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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01
1.1  总体要求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General Principles of planning



1.1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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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

示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济宁市委、市政府、邹

城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加快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统筹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方位

拓展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为“打造伏羲文化小

镇、建设魅力郭里”提供有力支撑。

01   底线思维，生态优先

02   统筹协调，系统规划

03   节约集约，绿色发展

04   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05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1.2 规划原则



1.2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至2025年，远景

展望至2050年。

规划范围为邹城市郭里镇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88.14平方千米。



目标定位与策略02
2.1  总体定位

2.2 发展目标

2.3 发展策略

Target positioning and strategy



2.1 总体定位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上位规划要求，充分发挥郭里镇自身资源优势，统筹考虑

郭里镇区位交通、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生态保护等因素，优化城乡国土空

间布局，完善城镇职能，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将郭里镇打造为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环

境优美，

以伏羲文化为特色，以农文旅融合发

展为主导的生态宜居城镇。

布 局 合 理

合理的城乡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

构建高效的交通系统，布置高质的基

础设施。充分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

产业基础，创造有机有序的灵活布局，

形成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

融合发展的局面。

设 施 完 备

构筑城乡公共服务新体系，健全

村镇管理服务体系，完善产业服务设

施配套，实现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全面发展新

局面。

社 会 和 谐

充满活力的休闲场所，舒适安全

的工作环境，宜居宜游的生活空间，

为全镇注入活力和人气，建成文化、

宜居、生态、繁荣的和谐城镇。

环 境 宜 人

优化大环境生态格局，构筑特色

形象标志，创造良好的景观环境，提

升郭里镇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从而推

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2.2 发展目标

根据郭里镇发展定位，结合传承落实上位规划明确的约束性指标，综合考虑国土空

间保护、开发、整治的现状和任务，合理预测人口规模，明确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社会

发展、底线管控、结构效率、生活品质、整治修复等方面的近远期规划指标。为突出郭

里镇发展特色，根据镇特色引导的类型增设相关指标。合理下达各村的耕地保有量、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生态保护红线控制面积及村庄建设用地等指标。

2025年 至2025年，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城镇格局

优化为主，推动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三条空间管

制控制线全面落地；农业产业格局得到优化，耕

地保护指标得到落实；近期建设项目有序推进并

落地，充满活力的城乡发展格局基本奠定；国土

空间的保护、利用、治理和修复水平明显提高。

优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城镇格局

2035年 至2035年，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

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开放高

效、魅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

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3 发展策略

l严格落实上位

l强化底线约束

l保障重大项目

l优化空间结构

l明确乡镇诉求

l提升城镇品质

l强化规划实施

l有效向下传导

l制定行动清单

严
落
实

优
空
间

强
实
施



全域开发保护格局03
3.1 落实国土空间底线约束

3.2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3.3 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pattern



城镇开发边界内建

设实行“详细规划+规

划许可”的管制方式，

并加强与水体保护线、

绿地系统线、基础设施

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

保护线等控制线的协同

管控。严格城镇开发边

界外空间准入，原则上

除军事及安全保密、殡

葬等特殊用地外，只能

用于农业生产、乡村振

兴、生态保护和交通等

基础设施建设，不得进

行城镇集中建设，不得

设立各类开发区。

生态保护红线耕地和永久基本田

3.1 落实国土空间底线约束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

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

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项

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

有限人为活动。

城镇开发边界

02

03

01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特

殊保护制度和国务院基本农田“五个不

准”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加

大耕地用途管制力度，实现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生态

一核引领 

城镇综合发展服务核心

3.2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一核引领、两心驱动、一轴串联、两区发展

以郭里镇驻地为依托，形成集综合服务、办公、经济、产

业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服务核心，吸引人口集聚和产业发展。

两心驱动
城乡融合发展核心

两心驱动为镇域南北两个发展核心，北部为临港产业组团，

南部为文化旅游组团。

一轴线串联
城乡融合发展轴

串联南部山体生态区、

北部现代农业发展区、

临港产业组团、城镇

发展组团、文化旅游

组团，强化郭里镇与

周边乡镇以及镇域内

村庄之间的联系，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

两区发展

规划分为北部现代农

业发展区、南部山体

生态区。



3.3 科学统筹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水资源

建立高效使用的节水体系，优化城镇

生产、生活水循环流程，积极推广再生水

利用，实施污水资源化。

林地资源

按照林地成网的原则，推进造林绿化，

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推进森林防火能力达

标建设，建立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完善森

林火险预测预报系统、林火信息管理系统。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提升林业信息化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支撑能力。

耕地资源

坚持耕地数量和质量并重，落实国家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现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目标。

02

03

01



全域空间布局04
4.1 构建绿色安全的农业空间

4.2 打造山青水秀的生态空间

4.3 建设集约高效的镇村空间

 
Global spatial layout



4.1 构建绿色安全的农业空间

现代农业空间 夯实农业基础，发展现代化农业

持续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互

联互通、水系畅通的格局，增强防汛抗旱

能力。深入落实农业惠民政策，依托为农

服务中心，培育农业科技人才，拓展农机

农资等市场化领域，全面提升农业技术服

务水平。

粮食生产空间 严守耕地数量，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措施

严守耕地数量。严格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

耕地保护任务，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

护措施。严格实施耕地用途管制，严格控

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以“田长制”为工作

抓手，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措施，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农文旅融合发展 深耕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旅游活力

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资源禀赋，

深耕农文旅融合。以伏羲文化产业园、酱

文化园、五康轩、土陶馆等景点为主体，

串点成线打造集研学旅游、农事体验于一

体的乡村旅游特色路线，逐步形成以伏羲

文化为引领，以核桃产业、酱文化体验、

土陶体验等为支撑，辐射带动周边农文旅

融合发展，激活乡村旅游活力。



4.2 打造山青水秀的生态空间

“绿带串联、多廊、多点、连片” 生态安全格局

绿带
串联

凫峄路、太黄路、邹

两路、东凫山路、幸

福河路道路绿带。

多点

多廊

连片
以山体公园，水库公

园，城镇公园为主的

绿地公园节点。

白马河生态廊道;

石墙河生态廊道;

多个干渠生态廊道。

山体水系连接成片，

落实蓝绿空间、强化

山体屏障、梳理河流

水系、整治林网系统。



4.3 建设集约高效的镇村空间

着力提升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引导农村人
口集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打造城镇综合中心。1：城镇

重点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基础
设施，提升社区环境品质，打造乡村生活圈中心。5：中心村

推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水平
提升，建设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11：一般村

规划城镇、中心村、一般村三个等级，

形成“1+5+11”的镇村体系

城镇：
郭里镇驻地

中心村：
西郭东村、东郭东

村、独山村、王屈

村、镇头村。

一般村：
卧牛村、侍玉村、

凤凰山村、五厘村、

黄山村、富贵源新

村、爷娘庙村、朝

阳村、高李村、黄

路屯村、羊石山村。



地方特色塑造05
5.1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5.2 塑造高品质化城乡风貌

 
Shap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5.1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个

乌林答将军墓、高李李氏民居、茹岚石棚、刘宝墓群、独

山庄遗址、凫山羲皇庙遗址、庙东石拱桥。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个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7个

庙东墓群。

苗山庄遗址、盛氏民居、独山庄古井、王屈汉墓群、庙东

遗址、张氏家族墓地、吕公堂。



5.2 塑造高品质化城乡风貌

01 02 03 04

结合乡镇山水
林田湖草整体
形态格局，确
定乡镇整体风
貌特色定位与
总体要求。

确定景观风貌重
点管控区，提出
建筑风格、建筑
朝向、高度、体
量、色彩及其景
观环境意向等风
貌管控要求。

细化重要生态
及景观廊道布
局和控制要求。

明确规范居民
建房朝向、高
度与楼层，统
一乡镇户外广
告设施制式风
格。



支撑保障体系06
6.1 构建绿色集约的综合交通体系

6.2 打造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

6.3 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支撑保障体系

6.4 构筑安全韧性的防灾体系

 
Support and guarantee system



建设与郭里镇功能定位相匹配便捷互联、安全舒适、绿色友好的绿色交通体系。坚

持生态、人文、经济相融合的交通发展理念，落实以绿色交通为主导、多种交通方式相

协调的发展模式，优化区域交通联系，提升交通出行环境，促进区域交通协同发展。缓

解机动车停车矛盾，加强旅游交通系统建设，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综合交通

体系。

6.1 构建绿色集约的综合交通体系

规划形成“两横、两纵”的综合交通体系

两横：凫峄路、邹两路--东凫山路。

两纵：太黄路、幸福河路。



6.2 打造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

按“镇级——农村社区——基层村”三个层次配置覆盖城
乡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构建乡村生活圈。

n 镇级公共服务设施：以全镇人口为服务对象，包括行政办公、教育、

文体、医疗、商业等，在镇驻地集中配置，形成镇域综合服务中心。

n 农村社区：以服务社区自身人口为主，提供较为综合的服务功能，包

括社区管理、教育、医疗、商业等，鼓励农村社区服务中心集中设置。

n 基层村级设施：主要满足村民文体娱乐、便民服务等需求，保障基础

服务，发展旅游的村庄设置特色旅游服务设施。

教
育

保留现状郭里中学；形成“一农村社区一小学”的小学

分布格局；按生活圈及需求规划幼儿园。

医
疗

文
化

体
育

养
老

规划构建和完善“镇级卫生服务中心+农村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基层村卫生站”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规划镇级文化活动站，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底蕴，推动

文化多元融合发展。

规划镇级体育活动场地，加强各村庄体育场地建设，

补齐体育场地器材不足短板。

加强社会福利设施建设，构建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

保留1处镇级敬老院。



6.3 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支撑保障体系

构建“城乡一体、量足质优”的城乡供
水设施，满足镇域供水需求。

建立生态高效、环境友好的排水系统，
提升再生水利用水平，践行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构建韧性安全的综合防洪排涝
体系。

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构建安全可靠的智慧电网，形成多源、
稳定、绿色的燃气、热力供给系统。

构建全生命周期垃圾收集、管理系统，
持续推进垃圾源头减量化、无害化和资
源化利用，实现垃圾分类再循环。

基于“5G”及“新一代互联网”，建
设高速泛在、畅通便捷的信息网络和服
务体系，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多领域应用。



6.4 构筑安全韧性的防灾体系

规划白马河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其余河道按20年一遇防洪标

准进行治理。城镇开发边界范围按照2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

防  洪

规划消防站1处，沿镇集中建设区干路布置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120m。给水规划的用水量预测、管径选定按同一时间发生两

处火灾的用水量进行规划。

消   防

结合镇行政中心设镇级人防工程指挥部，按“平战结合”的

方针，组织城镇人防系统建设。

人   防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邹城市域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

城市生命线系统和重要基础设施的设防标准应不低于重点设防

类，确保其遭遇极罕遇地震影响时其防灾救灾功能基本运行。

抗   震

规划划定防疫分区，构建基本防疫空间单元。加强健康基础设

施建设，结合规划医疗用地预留公共卫生防疫用地和设施。

防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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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7.2 强化生态保护修复支撑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storation



7.1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农用地整治

建设用地整治

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低效残次园林地进行整理复耕，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

量和生态功能，优化耕地布局。

有序盘活城镇散乱低效园区、驻地村庄等建设用地；规范开展农村闲置、零散建设用地

整理，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对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划入永

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按需进行提质改造，

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切实解决农田设施老

化、建设标准偏低等问题，加强耕地抗污

染和抗灾能力建设。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争取将所有永久基

本农田逐步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



7.2 强化生态保护修复支撑

水域生态修复

镇域内水域生态修复主要包括白马河、石

墙河以及其他河流水面等。在保证现状水

系、沟渠水面不缩减的前提下，连通镇域

内各条水系。按照畅通水系、改善环境、

保护生态等要求，加大河道沟渠整治疏浚

力度，构造镇域水系网络，努力打造“水

清、流畅、岸绿、景美”的水环境。

林地生态修复

围绕保护林地生态环境的总体要求，根据

镇实际发展情况，适当整合和复垦部分林

地，促进林地环境得到综合治理，并定期

开展整理活动，维护林地安全。加大造林

绿化力度，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促进为

辅，保育并举，注重培育乡土树种，提高

森林质量。

矿山生态修复

对镇域范围内现有矿山采用多种手段进行
生态修复工程。一是预防控制措施，采取
修建截水与排水沟、挡土墙等水土保持工
程。二是工程加固措施，采取砌墙护坡、
网格固土护坡、土石填埋等护坡工程措施，
确保堆放土石、矿、渣等尾矿库的安全稳
定性。三是土壤修复措施，采取客土、回
填表土、填加基土等措施，恢复林地土壤
理化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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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建立明晰有效传导体系

7.2 完善规划实施保障制度

 
Plan con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guarantee



6.1 建立明晰有效传导体系

济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邹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郭里镇国土空间规划

专项规划 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

村庄规划

交通

公服

产业

市政

……

规划形成对村庄规划编制、详细规划编制的传导机制



        贯彻落实规划确定的各类控制线、

重要配套设施等方面的强制性内容和

各项空间管制政策。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以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作为

城镇建设和管理的依据。

        建立贯穿国土空间治理全过程的

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及时获取规

划信息并有效传递意见。

6.2 完善规划实施保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