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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庄概况 

后榆村隶属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位于榆树镇东北部，距离城区约 10 公里，

西侧距离临空经济区约 15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村域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下辖 4

个自然村，户籍 1800 户，人口 0.54 万人，村民以外出打工和种植玉米为主。属于城

郊融合型村庄。 

二、规划构思 

本次村庄规划分为三个步骤，即精细调研——精准定位——精致生活。在精细调

研阶段，通过前期地籍资料、农用地确权资料、村庄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手段，多

渠道了解村庄实际建设问题和规划诉求。在精准定位阶段，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依据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中村庄规划的最新精神，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结合宏观政策背

景、现状资源、产业基础条件和村民、村庄需求，找准村庄定位并明确发展目标，提

出切实可行的规划策略。在精致生活阶段，坚持“生态优先、底线思维、城乡融合、

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打造“多彩田园、活力后榆”的村庄规划目标。规划从开发

与保护、居民点建设、近期建设行动等方面进行规划落实，指引村庄建设，实现发展

目标。 



图 1 规划技术路线 

三、规划主要内容 

1.现状分析 

首先，区位优势明显，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亟待健全。村庄东距城区仅 15

公里，处于哈尔滨都市半小时经济圈辐射范围内，省级园区坐落于村域，但城村、园

村间没有互动发展，缺少融合发展机制。其次，人口流失严重，产业转型艰难。年轻

人大多外出务工，中老年人留守在村内，受年龄、文化水平的限制，只能种植玉米，

很难转向高劳动强度的蔬菜和高科技含量的经济作物种植。第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人居环境差。村庄仅配有村委会、卫生室、供水房等基本设施，缺少公共活动

空间及绿色开敞空间。最后，宅基地面积普遍偏大，缺少有效管理机制。由于历史原

因，村庄户均宅基地面积较大，后榆村达到 610 平方米，远超黑龙江省 350 平方米

的标准。同时，由于近几十年宅基地管理体制的缺失，大部分村民 “非法”在宅基

地内进行房屋改建、扩建、翻建，还有村民迁居导致房屋闲置，因此，如何整合宅基

地，如何规范建房，给村庄规划带来很大的挑战。 



图 2 村域综合现状图 

2.定位目标及规划策略 

（1）定位：基于对村庄区位、现状梳理、融合各方诉求，按照乡村振兴提出的

总体要求，将后榆村定位为“多彩田园，活力后榆”，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强村，生

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目标：到 2035 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奋斗目标，实现产业兴旺的活力

乡村、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传承创新的文明乡村、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生活富裕

的富美乡村。  

（3）规划策略：落实三线管控，强化空间用途管制；促进集约节约，优化国土

空间布局；加强生态修复，推动国土空间整治；聚焦互通共享，提升基础设施水平；

聚焦共建共享，打造农村综合生活中心；围绕产业兴旺，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聚焦文

化导向，提升村组宜居水平；整合建设空间，实现村民安居理想。 

3.村庄规划 



（1）落实三线管控强

化空间用途管制：以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工作底图

为基础，初步形成以“三区

三线”为核心的用途管制分

区方案，制定用途管制规则，

待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完成后进行相应调整完善，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的管控

要求。                     

（2）促进集约节约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优化调整村庄各类用地布局，统筹安排

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用地。 

图 4 土地利用规划 

（3）加强生态修复推动国土空间整治：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落实上位规划或专项规划，推进农业空间、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系统修复、综合

整治，统筹谋划并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 

图 3 国土空间管制图



图 5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分布图 

（4）聚焦互通共享提升基础设施水平：首先，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梳理

城市快速路、智轨、公交等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建立城乡快速联络通道。优化公交线

路至村庄内部，利用电瓶车衔接机场智轨站点，形成城乡无缝衔接的一体化发展体系。

其次，园村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规划积极沟通园区与村庄，协调有关部门，将给水、

排水、供暖、环卫等基础设施引入村庄，解决村民供水质差、生活污水排放难、分散

供热污染大、垃圾无处放的问题。 

图 6 道路交通规划图                   图 7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图 

（5）聚焦共建共享打造农村综合生活中心：建设文体中心、养老服务站、幼儿

园、活动场地、快递中心等设施，满足村民生活服务需求的同时，吸纳村民以及外来务

工人员的子女，解决后顾之忧，提振村庄人气和活力，实现村民生活市民化。 

沟渠整治前 沟渠整治后

废弃砖厂整治后

危房整治后危房整治前

废弃砖厂整治前



（6）围绕产业兴旺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规划确定“强化第一产业、做足第二产业、

拓展第三产业”的思路，建立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布局。通过创新运营机制，推行农

业现代化发展，采取多主体参与、多业态打造的发展思路，建立“龙头企业+加工企

业+合作者+农户”的模式，依托龙头企业形成现代农业机械种植区、有机蔬菜种植

区等若干个个基地，塑造农业特色品牌；与新榆工业园区互联互通，园区发展绿色食

品加工园，将农业产业链延伸，进行深加工。打造都市旅游休闲农业，发展农家体验

休闲区、现代农业科技园等，形成村集体收入的持续动力，带动村民就业与资产、资

源收益，从而实现村民致富愿望。 

 

 

 

 

 

 

 

 

（7）聚焦文化导向提升村组宜居水平：

结合后榆村平原地貌特征，整体形成“田

园村交相互融”的现代产业园区与田园村

落景观风貌特征，规划形成“两轴三区多节

点”的景观风貌格局，指引后榆村整体风

图 9   产业布局规划图图 8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貌建设。 

 

 

 

（8）整合建设空间，实现村民安居理想：首先，大力盘活村庄存量建设用地，

按照“一户一宅”政策要求，引导拆除不合理住宅及建筑，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

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的政策引导村民建设空间。规划针对东北地区村庄宅基地

普遍偏大特征，创新性提出住房建设控制线。规范村民翻建、新建住房的选址，在实

际建设中，满足一定条件下进行动态调整。其次，规划通过整体风貌引导，改善人居

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图 11 前榆屯村庄建设意向图 

四、规划创新与特色 

1.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城郊融合型村

庄规划编制手法 

本次规划跳出“就村庄论村庄”的思路，以

城带乡，以乡促城。乡村为城区和道里经开区提

供配套服务的空间载体和劳动力，满足城市对优质农产品、休闲旅游等需求，同时利

用城市基础设施资源，完善村庄内的各项设施配套；城市为乡村提供技术、人才和信息

等，加快乡村发展。最终形成城乡互补、工农互促、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

发展关系。                

图 10  景观风貌规划图

图 12 城乡要素流动图



2.推进全域土地整治，建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础 

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尊重本底，生态治理，强化耕地保护。

通过划定三条控制线对全域全要素进行管控。 

3.创新宅基地管理手段，破解宅基地管理难题 

对村民宅基地进行双重管控，划定村庄规模控制线和单户宅基地控制线，提出管

控要求。对超标准的宅基地，对超出部分的用地提出用途指引，可作为经营性用地、

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 

 

4.全要素空间落位，建立村庄信息化管理机制 

通过规划数据信息和现状个人信息，精准落地、精细实施、精细管理。通过唯一

ID，将村民信息、建筑信息、农用地信息互相关联，建立村级信息化管理平台，培训

村庄专门人员负责维护和管理，保障村庄规划。

图 13  宅基地腾退指引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