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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东部新区龙泉山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01 规划范围

      全域包括贾家街道、高明镇、武庙镇三个镇（街道）行政范围，涉及34个村

（社区），面积199.55平方公里。

      镇区包括贾家街道镇区、高明镇镇区和武庙镇镇区。其中贾家街道镇区面积

8.41平方公里，高明镇镇区面积0.31平方公里，武庙镇镇区面积0.09平方公里。

02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近期到2025年，远期到2035年。

p 包括全域和镇区两个层次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山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01 功能定位

02 发展目标

      全面实现农田增产、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建成，高品质
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全面建成投运，
和美乡村风貌全面展现，全面建成成都东
翼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片区。

      持续促进村民增收，全面建成高标
准农田，加快推进以工促农带旅，农村
居民点及高品质教育、医疗、养老设施
全面建成，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城
乡融合发展初见成效。





01 厚植生态本底，做实世界级品质城市绿心核心区

p 统筹保护与发展，严守三条控制线

坚持底线思维，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

可逾越的红线。

永久
基本农田

生态
保护红线

城镇
开发边界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山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山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01 厚植生态本底，做实世界级品质城市绿心核心区

p 构建“一山两湖三片四廊” 的国土空间保护格局

“一山” “两湖” “三片” “四廊”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西部龙泉山森林公园
核心保护区

中部丘陵生态农业
发展区

东部平坝都市农业
发展区

张家岩水库

久隆水库

石板河生态廊道
高明河生态廊道
袁家河生态廊道
龙洞河生态廊道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山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01 厚植生态本底，做实世界级品质城市绿心核心区

p 构建“一带三点七片”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旅游环线
核心节点——贾家街道镇区
重要节点——高明镇镇区和武庙镇
镇区

菠萝片区、久隆片区、二道桥片区、石岗片区、高明片区、竹园片区、武庙片区
的新型聚居点

一带 三点

七片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山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01 厚植生态本底，做实世界级品质城市绿心核心区

p 分区整治，合理优化片区用地布局

生态空间
系统完整，打造成为龙
泉山东麓生态展示窗口，
世界级品质城市绿心。

建设空间
集约高效，有序紧凑，
实现山水人城和谐相融。

农业空间
集中连片、质量提升，
充分彰显丘果金田大美
田园景观。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山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02 彰显生态价值，做强国际化城市生态客厅展示区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依托龙泉山优质生态本底，充分结合现有产业发展基础，建

圈强链，积极融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绿色低碳产业生态圈，发展生态农林、生态农

旅产业，助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做强“世界级的城市绿心”和“国际化的城市会客

厅”，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发展。

坚持科技赋能，重点完善生产配套、促进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实现农林筑

基、农旅赋能。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山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02 彰显生态价值，做强国际化城市生态客厅展示区

打通“研发-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依托东部高标准基本农田、中部集中

连片果园、西部成片葱郁林地，集中打造优质粮油种植示范区、特色水果种植示范区、

森林碳汇产业示范区。

p 农林筑基，推动农林产业规模连片

森林碳汇产业示范区

高效利用“林地资源”，实现“生态资源

变现”。探索碳汇交易机制，培育森林碳汇产

业。推动林下产业发展，探索“企业+农户”

运营模式、“科研+基地”技术支撑模式、

“线上+线下”销售模式，带动农民创收增收。

推动实施林业改革，创新“集体经济+”发展

机制，激发林地发展活力。

特色水果种植示范区

全力推进“一片一品”发展，鼓起农民

“钱袋子”。结合锦绣东山十万亩伏季水果产

业园，形成“三区三园”的区域产业空间格局，

即樱桃产业集中发展区、桃产业集中发展区和

果旅融合发展区，并建设三个万亩核心示范园。

优质粮油种植示范区

强化区域联动，推动优质粮蔬产业规模连

片发展，切实保障“粮袋子”。结合现有基础

和区域特点，规划形成“两区七基地”，即优

质粮油产业园、特色粮菜产业园和七处粮油、

菜粮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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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2 彰显生态价值，做强国际化城市生态客厅展示区

综合文旅资源优势区及产业发展空间潜

力区评估结果，引导产业项目优先在产业空

间发展潜力区布局，结合地形地貌特征，在

全域形成“山顶揽胜区、山腰畅游区、山下

享悠区”3区15个产业簇群。

p 农旅赋能，推动农旅产业提质增效

山顶揽胜区：饱览两翼风景，感受纯粹生活

山腰畅游区：打卡网红景点，感受特色文化

山下享悠区：倾听蛙鸣鸟叫，感受田园风光

依托龙泉山优质的生态资源和历史悠久的三国文化资源，植入生态观光、森林运

动、科普教育、休闲养生等功能，形成三国峰、山野峰、卧龙峰、瞰景峰四大农旅融

合的产业发展簇群。

依托天府动植物园、东来桃源、久隆水库等核心资源，植入休闲旅游、文化科普、

美食体验等功能，形成古风园、野趣园、火锅园、桃花源、童乐源、东灌源、逐梦源、

玖珑湾八大农旅融合的产业发展簇群。

依托集中连片的耕地、园地和奇迹高坡田园综合体等核心资源，植入农业科普、

民宿体验、乡创文创等功能，形成金橘畔、韬香畔、巴蜀畔三大农旅融合的产业发展

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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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3 精筑生态栖居，做优市民喜爱的山水宜居典范区

p 构建“中心带动，镇村联动”的镇村体系

构建“1个中心镇、2个其他镇、7个中心村（社区）和27个其他村（社

区）”的镇村体系。

1个中心镇

2个其他镇

7个中心村

27个其他村

贾街街道镇区

高明镇区、武庙镇区

菠萝社区、久隆社区、二道桥村、石岗社区、高明社区、
竹园村、武庙社区

卧龙村、桂花村、快乐村、水口村、团河坝村、十八梯村、天宫社区、高坡社区、
柏林社区、顺城社区、竹林村、健康社区、三大湾村、东风村、桅杆村、五指村、
白金社区、高塔村、农丰村、石庙村、付夕坪村、团堡村、青山村、中坝村、城
北社区、前进路社区、商贸街社区。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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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3 精筑生态栖居，做优市民喜爱的山水宜居典范区

p 协调人地，分解重构乡村聚居空间

按照“五避让、两远离、三融入、三尊重”四大原则，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引导山上向山下转移、安置向镇区转移、散居向聚居转移，合理确定差异化聚居

方式，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

五避让

避让地质灾害中高风险区
避让水土流失区

避让生态保护红线
避让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避让生态敏感区

两远离

远离高压电力线

远离高压燃气线

三融入

融入生活

融入产业

融入自然

三尊重

尊重人口流动规律

尊重村民搬迁意愿

尊重聚居选址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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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3 精筑生态栖居，做优市民喜爱的山水宜居典范区

p 普惠民生，推进基础设施共享配置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居民需求和不同地区对公服需求，构建“五享两无忧”的

7大类33小类公服设施体系。

统筹片区公服资源配置，形成“中心镇-其他镇-中心村-其他村”四级公服

体系，中心镇辐射全域，中心村服务片区，实现镇镇共享、镇村共享、村村共享。

“7+33”公服设施配置体系

教育近享 文体随享 政务近享 服务畅享 养老乐享 看病无忧 生活无忧

打造快速可达，便捷畅通的交通体系。

公服体系

能级和品质
公共服务

综合和品质
公共服务

基础和特色
生活服务

基本和便利
生活及生产服务

公服层级 配置原则

注重能级提升，并依据发展需求丰富设
施类别。

注重品质提升，优化完善其他镇公共服
务设施。

注重规模提升，引导幼儿园、卫生站向
中心村集聚。

注重便利提升，配置基本的生活和便
民服务设施等。

中心镇

其他镇

中心村

其他村

（聚居点）

实施区域联系“快

达工程”。加快形

成“2高6快1主1

国”对外交通体系。

实 施 镇 村 联 系

“畅通工程”。

加快形成“4纵3

横多环”的内部

骨架路网结构。

实施乡村运输“金

通工程”。提高农

村公交覆盖度，增

加公交线路和发车

频次。

实 施 乡 村 旅 游

“慢享工程”。

构建“三级乡村

步道体系”，衔

接区域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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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3 精筑生态栖居，做优市民喜爱的山水宜居典范区

p 彰显特色，塑造立体山水大美乡村

翠峰群傲
风貌区

丘果斑斓
风貌区

金田荡漾
风貌区

依托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优质生态本底，进一步提升龙泉

山生态空间的连续性，打造高山侧立、万木苍翠的风貌。

依托中部成片樱桃、晚白桃、柑橘种植，强化果园采摘和

观光功能，打造丘陵地区五彩斑斓的立体生态果园。

依托东部连片耕地和新型农村社区，打造黄金绸带、良田

绕舍的景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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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4 增强治理效能，做牢安全有序的城市治理样板区

p 安全韧性，筑牢风险防范基础保障

通 信 系 统

5 G 普 及 率100%

供 电 系 统

供 电 可 靠 性 率99.999%

排 水 系 统

污 水 处 理 率90%

燃 气 系 统

天 然 气 气 化 率70%

供 水 系 统
城 镇 供 水 保 证 率100%
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99%

环 卫 系 统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覆 盖 率100%
无 害 化 处 理 率100%

构建全时全面、韧性安全的防灾体系。提高地质灾害防御与防灾减灾能力，针对防

洪排涝、抗震减灾、地灾防治、应急避难、消防人防、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构建现代

化综合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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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4 增强治理效能，做牢安全有序的城市治理样板区

p 分类施策，提升闲置低效用地效率

推动闲置公服再
开发利用

推动闲置工矿再
开发利用

推动闲置宅基地
出租使用

优先选择闲置公服进行功能置换，推进闲置设施开发利用。

结合产业发展需要，推进闲置工矿用地开发利用。

鼓励村集体和村民盘活闲置宅基地，通过自主经营、合作
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依法依规发展乡创众创基地、农
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



04 增强治理效能，做牢安全有序的城市治理样板区

p 五治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

突出区域化党建 “一盘棋”，构建“新区统领、街道统筹、社区（村）实

施”三个层级“五治融合”的治理模式。

”智治”
为支撑

”德治”
为基础

”法治”
为保障

”自治”
为核心

街道
统筹

新区
统领

社区
（村）
实施

”共治”
为导向

“党建为引领”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山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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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1 贾家街道镇区

功能结构

贾家街道镇区

构建“一带一轴三片”的城镇空间结构

一带 洗银河中央绿带，打造三区共享的中央生态景观休闲带

一轴 东麓大道发展轴，塑造东麓大道形象展示轴

三片 三个功能组团，新镇活力创新区、老镇生活乐享区、
绿色智能产业区

规划用地8.41平方公里，规划人口约8.2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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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2 高明镇镇区

高明镇镇区

构建“一轴三心三片”的城镇空间结构
功能结构

规划用地0.31平方公里，规划人口约8500人

一轴 以现状Y65、Y128乡道为载体形成中心发展轴

三心 农旅展销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生活邻里中心

三片 三个功能组团，生活宜居组团、智慧农旅组团、科教服务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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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公示

03 武庙镇镇区

功能结构

武庙镇镇区

构建“一轴一心两片”的城镇空间结构

一轴 以现状贾武路为载体形成中心发展轴

一心 文创及政务服务中心

两片 两个功能组团，生活文旅组团、生活科教组团

规划用地0.09平方公里，规划人口约1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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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1 规划传导

村级片区规划传导

按照禀赋相似、产业相近、意愿相符、中心引领和规模适度的要求划定

村级片区，明确村级片区的范围边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等，将永久基本农

田等约束性指标传导到各村级片区。

镇区详细规划传导

对于单个镇区规划规模在1平方公里以内的，明确镇区各类建设用地性

质，确定地块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完善交

通、市政、防灾等设施规划。

相关专项规划衔接

对乡镇级相关专项规划进行衔接，指导相关部门和行业深化细化专项

规划，将各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纳入本规划，确保其空间需求在片区规划

中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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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公示

02 近期行动

根据国、省、市重大项目布局，结合片区各专项规划和部门发展需要，充

分尊重镇（街道）、村（社区）的建设需求，有序安排近期各类项目建设计划，

建立近期项目库。明确近期建设用地规模、建设范围。

03 实施保障

4 7 25

5 5 4

组织保障

政策配套

落地实施

按片区建立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坚持
党建引领，完善城乡基层治理；推广“四合一”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探
索乡村人才组织工作新模式。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强化乡村金融服务改革，提
升农村资产利用效率；探索集中居住激励政策，加快乡村人口聚居。

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建立贯穿规划编制、实施、监督及乡村治理全过程的
公众参与机制；建立并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完善规划实施动态监测、评估、预警、考核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