• 新增怀阳高速，补足南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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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支撑保障体系建设

构建“四横四纵”市域交通联系

◼东西向规划新建长岗坡大道，南北向改扩建肉桂大道，形成“四横四纵”的市

域快速通道

◼四横

“一横”为 G324-G234：连接榃滨-附城-罗城-双东。

“二横”为 S352-S279-G324：连接龙湾-加益-泗纶-黎少-罗城-华石-围底-苹塘-金鸡。

“三横”为干线公路-长岗坡大道：连接泗纶-连州-罗平。

“四横”为 S369-G234-S274：连接分界-罗镜-太平-船步-䓣塘-金鸡。

◼四纵

“一纵”为肉桂大道-干线公路：连接榃滨-泗纶-分界。

“二纵”为S294：连接素龙-生江-连州-罗镜-太平。

“三纵”为G324-G359：连接罗城-素龙-罗平-太平。

“四纵”为G324-G234：连接罗城-素龙-罗平-船步-䓣塘。

罗定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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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

6.1 空间结构

6.2 交通布局

6.3 公服体系

Cent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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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空间结构

构建“一核五片，两轴双廊”中心城区空间结构

◼一核心五片区

• “一核”为城市发展核心：主城区。

• “五片区”包括五大产城融合组团：双东、围底、华石、素龙-罗平、附城。

◼城市拓展双轴线

• 以G324、G234、S352等主要道路为城市空间拓展轴线，重点布局城市综合服务与产业空间。

◼生态保护双廊道

• 以罗定江、围底河构建两大生态廊道，打造城市绿色空间。

中心城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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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交通布局

城乡建设空间与交通设施协同布局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规划图

◼交通引领：兴业路引领城市向南发展，

远期衔接罗信高速围底出口。

◼城区联通：通过快速路体系联通城区

周边产业园，提高各板块联动能力，促进

产业产品向外输出。

◼产城互动：通过兴阳线（G234）、双

东环路、福昆线（ G324 ）、外环路（西

段），加强园区和市区的高快速交通。

◼城镇带动：通过G234连接罗平、船步；

S352连接生江、黎少、泗纶，强化市中心

与外围镇区辐射。

6.3 公服体系

打造“三级、五类”公共服务体系

中心城区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图

◼ 城市级-片区级-社区级公服中

心体系

1个城市级公共服务中心：聚集罗定市人民

医院、市政公园、实验中学、市图书馆等城

市级公共服务设施，服务整个中心城区。

5个片区级公共服务中心：集聚片区级别的

公共服务功能，服务10-15万人。

18个社区级公共服务中心：打造为新型社

区中心，服务人口3-5万人，服务半径约800-

1000m，形成宜居生活圈。

◼ 五类设施布局规划

强化中心城区教育功能，补足医疗、文化、

体育、社会福利设施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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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品质风貌

7.1 总体风貌格局

7.2 中心城区城市设计引导

7.3 历史文化保护格局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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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总体风貌格局

一廊五区的城市风貌格局

历史文化风貌区 现代城镇风貌区 产城融合风貌区 生态景观风貌区

古城风貌区：学宫历史节

点、人民北路历史街区、

文塔、泽汇路历史地段

罗城街道、围底街道：

沿G324、G234、S352等

交通廊道两侧区域

双东街道、围底街道、附

城街道：罗定产业转移工

业园、中医药产业园

石牛山：湿地景观生态风貌

罗定江、围底河：水系景观

生态风貌

细化梳理各类历史文化资

源特征，加强对周边控制

地带的建设高度、建筑风

貌的设计导控，形成良好

的文化衔接，防止大拆大

建

对标一流滨水地区，沿罗

定江两岸形成特色滨水景

观风貌带，塑造以历史文

脉、泷江风貌、商务办公、

文化会展、商贸物流、特

色休闲为特色的现代都市

风貌

注重生态景观、地形地貌

保护、农田景观塑造、绿

色开放空间与活动场所以

及人工建设相协调等

利用机场、高铁站、高速

出口等交通转乘核心形成

门户节点，围绕交通门户

进行综合开发，以简洁明

快、凝重大气为城市特征，

打造罗定产业园名片

山林观光特色区

古城文化博览区

古镇活力创意区

田园风光体验区

特色农业休闲区

串联南江沿岸历史文化景
点，加强历史文化节点联
系，打造特色滨水沿岸文
化廊道。

南江文化走廊

展示西南部山地生态特色，
打造以自然风光、亲近自
然为主题的原生态观光区。

山林观光特色区

特色农业休闲区

结合特色农业优势，发展
集休闲、观光、体验为一
体的特色农旅休闲区。

田园风光体验区

发掘东部田园风光资源，打造集
田园观光、田园体验的田园风光
体验区。

古城文化博览区

展示古城特色文化风貌，打造集
文化观赏、体验、休闲为一体的
古城文化博览区。

古镇活力创意区

提炼古镇文化底蕴，展示古镇个
性文化，与古城文化相互呼应，
共筑特色文化走廊。

四类城市设计分区指引

总体风貌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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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东组团

围底组团

素龙组团

附城组团

城市景观节点

生态景观节点

生态水系景观廊道

城市景观空间序列

历史文化风貌区

生态景观风貌区

现代城镇风貌区

产城融合风貌区

交通景观轴线

古城角城址

大埗头遗址
商会遗址

梁家庄园

双东倒流榜古建筑群

石牛山

市政广场

罗定古城

文塔

石牛古庙遗址

大营顶遗址

文塔学宫

文峰塔

中心城区城市设计重

罗定文塔

历史城区
主城区

石牛山

7.2 中心城区城市设计重点地区指引

营造罗定江廊道，突出城市景观序列

◼罗定江廊道：双东倒流榜古建筑群、商会遗址、大埗头遗址、文塔、古城角城址、梁家庄园等。

◼城市空间序列：文塔、学宫、泽汇路、文化广场、市政广场、博物馆、旅游大道、石牛山等节点。

◼城市视线通廊：重要文化节点之间保留视线通廊，打造城市文化景观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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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城历史文化保护区

龙龛岩摩崖石刻保护区

稻耕文化展示区

近现代革命记忆文化展示区

云开大山山脉

云雾山山脉

长岗坡红色文化保护区

开阳郡址文化复兴区

7.3历史文化保护格局

构建“一江、一城、两山、五区”历史文化保护格局

罗定市历史文化保护格局图

“一江”

“一城”

“两山”

“五区”

罗定江及其大小支流

罗定城历史文化保护区

云开大山山脉与云雾山山脉

苹塘镇龙龛岩摩崖石刻保护区、罗镜镇近现代革命记

忆文化展示区、船步镇开阳郡址文化复兴区、罗平镇

长岗坡红色文化区、围底镇稻耕文化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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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历史文化保护格局

构建5级历史保护文化体系

国家级不可移动文物 2 处

省级不可移动文物 15 处

市（县）级不可移动文物 113 处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801 处

其
中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长岗坡渡槽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龙龛岩摩崖石刻

省文物保护单位：罗定文塔 省文物保护单位：罗定学宫

历史文化名镇 1 个

传统村落 10 个

历史文化街区 1 处

不可移动文物 931 处

罗定：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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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规划实施保障

8.1 规划传导体系

8.2 重大项目库

8.3 规划管理机制

8.4 规划体检与评估机制

Implementing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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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规划传导体系

构建“县（市）-镇”两层级规划传导体系，建立“两级七类”的相关
专项规划编制清单目录。

编制依据

详细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
城镇单元详细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
划、生态功能单元规划

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

罗定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特定领域/特定区域专项规划

交通、能源、水利、
信息、市政等

各类自然资
源保护利用

新区、开发
区等功能区

指导
约束

同
步
编
制

明确总体规划刚性传导要素 ，形成“定性+定量+定界+定区”的规划
传导与管控机制。

核心目标 高水平保护 高效率利用 高品质生活

具体抓手 精准保护生态农业空间 实现城市品质内涵跃迁精明配置资源要素

管控要点
与要素

永久基本农田

管控方式 定性+定量+定界 定性+定量+定区 定性+定量+定区

农
业
空
间

生
态
空
间

湿地面积

设
施
配
套

特
色
风
貌

重点地区

结
构
引
导

功
能
布
局

功能规划分区

立
体
开
发

地下空间

中心体系

交通与生态轴线

规划用途分类

城
镇
空
间

永农储备区

耕地保护集聚区

耕地保有量

生态保护红线

林地保有率

城镇开发边界

建设用地规模

蓝线、绿线、紫线

人口规模

政策性住房

公共服务设施

交通市政设施

公共安全设施

特色风貌分区

景观风貌廊道

重点景观界面

魅力空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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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以“三条控制线”约束项目选址

8.2 重大项目库

明确项目清单，实现项目库动态管理

8.3 规划管理机制

根据重大项目纳入标准，梳理形成

重大项目清单。

核实完善县（区）重大项

目清单

明确重大项目的规划范围面积及至

2035年（远期）、2025年（近期）

建设用地需求面积。

明确重大项目近远期建设

用地需求

根据项目立项依据，明确国家级、

省级、市级、县区级的项目。

明确重大项目

等级排序

逐个文件进行建档入库， 精准落实项目空间边界、了

解项目建设诉求、 项目进展、规划情况等重要项目信

息。

分类建立明细项目台账

建立专人对接机制，明确项目责任单位主体，长期动

态更新项目进展。

建立长期追踪项目制度

◼做好规划引领

• 加快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安排省重大项目布局，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建立省重大项目清单。

◼合理确定选址

• 项目选址、路由应尽量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高标准农田项目

区、军事用地、高压走廊、不可移动文物以及相关生态敏感区等。

◼统一使用广东省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

息系统

• 根据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针对重要控制线和重点区域的监测预警模型，在管控边界和约

束性指标层面对开发利用行为进行长期监测，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全面提升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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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体检”

• 深入剖析年度重点指标的变化情况，重点对城市发展运行和规划实施总体情况进行全面体检监测，对违反规划

管控要求的行为进行及时预警。

◼“五年一评估”

• 针对五年期内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总体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和阶段性总结，作为规划调整的重要依据。

8.4 规划体检与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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