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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落实《自然资源部关

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

87号）和《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意见》（冀发〔2019〕30号），按照市委

市政府统一部署，落实《邢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要求，建立宁晋县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多规合一”，

优化资源配置，特制定《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推动新时期宁晋发展的关键举措和重要抓手，是对

宁晋县域范围内国土空间保护开发作出的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是

开展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整治、修复等各类空间活动的行动纲领，

是制定空间发展政策、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蓝图，是对上级国

土空间规划的细化落实，是编制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

划以及其他涉及空间布局的各类专项规划的基本依据，是实施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定依据。

目前，《规划》草案已编制完成，现将《规划》草案的主要内

容进行公示，全面征询公众意见。



安宁晋福，兴业沃土

石邢衡地区的中心区域

冀中南平原的中心地带

衔接区域发展的转换枢纽

邢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优势产业特色鲜明

崇文尚教文化积淀深厚

创新精神薪火相传

概况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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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规划目的

1.2规划原则

1.3规划范围与期限



➢ 1.1规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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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规划原则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战略部署，落

实省委、省政府及邢台市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强化国土空间规划

在国土空间保护开发中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结合宁晋县实际，编制《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 1.3规划范围与期限

本次规划范围为宁晋县行政辖区范围，总用地面积1110.9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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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近期至202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苏家庄镇
四芝兰镇

纪昌庄镇

唐邱镇

大陆村镇

贾家口镇

侯口镇

换马店镇

宁北街道办事处

凤凰镇

东汪镇

河渠镇

北河庄镇

大曹庄镇

徐家河乡

北鱼乡

耿庄桥镇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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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时代使命，

谋划县域发展新目标
ADHERING TO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TO 

PLAN NEW GOALS FOR COUNTY DEVELOPMENT.

2.1发展定位

2.2发展目标

2.3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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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发展定位

创新智谷·宜居凤城

邢台副中心城市

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

全国乡村振兴先行区

重商宜业活力城市

➢ 2.2发展目标

基本夯实高质量发展格局，
力争取得阶段性发展成效

2025年 建成邢台副中心城市，
全面建成经济强县、美丽宁晋

2035年

经济综合实力进一步上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所提

高，初步建设成为邢台北部发展的重要引擎。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明显提

升，特色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生态宜居建设得重大进展，生态修复与国土治理取得

重大进展，蓝绿空间格局进一步巩固，生态环境显著

提升。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转型发展初显成效，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努力冲刺打造国家园林城市。

经济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显著提

高，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较大突破；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建成冀中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示范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

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公共服

务实现均等化；

建成科技强县、制造强县、农业强县、交通强县、

教育强县、怡养宁晋、美丽凤凰城。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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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发展战略

一、区域协同，打造开放活力之城

二、底线约束，塑造美丽国土格局

三、产业重构，打造智能科技之城

四、格局重组，建设集约高效之城

五、能级提升，建设宜居宜业之城

六、生态重现，建设生态人文之城

七、设施提效，建设韧性安全之城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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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固底线约束，

塑造美丽国土新格局
CLARIFY THE BOTTOM LINE CONSTRAINT

REQUIREMENTS. TO SHAPE A BEAUTIFUL NEW

PATTERN OF LAND AND SPACE

3.1活力开放，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格局

3.2统筹三线，优化县域国土空间格局

3.3农业空间，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3.4生态空间，重现全域生态人文盛景

3.5城乡空间，推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 3.1活力开放，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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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协同：创新成果产业化基地

 全面承接产业转移，融入区域发展环节

全方位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促进自身产业向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着力完善

县域产业体系，为构建京津冀区域绿色、循环、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支撑。

 对接石家庄，服务邢台市发展

积极做好先进装备制造等二产和商贸物流、文化教育等三产的承接；加强高端科技对接，

大力引进科研机构、人才等先进要素；提升城市建设品质，用高水平的城市品质，吸引高端

人才，留住高端人才。

交通协同：区域重要交通节点

 加快推进石邢邯城际建设，融入“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临宁高速、宁平高速建设，加

强与京港澳等高速公路直接快速联系，构筑县域交通主动脉，便捷快速联系北京、天津等

中心城市，打造区域重要交通节点。

生态协同：九河下稍重要生态支撑

 充分发挥宁晋县蓝绿空间特点，对接邢台市及周边地区生态廊道，保持县域境内的生

态廊道连通度，发挥重要的生物保育功能，做好生态廊道的衔接保障。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一核引领：以中心城区为主体的县域综合服务中心；

 两副协同：贾家口、大陆村镇两个县域副中心；

 三区联动：中部核心发展区、北部工农融合发展区、南部现代农业发展区。

➢ 3.2统筹三线，优化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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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核引领、两副协同、三区联动

东旺镇
33亿元

电线电缆、
蜡烛制造

中心城区
208亿元

光伏、生物医药、
纺织服装

大陆村镇
21亿元
机械制造

苏家庄镇
19亿

电线电缆、机械制造

候口乡
16亿元

水工机械、电缆

中心城区

重点镇（区）

赵县

柏乡县

隆尧县

巨鹿县

新河县

辛集市

贾家口镇
112亿元
电线电缆

大曹庄管理区
43亿元
化工

宁晋县县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北部工农融合发展区

中部核心发展区

南部现代农业发展区

苏家庄镇

四芝兰镇

唐邱镇
纪昌庄镇

盐化工园

东汪镇

大曹庄管理区
大曹庄工业区

耿庄桥镇

北河庄镇

河渠镇

换马店镇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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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统筹三线，优化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城镇开发边界是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以城镇功能

为主的区域边界。按照预留空间、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划定城镇开

发边界9.27万亩。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县域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落实河北省、邢台市统一要求，部分平原河道统一调出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后宁晋县无

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重点对水土光热条件较好、分布范围较广、集中连片的耕

地进行严格保护，到2035年，全县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13.18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护的耕地。

按照应保尽保、应划尽划的原则，划定宁晋县永久基本农田98.02万亩，并严格落实相

关保护要求。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严格保护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 3.3农业空间，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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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建设

建设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

建设高标准农田

发展高效节水设施

实现“千斤粮、万元钱”

完善农业配套设施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培育农业科技创新平台

支撑科技农业发展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农业服务中心

休闲
消费

林果良种研发培育中心
◼ 种植培育
◼ 种植规划
◼ 种植研究

果蔬种植基地
◼ 果蔬种植
◼ 规模种植
◼ 共享农业

农产品加工配送
◼ 农产清洗分拣
◼ 加工配餐
◼ 包装储藏
◼ 物流配送
◼ 冻干蔬果
◼ 冷链配送

农贸市场物流中心
◼ 农产交易市场
◼ 电子商务销售平台

研发
培育

集中
生产

物流
加工

交易
流通

农业休闲观光、文化体验
◼ 果林观光采摘
◼ 加工产品消费
◼ 农事体验消费
◼ 住宿体验消费
◼ 文化体验消费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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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生态空间，重现全域生态人文盛景

加强水系连通、推进生态修复，打造绿色生态、和谐共生的美丽凤凰城

 地下水漏斗区修复

通过清淤、植树造林涵养水源、雨水收集利用，
加强地下水开采管控，强化农业、工业节水力度
等方式对地下水漏斗区进行修复，消除安全隐患。

 恢复湿地环境

通过生态补水、水生物多样性修复、水系连通、
恢复坑塘、蓄水增容等方式对湿地进行生态修复，
主要对区退化河道以及主要沟渠进行恢复与连通。

 加强水系连通

对于主要河道通过水系连通、河道清障、清淤疏
浚、岸坡整治等方式，推进河道整治与生态修复，
恢复河道基本功能、修复河道空间形态、水环境
质量改善。

 强化河湖管控

禁止管理河道范围内围湖造田、从事影响水工程
运行的活动、污染水体以及破坏水工堤防设施等
活动。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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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城乡空间，推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构筑协调均衡的五级城镇村体系结构

构筑“县城-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五级城镇村体系

明确城乡发展职能结构1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格局2

建设集约高效品质城镇3

保障乡村振兴发展空间 4

明确乡村地区规划指引 5

引导村庄分类有序布局 6

苏家庄镇
四芝兰镇

纪昌庄镇

唐邱镇

大陆村镇

贾家口镇

侯口镇

换马店镇

宁北街道办事处

凤凰镇

东汪镇

河渠镇

北河庄镇

大曹庄镇

徐家河乡

北鱼乡
耿庄桥镇

中心城区

中心镇

一般乡镇

中心城区1个

中心镇2个

一般乡镇13个

中心村39个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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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城乡空间，推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以一主两副为核心，构筑核心发展区

 以县城为核心，强化与大陆村、贾家口的融合发展与分工协作，构建核心发展区。

 强化区域内的交通联系、产业协作、配套建设，高标准打造一体化发展区域。

核心发展区布局示意图

大陆村

主城区

盐化工园贾家口

东汪

唐邱
换马店

中心城区
区域高质量
发展龙头

公共服务、研发创
新、商贸物流中心

大陆村
贾家口

乡镇产业转
型示范区

县域副中心

盐化工
先进制造业
集聚区

确保财政税源稳定

区域绿心 现代农业 乡村振兴示范区

区域
绿心

 明确城镇职能结构，实现

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考

虑乡镇区位条件、产业发

展等因素，将乡镇分为工

贸带动、现代农业两种类

型，并提出发展定位指引。

纪昌庄镇

现代农业型

东汪镇

工贸带动型

四芝兰镇

现代农业型

大陆村镇

工贸带动型

侯口镇

工贸带动型

北河庄镇

现代农业型

北鱼乡

现代农业型
耿庄桥镇

工贸带动型

换马店镇

现代农业型

苏家庄镇

工贸带动型

河渠镇

工贸带动型 贾家口镇

工贸带动型

唐邱镇

现代农业型

大曹庄镇

工贸带动型

徐家河乡

现代农业型

构建城乡协同发展格局

现代农业型乡镇7个

工贸带动型乡镇8个

乡镇发展类型指引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03

➢ 3.5城乡空间，推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树立宁晋样板

 围绕“点、环、带、片”重点布局，统筹分时序成方连片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

全域村庄村容村貌美、服务设施美、生态环境美、富民产业美、社会和谐美，打造

宁晋乡村样板。依托贾家口镇打造乡村振兴示范，依托耿庄桥镇打造水美乡村示范。

打造“品质乡村”的宁晋样本

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发展愿景

农
村
美

• 盘活土地资源

•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品质

• 建立指标体系

美丽乡村安吉经验

宁晋样本 品质乡村

由表及里

注重内涵

农
业
强

• 严格保护耕地

•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 农旅结合，延伸产业链条

农
民
富

• 多元化经营，增加收入来源

• 科技助力生产力提升

【宁晋村庄发展趋势】

向小型化、精品化发展

向实用化、特化转变

城乡关系走向融合发展之路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01
城区空间提质，

建设集约高效新城区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SPACE, BUILDING

AN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NEW URBAN ZONE

4.1结构重塑，打造高效活力空间

4.2能级提升，塑造产业发展高地

4.3全域提质，完善城市功能配套

4.4文化筑基，树立城市复兴标杆



04

➢ 4.1结构重塑，打造高效活力空间

一城四片区，打造更高效能的空间格局

金凤引领、两翼齐飞、文化筑基、全域提质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文化地标

结合北部新区环城绿带打造大型开放互

动体验文化中心区域，打造城市文化地标节

点。

商业门户

打造商业门户，设置配套商业、金融交流

中心等核心商业商务功能，营造开放、现代的

城市形象。

产学示范

促进产学研合作，促进技术创新有效要

素的高效组合，培育一批实干人才。

宜居家园

依托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标准化配置，发

挥绿带水景的景观价值，打造宜居、宜游、

宜行的生活乐园。



04

➢ 4.2能级提升，塑造产业发展高地

依托东城、西城省级产业园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

以“大园区”空间布局模式

建设智能制造产业高地

 产业集中化布局，着力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项目。打造京津飞地产业园；

 以绿色廊道塑造园区形象气质，推动产业

协同共建，引导产城融合。

 依托现状新能源、电线电缆和生物制药产

业规模优势，引入科教研发资源，加快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打造成为高端特色产

业基地、智能科技应用中心。

引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

打造创新经济集聚平台

 构建聚集性的产业空间。

 聚焦多类创意产业，形成大创智中心。

 以公共空间塑造驱动城市发展，引导城

市与产业协同，建设产城融合新城镇。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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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全域提质，完善城市功能配套

完善五大系统规划支撑

邢北福地，状元故里，

创新智谷，宜居凤城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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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文化筑基，树立城镇复兴标杆

文化复兴标杆，城市更新样本

以“传承、复兴、共享”为愿景

打造最能代表城市文化的高品质宜居城区

 高水平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区高质量发展

按照公共优先、功能完善、品质提升、绿色生态的要求制定城市更新规划，以

存量用地为重点，开展老旧小区、棚户区的城市更新，推进城中村潜力挖掘和低效

工业用地再利用，实现人居环境改善，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发展和城市品质提升。

 打造石坊路文化商业街区 构筑城市文化体验客厅

挖掘可利用空间，基于新城市主义确定老城区整体格局，完善拼贴功能网络，

延续传统文化脉络，形成历史文脉凝结的宁晋文化精神底色，打造民俗体验经济构

筑的文化客厅，彰显当代宁晋风貌。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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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古县魅力，

构建韧性安全支撑体系
RELEASING THE CHARM OF THE ANCIENT COUNTY, 

BUILDING A RESILIENT SAFETY SUPPORT SYSTEM

5.1构建梯度升级现代产业体系

5.2打造便捷通达综合交通体系

5.3完善普惠均等公共服务体系

5.4健全智慧绿色市政设施体系

5.5提升安全韧性防灾减灾体系

5.6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 5.1构建梯度升级现代产业体系

05

支撑建设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先行县

依托邢台市《关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的指导意见》，对标邢台市6大产业体系

聚焦巩固制造业优势地位，提升科技创新能级，

打造数字赋能、融合发展的科技强县

打造创新引领、高端智能的制造强县

优化提升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产业

发展壮大光伏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

着力培育数字经济等产业

3+2+1梯度升级的现代产业体系

2

1

3

鼓励在5g等新一代通讯技术、区块链技术、氢能技术等领域加快发展。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 5.1构建梯度升级现代产业体系

05

优化全域产业发展格局，保障产业发展空间

建设“一区七园”省级开发区园区体系

西城工业集聚区
新能源
生物医药

智能装备制造
大陆村工业园
先进装备制造

贾家口工业园
新材料

先进装备制造
盐化工园
精细化工
生物医药

大曹庄工业园
生物科技

河渠工业园
健康食品

东汪工业园
电线电缆

东城工业集聚区
新能源

先进装备制造

苏家庄工业园
新材料

先进装备制造

侯口工业园
先进装备制造

凤凰镇工业园
生物医药

四芝兰工业园
先进装备制造

唐邱工业园
先进装备制造

 以开发区“一区两园“为基础，整合贾家口、大陆村、河渠、东汪、大曹庄工

业园区，以支柱产业为依托，打造”一区七园”的工业园区体系，形成多园联

通的产业合作平台，共同申报省级工业园区。打造石坊路文化商业街区 构筑城

市文化体验客厅。

 逐步推动其他乡镇及村级产业用地向园区集中。

宁晋县经济开发区（省级）

东
西
城
工
业
区

盐
化
工
园

贾
家
口
工
业
园

大
陆
村
工
业
园

大
曹
庄
工
业
园

战略
新兴
（新
能源、
生物
医药、
装备
制造）

精
细
化
工

先
进
装
备
制
造

先
进
装
备
制
造

生
物
科
技

园
区
名
称

主
导
产
业

东
汪
工
业
园

电
线
电
缆

河
渠
工
业
园

健
康
食
品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 5.2打造便捷通达综合交通体系

05

建设县域一体、快捷舒适的县域综合交通，打造交通强县

增设轨道交通线路，构筑多途径交通网络

• 全力争取落实京雄石邯城际铁路在宁晋设站；

• 加快推进盐化工园铁路专线工程。

提高高速公路覆盖率，强化快速交通支撑体系

• 提升高速公路网络化程度，加密南北向高速通道，

强化与周边主要城镇联系；

• 重点对接十四五期间重要高速公路建设，并加强

与青银高速的互联互通。

升级道路等级，形成方便快捷的国省干道网

• 建立“两横两纵”的国道网格局、“三横两纵”

的省道公路网、提升现有乡道，加强周边乡镇与

中心城区及重点镇的联系。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 5.3完善普惠均等公共服务体系

05

构建“县级-镇级-村级”三级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体系

县级综合
服务中心

镇级服
务中心

镇级服
务中心

镇级服
务中心

村级
服务点

镇级服
务中心

县级公共服务设施

镇级公共服务设施

村级公共服务设施

 完善提升县级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福

利设施等，建设服务能力强县。

 提升初中、小学、幼儿园、文化活动

中心、卫生院、中心养老院等设施等。

 重点配套文化活动室、幼儿园、老人

照料中心等设施等。

划分15分钟城乡社区生活圈，满足三类服务要素需求

养生
保健

基础
保障

基础
保障

应
急
通
道

避
难
场
所 防

灾
实
施

双创
空间

长者
照护

体育
运动
场馆

就业
服务
中心

为农
服务
中心

共享
学堂

文化
展示
场馆

综合
为老
中心 社区

学校

文化
广场

健身
中心

社区
食堂

中小
体育
公园

婴育
养育

学龄
托管

卫生
服务
站

健身
步道

生活
服务
站生活

服务
站文化

展示
馆

小型
影剧
院

特色
书店

网络
化中
心

展示
交流
中心

孵化
中心

诊所

康体
服务
中心

家

基础保障型要素

品质提升型要素

特色引导型要素

老年人服务圈

儿童服务圈

合理划分15分钟城乡社区生活圈，以居民

街坊和村庄社区为基本生活单元，至2035年，

行政服务、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

养老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5分钟步行可达覆

盖率100%，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便利性与覆

盖性，增强县域城乡宜居度。

更舒适

更生态

更便捷

更活力

更就近

村级
服务点

村级
服务点

村级
服务点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按照垃圾处理“无害化、资源化、

减量化和产业化”要求，推行垃圾分

类，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加强

医疗、危险固废物源头控制。

➢ 5.4健全智慧绿色市政设施体系

05

给水工程
全面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率，

城乡供水更加稳定，建立多源互济的

供水保障格局，构建灵活弹性高质量

供水网络。

燃气工程

推进居民生活“镇镇通管输天然

气”，规划建设天然气门站、天然气储

配站，改善全县能源结构。

排水工程

城乡污水集中、分散式处理，完

善污水、污泥处理水平，提升再生水

应用范围。修复排污通道，完善管网

与泵站改造，落地雨水源头减排工程，

治理积水点、消灭易涝区。

环卫工程

供电工程

按照“保安全、促发展”的原

则适度超前规划，完善县域电力设施

建设，加快乡镇电网、新一轮农网升

级改造，保障城乡发展需求。

网络通信

按照“三网融合、设施共建”理

念，统筹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包括

5G）、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建设。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 5.5提升安全韧性防灾减灾体系

05

防洪排涝 “适度超前、防控结合”，提高城防体系标准和建设质量

消防防护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打造现代化智慧消防体系建设

抗震避灾 “整治避让、合理布局”，提高城市生命线工程抗震能力

人防设施 “平战结合、军民融合”，构建统一高效的人防工程体系

危化品管控 “安全防控、实时监控”，做好危化品集中区域安全监管

防疫安全 “平疫结合、分级响应”，建立县乡村三级运转高效的突
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 5.6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05

宁晋古城 凤凰传说

宁晋牌坊

文人智趣

状元故里

今人尚学

曹鼐中癸丑科状元
进士67人
举人220人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书画人才辈出

企业办学
崇尚知识

求学致仕的纪念
造福乡里的旌表

悠悠古韵
人文晨曦

延续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展示新时代风貌景观

保护活化利用各级各类文保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框
架

物质遗产

非物质遗产

历史景观

整体格局风貌

历史地段

文物古迹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优秀文化

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01
保障传导实施，

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
ENSURE THE TRANSMI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ENHANCE GOVERNANACE CAPACITY

6.1健全规划实施传导体系

6.2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6.3落实近期项目行动计划



➢ 6.1健全规划实施传导体系

06

两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两级空间规划

• 县级：落实市域管控要求、指导详规编制

• 乡镇：落实分区管控要求、指导详规编制

三类规划

•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 详细规划

• 专项规划

• 落实总体规划编制管控要求
• 指导约束详细规划编制
• 实行全域用途管制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 在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统筹下编制
• 总体目标、重点管控内容与国土空间总规一致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信息平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专项规划

开发边
界内详
细规划

开发边
界外村
庄规划

纵向传导

指导 指导

目标指标

空间布局

管控要求

交通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人防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教育设施专项规划

林业布局专项规划

。。。。。。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 6.2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06

健全政策保障机制

数字智治机制 政策配套机制 规划监督机制

评估调整机制 调控激励机制 组织保障机制

➢ 6.3落实近期项目行动计划

梳理项目清单 项目分级分类 制定实施计划

• 梳理宁晋县“十四五”重

点项目清单，形成十四五

重点项目清单表。

• 摸底各部门规划期间重点

建设诉求，合理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

• 按照项目类别及实施时间，

对重点项目进行分类分级。

• 优先保障民生以及基础设

施类项目。

• 根据项目选址范围获拟选

址范围，衔接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重点保障项目建

设诉求。

宁晋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众意见征求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