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定县东坡傣族乡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

（公众征求意见稿）



武定县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下辖县，位于云南省中部，楚雄州东
北部。东坡傣族乡（以下简称东坡乡）位于武定县的西北部，距县城106公
里。地处东经102°01′25″-102°08′39″、北纬25°47′30″-26°02′28″之间，
跨经度07′14″，纬度14′58″。东邻万德镇、发窝乡，东南接田心乡，南毗高
桥镇，西与环州乡接壤，北邻元谋县，东西最大横距13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23公里，国土面积168.6276平方公里。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重大决策部署，东坡乡人民政府会同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武定县东
坡傣族乡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

《规划》结合东坡乡实际情况，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
适宜性评价、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及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识别全乡国土空
间本底条件和资源特征，落实国家、省、市、县级的重大区域协同战略和主
体功能分区。明确乡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和总体目标;统筹优化三
类空间布局;明确全乡的基本分区及用途分类;加强自然和人文资源要素保护
利用，完善基础支撑体系，制定国土空间整治和生态修复任务;提出规划传
导指引和近期建设计划，完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规划》是全乡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对东坡
乡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建设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
活动和实施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是对上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专项
规划的细化落实，是编制详细规划(含村庄规划)和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
基本依据，是实现东坡乡高质发展的保障。

前言



规划范围：

按行政区划分的武定县东坡傣族乡，覆盖整个行政区管辖范围乡域国土空间。

规划层次：

覆盖整个行政区管辖范围，包括下属的各行政村，义同“乡域”、“全乡”一个

层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年为2025年，规划目

标年为2035年。

规划范围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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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划定位与规划目标

1.1规划定位
1.2与规划目标

01

武定县东坡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1.1规划定位

规划定位
在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维护生态系统功能充分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立足现

代农业种植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及自然资源，联动周边资源条件，结合武定县发
展建设，将东坡乡打造成为：

自身特性
生态安全最优：“七分生态两分田，一分城乡融田园”的空间格局。
产业发展资源：热区农业种植产业基础好，金沙江河谷旅游资源有待挖掘。
城乡环境宜居：逐步完善的配套设施，逐步优化的交通体系。
区位优势显著：东临田心、万德、已衣大裂谷，西临环州大松山保护区及元

谋土林，是武定县向北发展的重要门户，武定县北部旅游环线重要节点。

上位规划指导
东坡乡为一般镇。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发展河谷热区特色林果种

植、特色反季蔬菜种植为主的农业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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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规划目标

近期：到2025年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断优化，三线管控初见成效；乡村振兴取得

重要进展；三产融合发展初见成效；特色产业格局基本形成；中心村集聚
效应明显，公共服务能力增强。

远期：到2035年
至2035年，实现乡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

和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山水
相融、村景相依的宜居宜业宜游构想成为现实。

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现代农业格局、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优化，形
成主体功能明显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镇集区做大做强，建成县域北部经济发展增长极，高效带动周边乡镇
一体化发展；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全面实现设施共建共享、互
联互通；

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明显提升，乡村地域特点、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全
面彰显，乡村宜居水平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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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武定县东坡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2.1 资源环境底线约束
2.2 严守资源利用底线
2.3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2.4 保障农业发展空间
2.5 牢固生态安全格局
2.6 优化城乡用地格局
2.7 全域用地一张蓝图
2.8 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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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资源环境底线约束

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统筹

生态、农业、城镇三类空间，将其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

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东坡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946.4157公顷，占乡域比例11.54%。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东坡乡生态保护红线面积9415.9131公顷，占乡域比例55.84%。

东坡乡未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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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资源环境底线约束

依据现状用地特征、自然村庄分类及未来发展需求，优先保证农业空间和生

态空间保护开发的条件下，划定东坡乡村庄建设边界。

引导宅基地、产业用地等建设活动向村庄建设边界集聚，除区域统筹的公共

设施外，村庄的各项建设活动必须在建设边界内进行，不突破村庄建设边界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总规模214.3595公顷；

全乡扩展系数为1.0522倍；

村庄建设边界全部位于乡村集中建设区；

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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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严守资源利用底线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实施用途管制，严防乱占耕地建设，统筹

耕地保护与生态建设。规划期内确保2027.1242公顷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

目标不低于1946.4157公顷。

补充耕地数量相等、质量相当、水田面积不减少。对一般耕地转为其他

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应当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可以长期稳定利

用的耕地。

耕地后备资源潜力规模385.22公顷，规划至2035年，实施后备资源开发

312.77公顷，规划补充耕地312.7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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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严守资源利用底线

加强林地资源保护管理，全面推行林长制，落实林草指标管控。规范林地保

护，除必须的工程建设外，严格控制占用林地，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改变林地用

途。推行集约经营，农林复合经营，严禁毁林开垦、农业综合开发、生地整理时

不得挤占林地。至2035年林地生态保护面积10703.72公顷，划定林地后备资源补

充空间19.93公顷。

依托生态政策项目，实行以草定畜、草蓄平衡制度等措施综合改良生态环境。

至2035年草地综合植被覆盖度不低于85% 。

切实落实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制度，重点保护勐果河、沙拉河等河流周边湿地。

至2035年湿地生态保护面积120.83公顷，湿地保护率不低于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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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严守资源利用底线

◆ 保护金沙江、勐果河等江河沿岸水环境及其水质；
◆ 保护乡域内内陆滩涂等湿地水环境；
◆ 结合生态保护红线与湿地范围线划定情况，保护乡域范围内各类陆地水域空间

建立水资源约束制度：2025年全乡用水总量控制在40.9万立方米以内，2035年控
制在42.49万立方米以内.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推进达卧、以赤叨水厂改扩建
以及引水改线工程，



2.3 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

产业：两核三轴四区

两核：以乡集镇区作为发展核心

区（行政、商务、服务区）、白马口渡

口至白马口新村作为发展次核心区（旅

游康养区）

三轴：沿县道环州公路－东坡村-

以赤叨村经济发轴、沿县道沙山线水口

村-东坡村-庄房村经济发轴、沿县道沙

山线所所卡-东坡村-东甸村-白马口村-

白马口渡口经济发展轴；

四区：以乡域东部山区作为农牧

发展区、西部山区作为农业发展区、南

部山区作为农林发展区、东坡坝子作为

热区多业态融合发展产业区；

镇村：一心多点

一心：集镇区-东坡村

多点：东甸村、白马口村两个集聚发展类村庄，达卧村、庄房村、水口村

、以赤叨村、所所卡村五个整治提升

生态：一屏一廊

一屏：勐果河生态廊道保护屏障

一廊：金沙江生态保护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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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保障农业发展空间

在农业产业规划指导下，基于适宜性分析，结合农用地整理方案，将耕地、

园地、种植设施建设用地、以及农业适宜区内草地和其他土地纳入农业发展空间。

武定县东坡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用地布局

⚫ 耕地：面积 2010.9403公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1946.4157公顷；

⚫ 园地：面积共计329.1014公顷；

⚫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53.8567公顷；

⚫ 其他农用地：面积为590.9645公顷；

东坡乡农业发展空间规模4891.5833公顷，占总用地面积29%。



2.5 牢固生态安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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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布局

⚫ 林地：面积10644.9671公顷；

⚫ 湿地：面积共计120.4542公顷，其中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20.4542公顷；

⚫ 陆地水域：面积675.7151公顷。
东坡乡生态安全空间11441.1364公顷，占总用地面积67.85%。

加强林地资源保护管理，实行分级管控。规范林地保护，除必须的工程建

设外，严格控制占用林地，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改变林地用途。推行集约经营，

农林复合经营，严禁毁林开垦、农业综合开发、生地整理时不得挤占林地。



2.6 优化城乡用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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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布局

落实县总体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基础设施规，划结合乡镇产业

布局、镇村体系和项目需求，确定东坡乡政府驻地、村庄、区域基础设施和其他

建设空间布局。

⚫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0公顷；
⚫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共计250.543公顷；
⚫ 区域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130.3068公顷；
⚫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面积为3.4957公顷；
⚫ 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11.6416公顷。
东坡乡城乡用地规模395.9871公顷，占总用地面积2.4%。



2.7 全域用地一张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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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县总体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基础设施规划，结合产业布局、
镇村体系和项目需求，确定乡政府驻地、村庄、基础设施和其他建设空间布局。

规划用地结构调整表

用地类型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间面积增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耕地 2045.451 12.13 2010.9403 11.93 -34.5107
园地 337.4897 2 329.1014 1.95 -8.3883
林地 10715.0406 63.54 10644.9671 63.13 -70.0735
草地 1938.6358 11.5 1906.7204 11.31 -31.9154
湿地 123.4467 0.73 120.4542 0.71 -2.9925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55.0496 0.33 53.8567 0.32 -1.1929
农用地合计 15215.1134 90.23 15066.0401 89.35 -149.0733
城镇用地 0 0 0 0 0
村庄用地 176.4631 1.05 250.543 1.49 74.0799

城乡建设用地合计 176.4631 1.05 250.543 1.49 74.0799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48.9361 0.29 133.8025 0.79 84.8664

其他建设用地 6.6467 0.04 11.6416 0.07 4.9949
陆地水域 679.3306 4.03 675.7151 4.01 -3.6155
其他土地 736.2716 4.37 725.0193 4.3 -11.2523

合计 16862.7615 100 16862.7616 1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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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围绕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结合地域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遵
循全域全覆盖、不交叉、不重叠的基本原则，在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规
划分区基础上进行细化，将东坡乡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
乡村发展区四大类。

规划分区 规模（公
顷） 具体内容

一级规划分区 二级规划分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 9408.87 具有特殊需要生态功能或敏脆弱、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区域

生态控制区 生态控制区 397.52 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
建设、限制开发建设

农田保护区 农田保护区 1946.41 永久性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181.11 村庄建设边界围合的区域

一般农业区 1648.88 以农村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的区域

林业发展区 3177.9 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小计 5007.89



镇村统筹发展

3.1镇村体系结构
3.2镇村职能分工
3.3村庄布局优化
3.4构建城乡生活圈
3.5乡域产业空间布局
3.6城乡特色风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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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镇村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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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构建：

“中心村—重点村—一般村”三级村庄体系。并选择行政村作为中心村层级。

行政村名称
镇村等级

中心村 重点村 一般村

庄房村 庄房村 法它村 典莫、沙拉、沙吐咪村、沓南卧

以赤叨村 以都莫 罗干莫、以咪古 黑纳吉、勐金罕、法古、二台坡村

所所卡村 所所卡村 勐果村 小以南古

水口村 水口村 麻栗树大村 以卡都、菜伍达、王家坪子、麻栗树小村、水口新村
大乔地

东坡村 东坡村 落雨庄 上村田 、安茂里、小丙间、普照田、普照、路其干、
落雨庄、水田 、平田上村、平田下村

达卧村 达卧村 罗务卡 克卧村、达陆、永乐、平地、以都都
东甸村 东甸 必丰甸、万则里大村 万则里小村、木宜来、中村、嘎作

白马口村 白马口新村 红坪、黑纳本过

规划构建 :“一心、两次、两组团”的镇村

职能格局。

⚫综合服务组团

以东坡乡政府驻地东坡村为中心，打造综

合服务组团。

⚫特色农旅融合组团

以白马口村为核心，打造特色农旅融合组

团，包含东甸村、白马口村。

⚫传统农林种植组团

由达卧村、庄房村、水口村组成，打造传

统农林种植区。

3.2镇村职能分工

人口规模引导：

至2025年全乡人口达到1.32万人，至2035年全乡人口达到1.3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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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云南省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规划确定乡域范围

内：其中白马口村、以赤叨村、达卧村、所所卡村、庄房村、水口村为整治提升

类，东甸村、东坡村为集聚发展类村庄。

东坡乡共47个自然村：

城郊融合类自然村1个；

集聚发展类自然村7个；

整治提升类自然村35个；

撤并型4个；

原则上撤并型自然村不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3.3村庄布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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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构建城乡生活圈
构建“集镇区生活圈、中心村生活圈、一般村生活圈”三个层级；梯级化、定

向化、合理化配置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福利、商业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
构建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设施类型 设施名称 配置标准

健康管理
乡镇卫生院 ○
卫生服务站 ●

为老服务
养老院 ○

老年活动室 ●

终生教育
初中 ●
小学 ●

幼儿园 ●

文化活动
乡镇文化活动中心 ○

文化活动室 ●

体育健身
乡镇体育中心 ○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 ●
商业服务 邮政营业场所 ●

就业引导
农民服务中心 ●

集贸市场 ○
日常出行 公交换乘车站 ●
生态休闲 社区公园 ○

备注：●表示应设设施、○为可设设施

设施类型 中心村 一般村

公共
管理

村委会 ● ○

便民服务站（室） ● ○

联防室 ● ○

文化
教育

文化活动室（村民活动中心） ● ●

健身广场 ● ●

教育
医疗

幼儿园 ● ○

小学 ● ○

儿童之家（服务点） ● ○

农村卫生室 ● ○

日间照料中心 ● ○

商业
服务

农家便利店 ● ●

物流配送点 ● ○

备注：●表示应设设施、○为可设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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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乡域产业空间布局

结合东坡乡各村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按照“综合服务加农—旅融合”的发展

要求，规划布局特色优势产业，引导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最终形成“两核三

轴四区”的产业发展格局。

两核：以乡集镇区作为发展核心区（行政、商务、服务区）、白马口渡口至

白马口新村作为发展次核心区（旅游康养区）

三轴：沿县道环州公路－东坡村-以赤叨村经济发展轴、沿县道沙山线水口

村-东坡村-庄房村经济发展轴、沿县道沙山线所所卡-东坡村-东甸村-白马口村-

白马口渡口经济发展轴；

四区：东部山区作为农牧发展区、西部山区作为农业发展区、南部山区作为

农林发展区、东坡坝子作为热区多业态融合发展产业区。

白马口渡口至白马口新村作
为发展次核心区（旅游康养
区）：
金沙江观光旅游、金沙江白
马渡口房车营地、白马口临
江美丽城乡村建设、勐果河
旅游康体运动基地、傣族传
统泼水设施、水上公园（游
艇娱乐）等三产项目。

东部山区作为农牧发展区：
以发展粮食为主，并发展
黑山羊养殖、武定壮鸡养
殖专以发展粮食为主，业
户培育、本地肉牛养殖及
肉牛养殖小区建设项目等
一批产业项目。

西部山区作为农业发展区：
以发展粮食为主，辅以果
蔬等作物种植

乡集镇区作为发展核心区
（行政、商务、服务区）

南部山区作为农林发展区：
以发展粮食为主，辅以核
桃产业、优质梨、花椒种
植等基地建设。

东坡坝子作为热区多业态
融合发展产业区：以发展
粮食为主，并以发展农业
经济作物如：葡萄种植、
香芭蕉热带水果种植同时
建设热带绿色果园观购项
目。

东部山区作为农牧发展区：
以发展粮食为主，并发展
黑山羊养殖、武定壮鸡养
殖专以发展粮食为主，业
户培育、本地肉牛养殖及
肉牛养殖小区建设项目等
一批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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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城乡特色风貌塑造

突出东坡乡的自然特征，依托水体、山体、道路，通过景观节点、景观轴线
、特色景观区等要素共同构筑景观体系，组织空间景观网络，营造具有时代特征
与地域特点的现代新型生态城乡风貌。

老旧建筑：对保存较好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协调
将老建筑改为公共建筑，实现功能性改造利用。

新建建筑：新建民居建筑及民居改造参考云南省、楚雄州民居特色风貌提升
改造引导相关图册、按照“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确定的建筑风格统一建设，
现状农房也按照约定的建筑风格逐步统一改造。

开展村庄环境“三清”。清理村庄垃圾，清理乱堆乱放，清理池塘沟渠。开展
村庄环境“三拆”。拆除乱搭乱盖、清除不合规墙体广告、拆除废弃建筑。

通过乡土景观元素的运用，营造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村容村貌，设置休闲游
憩健身场地，完善景观系统，再现乡土气息浓厚、充满乡村活力、和谐的乡土村
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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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综合交通规划

落实落实上位规划交通项目，从区域联通、内部优化、农村道路设施完善等
方面，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

县道：沙拉箐-山品公路（沙山路）、白路-环州-东坡公路、东坡-田心-发
窝公路；

乡道：沙山线K55岔口-白马口公路、沙山线以赤叨公路岔口-以赤叨村出点
公路。

规划期内东坡乡综合交通规划布局
对外交通：新建武定至会理高速、云龙至元谋公路（含白路支线）、沿金沙

江公路、樟子树至沿金沙江公路。
内部交通：次要道路拓宽，构建镇域内循环
对相关次要道路进行拓宽。规划拓宽至5米左右，适当增加会车点，便于车

辆会车，重点优化乡域公交一体化线路。
加快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补足停车配套短板
试点改革城乡客运，实现城乡客运公交化运营。加快乡村公共停车场建设，

公共停车场配建充电桩比例不低于35%，快充桩占比不低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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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水利设施规划

水源规划
东坡乡给水水源主要为：环州大雪坡水库经罗务卡水厂后接入东坡村（东坡

四组、路其干、普照田）、东甸村、白马口新村（除红坪村、黑纳本过村、嘎作

村）、庄房村、所所卡村；

万德镇龙树湾水库接入以赤叨村（黑纳吉、罗干莫、以都莫） 。

东坡村、白马口新村、以赤叨村仍有部分自然村水源由周边山泉水引至高位

水池供给。
供水管网规划
保留现有供水管网，规划给水管DN100mm-200mm，通过沿道路布置管线

，覆盖所有用户。加强用水管理与用水控制，保证村庄供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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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电力工程规划

目前现状用电由110KV田心变接入，位置在田心乡鸡街子村，东坡乡设35KV

东坡变。

乡域内有勐果河六级水电站一座，距东坡乡政府驻地1.5公里。

通信工程

通信主干网采用光缆网。农村通信设施一般向多接入方向发展。村庄通信设

施设置应避开易受洪水淹没、河岸塌陷、滑坡的地区，应便于架设、巡察和检修。

电信、有线电视、移动、联通等通信管道应综合建设，形成综合管道以减少重复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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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垃圾治理工程

规划东坡村设置1处垃圾转运站，各居民点均设置至少1处垃圾收集点，按照

70米的服务半径设置分类垃圾桶，收集后由市场化环卫公司统一处理。

垃圾清运设备主要采用专用人力收集垃圾车、专用机动三轮收集车等，每个

村庄至少应配1名保洁人员。

公共厕所布局

规划乡政府驻地结合开敞空间、公服设施等设置6座公厕，分别位于集贸市

场配建、文化广场配建、公交一体化场站配建、工业区配建以及游园配建。乡域

各中心村须建设不少于1座公厕，其他村民组按需配建。新建公厕以30-50平方米

为主，配水冲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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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综合防灾与安全韧性

抗震：东坡乡抗震设防标准为8度，地震动峰值加速0.2g。重大基础设施等生命线

工程和重要建筑物，提高一个等级设防。

防洪：规划防洪标准为30年一遇，规划山洪防洪标准为20 年一遇，涝防治设计重

现期为20 年一遇暴雨。

消防：优化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在中心集镇设置政府专职消防队以及设置消防工

作站。经消防安全风险评估确有必要设置的区域，可设小型站。

地灾：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以分散的小型不稳定斜坡、滑坡为主。乡村建设应采

取避让地质灾害防治区，减少财产损失，保护生命安全。

科学谋划人防工程：实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人防建设与经济建设

协调发展，保障人防建设空间。

统筹公共卫生应急设施：加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治能力。设施

弹性转化，提高应急防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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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类别 名录 等级 所在地

文物保护单位 罗干莫彝文碑 县级 以哧叨村

文物保护单位 以咪古彝文碑 县级 以哧叨村

文物保护单位 以哧叨彝文碑 县级 以哧叨村

□文化遗产
东坡乡文化贵遗产主要集中于以赤叨村内的县级文物，主要为罗干莫彝文
碑、以咪古彝文碑、以哧叨彝文碑。

文物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和保护范围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现行法律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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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近期行动计划
5.3规划实施保障

05

武定县东坡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武定县东坡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5.1落实规划传导

结构传导 指标传导 底线传导 分区传
导 实施传导 政策

传导

总体战略与规划
定位、开发保护
总体格局

约束性指标、
预期性指标，
将约束性指标
分解到乡镇

划定耕地保护目标及
永久基本农田、生态
保护红线、城镇开发
边界，划定州级以上
文保单位紫线，划示
灾害风险控制线

县域划定
二级分区，
中心城区
细化到三
级分区

重大交通廊道、
重大市政廊道、
县级以上公共
服务设施

法律法
规、国
家要求、
省级要
求

落实县总体格局，
细化县级格局。
落实城镇等级规
模与职能，衔接
县级总体要求，
明确县级发展战
略与定位

落实县级级下
达的约束指标
分解到村委会
参考县级预期
性指标，完善
乡镇级指标体
系与数据

落实县级下达耕地保
护目标及永久基本农
田、永久基本农田，
合理划定村庄建设边
界

乡镇划定
二级分
区

落实县级规划
明确的重大交
通廊道、重大
市政廊道、县
级以上公共服
务设施，细化
乡镇级重大设
施布局

落实、
细化管
控要求

县
级
传
导
指
引

乡
镇
级
落
实
细
化

落实乡村振兴行动:

推进东坡乡产业园区建设、支持乡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农旅产

业发展、村扶贫产业空间（种、养、加工）示范基地建设，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百千万”示范工程。

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行动:

建设乡卫生院综合业务楼、职工周转宿舍、中心小学扩建、体育中心、党群服务

中心、村卫生室、东坡乡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建设、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

落实重大基础设施效能:

推动武定-会理高速、沿江二级公路、云龙至元谋公路、樟子树至沿金沙江公路

等项目建设；着力做好沙山线县道改造、公交一体化项目。

落实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

实施勐果河、沙拉河流域生态修复与水毁地的复垦、耕地后备资源补充耕地项目

实施、启动沓南卧地质灾害（滑坡）点搬迁安置项目。

5.2近期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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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规划实施保障

（1）按照《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意见》 (云发 [2020]7 号) 明确村庄规划的编制单元和编制方式。

（2）明确各行政村的区域协同、发展定位、发展策略、发展规模等引导要求。

（3）明确各行政村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控制线;下达耕地保有量、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等指标。

（4）明确各行政村应落实的县级及以上综合交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布

局要求。

明确专项规划编制清单。相关专项规划应在市级总规的约束下编制，落实相

关约束性指标，不得违背市级总规的强制性内容。经依法批准后纳入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1）在乡镇级总规底线约束和指标管控下开展详细规划。

（2）城镇开发边界内：划分详细规划编制单元，明确单元主导功能定位以及应

落实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防护绿地和公园绿地、结构性水域、开发强度

分区等控制传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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