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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原则

3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区域统筹，设施共享

传承文脉，营造特色

以人为本，提质增效

多规合一，强化治理

数字赋能，高效治理 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为基础，建立规划动态监测评估和预警制度。

实现规划全域覆盖、全要素管控。运用大数据，
信息化等新技术，提高规划编制及实施效率。

结合各地自身资源禀赋，制定因地制宜的国土
空间保护和利用策略，传承自然和历史文化脉
络.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集约节约
提高资源利用质量和效率。

落实国家战略和省级、市级、县级国土空间规
划的要求，加强与周边乡镇统筹，实现设施互
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加强国士空间资源优化配置，贯彻生态文明思想
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海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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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规划范围为举水乡行政辖区，包括下辖的5个行政村，总面积

81.80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规划期限为2021至2035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远期目

标年为2035年。远景展望至 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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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

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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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级景区
综合服务中心

农文旅融合型城镇

围绕国家公园，依托月山景区、举溪八景、冰白遗

址、地山梯田、进士文化、稻鱼共生、银屏山高山

台地等资源,建设县域中部生态农旅乡镇，共筑中部

红绿融合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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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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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人口向乡集镇区集聚

底线思维

限定容量

科学预测

预判增量

全域整治

管控流量

摸清家底

框定总量

有机更新

挖掘存量 六量协
同保障

至2035年
 常住人口规模0.1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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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绿色集约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保护优先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红线

图 例
城镇开发边界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

基于应划尽划、应保尽
保的原则，保质保量优
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将可以长期稳定利用耕
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
田。
规划期末落实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5.405平方千米。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确定位置 、面积等，明确
管控方式和规则。
规划期末落实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48.628平方千米。

根据发展方向和规模，用
地规模、发展需求等情况
确定城镇开发边界。
规划期末落实城镇开发边
界面积0.1314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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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总体格局

交通联系发展轴

构建“一心两轴两区”的空间格局

一心 两轴 两区

农文旅发展轴
乡村体验区综
合服务心

月山艺术乡镇
综合服务片区
农旅康体片区

乡村体验区
综合服务心

农旅康体片区

月山艺术乡镇综合
服务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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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服设施

提供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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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举水乡中心小学，

逐步提升办学条件

教 育

体 育

文 化

养 老

医 疗
提升举水乡卫生院

保留现状文化活动站及文化礼堂，

新增一处文体中心

集镇区新增一处文体中心，

新增健身广场一处

保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新增老年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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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础设施

打造现代化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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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构建水资源保护开发体系，实现水资

源可持续发展。

水利

推进重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镇区水厂

建设或升级改造，提升供水安全保障，逐步

将供水管网向周边聚集程度较好的农村延伸。

可持续水资源保护开发体系

给水
保障城镇供水安全

推进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改造或建设完善，确

保镇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分类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

排水
科学化架构雨污排水体系

大力推进新能源建设布局。促进电网互联互

通建设，打造多元融合创新型电网。
电力

持续提升创新电网体系

以安全、稳定、可靠供气为前提，建设完整

的城镇天然气输配系统、完善的应急用气储

备体系，促进经济、能源、环保相协调的可

持续发展。

燃气
绿色安全的燃气基础设施

完善片区垃圾收集、转运、处置体系，推进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
环卫

建成节能的智能环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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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历史文化保护

建立全域全要素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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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村落及传统村落

文物保护单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

1.遵循整体保护的原则;

2.合理开展更新与活化利用;

3.加强村庄环境与基础设施的整治提升;

4.划分核心保护区以及建设控制区.

1.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

2.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加大开放力度；

3.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并通过合约、协议等方式明确各方的合法权益和责
任、义务。

保护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调查建档、保护实物和文化活动空间并加强静态和活态展示、确定传承人和开展传承活动等方式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 级别 所属街道/乡镇
处州廊桥-如龙桥 国家级 举水乡
处州廊桥-来凤桥 国家级 举水乡

吴文简祠 国家级 举水乡
处州廊桥-步蟾桥 国家级 举水乡
庆元廊桥-白云桥 省级 举水乡

云泉寺 县级 举水乡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庆元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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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土地整治

打造现代化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1

实施城镇有机
更新2

3
推进精准高效

供地

• 农地农用，护好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 规范引导，控好农村宅基地及农房建设
• 集约高效，用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 规范程序，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

4
加强乡村土地

资源管控

开展土地综合
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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