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滦平县虎什哈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注：本次成果为规划草案公示，最终以审批文件为准。

草案公示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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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落实国

家、省、市和县关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构建滦平县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新格局，执行国家、省有关技术标准与规范，指导、规范和推动虎什哈

镇高质量发展，结合虎什哈镇发展实际，落实滦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功能和

指标，编制本规划。虎什哈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对全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作

出的具体安排，是编制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和其他各类专项规划的依据。是全

镇开展保护、开发、整治、修复等各类空间活动的总体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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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指导思想

规划原则

底线约束原则

统筹协调原则

尊重民意原则

问题导向原则

聚焦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
筑牢国土空间安全底线，严格保护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夯实永续
发展的空间要素基础。

统筹国土空间资源，科学布局生态、农业、
城镇空间，坚持集约节约，严控建设用地总
量和开发强度。落实多规合一，实现城乡空
间规划全域覆盖、全要素管控，形成主体功
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

以人民为中心，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将共谋、
共建、共享、共治理念贯穿到规划编制的全
过程，广泛凝聚社会智慧，提升规划编制和
实施管理水平。

按照“问题-目标-策略-布局-机制”逻辑，制
定规划方案和实施措施，更好发挥规划对提
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的作用，确保规划能用、
管用、好用。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落实习总书记视察河北、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按照河北省委十届

二次、三次、四次全会要求，紧紧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建设“生态强县、

美丽滦平”发展目标，不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促进虎什哈镇乡村振

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



规划范围、层次、期限

 规划范围：本规划范围为滦平县虎什哈镇行政辖区。包括虎什哈村、西营

坊村、大河北村、桲树下村、西北沟村、三道河村、六道河村、猴山村、官营

子村、北山根村、金台子村、西庙沟村、北狮子沟门村和卧牛山村。行政区划

总面积242.21平方千米。镇区范围为虎什哈村。

 规划层次：本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包括镇域和镇区两个层次。镇域层面

突出国土空间格局、空间用途管制、居民点体系及各类设施的统筹安排等内容

。镇区层面突出用地布局、住房建设、设施安排和特色风貌引导等内容。

 规划期限：2021-2035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远期规划目标年为

2035年。



 规划定位与目标
 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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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目标



虎什哈镇规划定位：

旅游型城镇，国家绿色生态农业公园、
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小镇。

规划目标：到2025年，镇域国土空间保护和开发格局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利

用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

到2035年，以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为引领，统筹城镇、村庄发展，将虎什哈镇

建成“交通便捷、旅游特色、环境优美、生态宜居、服务完善”的旅游度假小镇。

规划定位与目标



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策略

坚持生态引领策略

坚持生态引领，营造环境友好的全镇域

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加强

水资源及生物资源保护力度，推进矿区

生态修复，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全面提

升镇域生态环境品质，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全要素治理工程。

引导品质提升策略

引导品质提升，打造均衡互补、特色化

服务的三产融合空间。通过增强多样化

农业旅游产品及配套设施，打造滦平县

现代农业、旅游休闲产业示范镇；通过

促进全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医疗卫生

服务网络建设、公共文体设施投入，提

高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国土空间格局
 国土空间构成
 国土空间用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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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格局



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

 严格落实《滦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落实滦平县国土空间规

划要求，虎什哈镇主体功能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属于水源涵养功能区，重点

开展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加快推进农业节水等

生态工程建设。

国土空间格局



国土空间分区

 细化落实滦平县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

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区等规划分区。



国土空间用途结构

 立足镇域土地利用现状，稳定农用地结构，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恢复

湿地和陆地水域等生态空间。



 居民点体系
 产业发展布局

城乡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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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点体系

居民点等级结构：中心镇—中心村—基层村三个等级。

综合考虑人口规模、经济职能、辐射范围等因素，规划确定“1个中心

镇，3个中心村：西营坊村、六道河村、金台子村。10个基层村：大河北、

桲树下、西北沟、官营子、北山根、西庙沟、北狮子沟、卧牛山、三道河

、猴山，并明确了各村庄职能分工和发展方向。

将虎什哈镇域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保留改善类三类。

其中集聚提升类4个村庄：虎什哈村、金台子村、六道河村和西营坊村，特

色保护类1个村庄：卧牛山村，保留改善类9个村庄：北狮沟村、西北沟村

、桲树下村、西庙村、大河北村、三道河村、猴山村、北山根村和官营子

村。



产业发展布局

镇域产业发展形成“一心两带”的总体发展格局。

一心：虎什哈镇区，即行政管理、综合服务中心。

“两带”：沿潮河流域的以现代农业发展为主线的纵向发展带，包

括大河北村、西营坊村、三道河村、六道河村、猴山村；沿国道335的以

特色农业发展为主线的横向发展带。包括桲树下村、西北沟村、官营子村

、北山根村、金台子村、西庙沟村、北狮子沟村和卧牛山村。



 蓝绿空间
 设施配套

镇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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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绿空间

目标：通过对绿地、水体等开敞空间提出控制范围和管控要求，形成镇

政府驻地绿化系统的生态性、观赏性和经济性，建立完整的、宜人的绿地系

统。通过多种绿化和空间组合形式，构建尺度宜人、富有活力、具有传统文

化特色的街巷、广场、公园和滨水等公共空间体系。推进公共空间与公共设

施、市政设施的共用共享，提高公共空间利用效率。

点

在居住片区和公共中心建设内部绿地和街头绿地。
线

沿镇区河流营造绿化隔离带，建设线状绿地。
面

河流、居住区周边建设集中的公共绿地。
网

以上绿化体系的建设最终将形成绿化网络。



设施配套

公共服务设施及公用设施

统筹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布局公服设施用地，包括：镇政府、学校、

医院、商业设施。保留镇政府、村委会、中学、小学、镇卫生院等设施。规划

新建养老院、文化中心。

保留现状变电站、污水处理厂等设施，新建供热、供水等公用设施。

虎什哈镇政府 滦平县第七中学

虎什哈小学 虎什哈中心卫生院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特色风貌引导

历史文化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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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特色风貌引导

依据上位规划对县域城乡特色风貌的类型划分，虎什哈属于田园农耕风貌

区。严禁大规模开发建设，保护山林、农田耕地、河流水系等自然资源，重点

提升镇村绿化美化和生活品质，加强潮河国家湿地自然公园等自然山水资源的

保护，展示区域最优质资源。

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构建“政府主导、专家

参谋、教育引导、市民参与”的全社会参与机制，倡导全民参与历史文化资源

保护利用。重点保护虎什哈镇炮台山遗址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砖瓦窑梁遗

址、棋盘地遗址等1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传承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合交通体系
 公用设施体系
 安全防灾体系

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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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体系

保留现状京通铁路、虎兰铁路。

规划镇域干线道路实现“一横两纵多支”布局，“一横”即国道335，“

两纵”即省道308线和省道233线。形成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功能

布局完善、服务水平优良、技术水平领先、规模适中的区域道路网络。镇域的

道路网络要与过境交通合理衔接，使镇、村之间，村、组之间形成一个畅达、

便捷、合理的交通网络，全面改善全镇的对外交通条件。



公用设施体系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廊道。统筹安排给水排水、

电力电信、供热燃气、环境卫生等设施。

综合防灾体系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灾害风险区和洪涝风险控制线，确定防洪、排涝、

抗震、消防、人防、防疫等各类重大防灾设施标准，提出预防和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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