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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总则

u 1.1规划范围

u 1.2规划期限

u 1.3 发展定位

u 1.4目标愿景



1.1规划范围
n 规划层级：分为两个层面

Ø 管辖区全域和城区

n 规划范围：

Ø 管辖区规划范围：姚孟街道、九里山街道、轻工路街道、高阳路街道、

北渡街道、荆山街道及白龟山水库（湛河区内）管辖区内全部国土空

间，面积81.19平方公里。其中包含28个行政村，2个社区和一个水

库。

Ø 中心城区规划范围：面积为42.31平方公里。

1.2规划期限
近期：2021年—2025年 

远期：2026年—2035年



1.3发展定位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金融服务业集聚区

商贸商务标杆区

1.4目标愿景
n  2025 年发展目标

     三条空间管制控制线全面落地；各级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体系建立；

农业产业格局得到优化，耕地保护指标得到落实；新兴工业产业格局初

步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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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2035年发展目标

      全面建成更高端的城市化示范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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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谐、开放

高效魅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基本形成，建成

生态宜居、共同富裕的城市示范区。



第二部分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u 2.1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u 2.2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u 2.3 筑牢生态空间格局

u 2.4构建产业空间格局

u 2.5保护与活化利用历史文化



2.1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从资源空间分布、项目开发、交通等几个角度构建“一核三廊，两轴一

带，四片区”的空间发展格局。

一核

以平顶山南站

为发展核心，

带动周边经济

发展，快速融

入平顶山市中

心城区。

三廊

湛河生态廊道

、平舞铁路生

态廊道、南二

环生态廊道。

两轴

沿开源路打造

南北向经济发

展主轴；

沿黄河路打造

东西向经济发

展次轴。

一带

沙河生态景观

带。

四片区

东部工业区；

姚孟工业区；

居住和综合服

务区；

金融服务区。



2.2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坚守基本生态控制线，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三条控制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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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将整合优化后的

自然保护地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

区域，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生态

空间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确保生态功能不

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保障国

家生态安全。

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坚决守住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筑牢粮

食安全根基。

合理适度确定城镇开发边界。确定城镇未

来发展的空间边界，处理好城镇开发边界

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关系，

引导城镇空间集中布局，促进集约发展，

优化城镇形态，塑造高品质空间，为城镇

发展预留弹性.



2.3筑牢生态空间格局
坚守基本生态控制线，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构建“一带三廊一区”

生态保护格局。

一带

沙河生态景观

带

三廊

湛河生态廊道、

平舞铁路生态

廊道、

南二环生态廊

道

一区

白龟湖自然保

护区



2.4构建产业空间格局
构建“一核两轴四区”的产业发展格局。

一核

以平顶山南站

为核心的现代

化综合服务中

心

两轴

以开源路为南

北发展轴

以黄河路为东

西发展轴

四区

现代商务开发区

姚孟电厂独立发

展区

湛河工业园区

都市观光农业区



2.5保护与活化利用历史文化
构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

统村落、专项遗产、文化线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域全要素历史文化

保护体系，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强化刚性管控。



第三部分  完善基础设施

u 3.1构建内外联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u 3.2建立均衡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系

u 3.3构建安全稳定能源水利及综合防灾系统



3.1构建内外联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衔接市国土空间规划及交通专项规划，从区域连通、内部优化、农村道

路设施完善等方面，构建外联内畅的综合交通体系。

优化城市交通组织和交通设施布局，构建“快速路+轨道”双快系统，

强化公交优先、慢行优先，加快构建 “外联内畅、绿色低碳”的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形成完善 的“30分钟通勤圈”“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交

通设施网络。



3.2建立均衡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系

城乡生活圈构建——构建“街镇级—村（社区）级”生活圈服务体系。

教育科研设施

根据村庄分类布局中各村庄的类型，对现有的学校进行整合、改造、完

善，积极引导小学向城区整合。

医疗设施

规划打造生态宜居健康城市，构建覆盖城乡、服务均等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立以市级、县（区）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民营

医院和其他公立医院为补充的医疗服务体系。

体育设施

形成以街镇级体育设施为骨架，以村级体育设施为基础，公园绿地广场

与学校体育设施为补充，层级完善、布局均衡的体育设施服务体系。

文化设施

新建3处文化设施，社区（村）配置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设置图书阅

览室、文化活动室、数字资源室、多功能教室等，室外设置文化活动广

场。基层村配建文化大院、农家书屋等基层的文化设施，可与村委会共

建共享。

社会福利设施

建立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民生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增

强基本民生保障能力。



3.3构建安全稳定能源水利及综合防灾系统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制度，强化工业等建设项

目水资源的约束，限制高耗水产业布局。加大节水管理，推广新工艺、

新技术应用，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合理高效用水。

医疗设施

加强水源地保护

加强饮用水水源各级保护区管控，禁止建设与取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建筑物;禁止从事农牧业活动;禁止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及城市垃圾、

粪便和其它有害废弃物:禁止输送污水的渠道、管道及输油管道通过本区

;不得设置与供水需要无关的码头，禁止停靠船舶;禁止建设油库;禁止建

立墓地;禁止可能污染水源的旅游活动和其他活动。

加强河湖水面与湿地保护

新加强河湖水面资源管控。保护自然水域、坑塘等蓝色空间，坚持保护

与防治相结合，以沙河为主脉，加强水系连通。加强水域岸线生态空间

管控，严禁非法占用河道、水库等，严格保护流域湿地资源，结合河道

整治促进河湖自然生态和水陆交错带生态系统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