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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编制说明 

1. 1  编制背景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代表的“三农”问题

一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实施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到进入 21 世

纪，我国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重点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公

共服务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逐

渐凸显，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国家全面进步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有效解决了农村贫困问题，

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乡村振兴

战略进一步升级，明确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推动产业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 

我国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对畜牧业的大力支持，

畜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

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尽管国家在取消保护价之后大力推广农改饲，

但国内饲草种植规模却没有跟上畜牧业的发展步伐。我国牧草供给与

畜牧业需求严重失衡。潼南区大佛街道八里社区家禽生物饲料加工基

地建设项目（秸秆、尾菜综合利用加工厂），为农业加工型项目，通

过一二产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种植、加工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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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能够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为实现八里社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

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科学引导八里社区规划建设，严格保护八里

社区生态环境，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大佛街道办事处特组织编制了以

2023年土地利用变更为底数的《潼南区大佛街道八里社区村庄规划》。

（以下简称本规划）。 

1. 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修订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4.《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2017 修订版）；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19〕35 号）；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然

资办发57 号)； 

8.《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DB50/T543-2014）； 

9.《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村庄规划编制审批有

关工作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1〕2 号； 

10.《重庆市村庄规划编制指南（2024 版）》； 

11.《潼南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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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潼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 

13.“三区三线”成果； 

14. 重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关于加强村庄规划编制管理工作的通

知》(渝规资发(2024〕40号)； 

15. 《重庆市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渝规资发(2024〕41号)； 

16. 《重庆市工业用地及工业项目建筑规划管理工作细则》（征求

意见稿）； 

1. 3  编制原则 

1、严格保护耕地、基本农田。严格遵循国家实行的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制度，规划修改均严格规避基本农田；严格保护耕地，规划修改后耕

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 

2、严格遵循村民意愿。坚持“听民声、汇民智、重民意”的工

作理念，在规划修改过程中充分听取村民诉求，确保规划符合村民意

愿。 

1. 4  编制范围 

本次村规划编制范围为八里社区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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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状分析 

2. 1  区位条件 

大佛街道位于潼南区中心城区，八里社区地处大佛街道东部，东

邻梓潼街道高梯社区、大佛街道石碾社区，西抵文家村，南与太安镇

太平村接壤，北与卫星社区相接。社区内国道G351以及成渝环线高速

穿村而过，村委会所在地距大佛街道政府驻地约6.5公里，距离潼南区

政府驻地约10公里，交通较为便利。八里社区下辖9个居民小组，总

面积596公顷。 

 

图1 八里社区 区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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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地形地貌 

八里社区属构造剥蚀残丘宽缓斜坡地貌，整体地形呈东高西低，

地形坡度一般2°～5°。最高点位于东侧山包上，高程325.6m，最低

点位于西北侧水塘，高程293.2m，相对高差32.4m。综上八里社区地形

地貌简单。 

2. 3  土地利用现状 

八里社区耕地308.40公顷，占村域面积52%，其中旱地190.63公顷，

占村域面积32%，水田117.77公顷，占村域面积20%；全村的种植作物

为水稻、玉米、蔬菜等农作物。园地12.50公顷，占村域面积2%；林地

包括灌木林地、乔木林地、竹林地，共124.33公顷，占村域面积21%。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共12.14公顷（其中农村道路11.13公顷、设施农用

地1.01公顷），占村域面积2%；田坎面积26.56公顷，占村域面积4%。 

八里社区建设用地面积72.81公顷，包含城镇用地0.40公顷，村庄

建设用地70.39公顷，其他建设用地2.02公顷。城镇用地中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0.14公顷（四方公社），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0.26公顷

（潼南区寿而康养老中心）。村庄建设用地中农村宅基地面积为46.73

公顷，占村域面积8%，占建设用地64%；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07公

顷、教育用地0.67公顷、商服用地1.32公顷、工业用地0.73公顷、仓

储用地0.12公顷、交通场站用地0.08公顷，公用设施用地0.03公顷；村

庄范围内其他用地20.64公顷，占村域面积3%。其他建设用地为0.93公

顷采矿用地、0.95公顷殡葬用地（潼南区殡仪馆）及0.14公顷其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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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用地。八里社区陆地水域面积39.16公顷，包含坑塘水面38.63公顷，

沟渠0.53公顷。 

表1 八里社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用地分类 
规划基期年（2023 年） 

面积（公顷） 占比 

农用地  

耕地 
水田 117.77  0.20  

旱地 190.63  0.32  

园地 
果园 12.49  0.02  

其他园地 0.01  0.00  

林地 

乔木林地 105.87  0.18  

竹林地 10.75  0.02  

灌木林地 4.31  0.01  

其他林地 3.40  0.01  

草地 其他草地 0.10  0.0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 11.13  0.02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0.55  0.00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0.17  0.00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0.29  0.00  

其他土地 田坎 26.56  0.04  

小计 484.03  0.81  

城镇用

地 

居住用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4  0.0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0.26  0.00  

小计 0.40  0.00  

村庄用

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46.73  0.08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07  0.0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教育用地 0.67  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1.32  0.00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0.73  0.00  

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0.12  0.00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场站用地 0.08  0.00  

公用设施用地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0.03  0.00  

留白用地 0.00  0.00  

村庄范围内其他用地 20.64  0.03  

小计 70.39  0.12  

其他建

设用地 

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0.93  0.00  

特殊用地 殡葬用地 0.95  0.00  

特殊用地 其他特殊用地 0.14  0.00  

小计 2.02  0.00  

陆地水

域 

陆地水域 
坑塘水面 38.63  0.06  

沟渠 0.53  0.00  

小计 39.16  0.07  

合计 596.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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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地质灾害情况 

根据 2022 年《潼南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八里社区地形主要以

平原为主，目前无地质灾害及不良地质现象发生。八里社区属构造剥

蚀丘陵地貌，地形坡度2～5°为主；岩体为中厚层状构造；根据现场

调查，土层厚度0～3m；水文地质条件较简单；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地震基本烈度为VI 度；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一般；

区内无崩塌、危岩、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

关系简单；地表水对岩土体的影响程度小，地下水对岩土体影响程度

小；故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简单。 

综上，八里社区未见滑坡、危岩（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

地裂缝等不良地质现象；八里社区地质环境条件简单，拟建工程属一

般建设项目，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损失小，危险性小。 

2. 5  建设需求 

为实现秸秆、尾菜综合利用，防止露天焚烧影响生态环境，保障辖

区空气质量持续优化，大佛街道办事处及八里社社区居委会特引进家禽

生物饲料加工基地（秸秆、尾菜综合利用加工厂），该项目同时为区级

重点支持项目，并已纳入区农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项目库(便笺

〔2024〕66号)。该项目位于八里社区六组、九组，涉及2个地块，建设

面积1.33公顷。 

根据最新农房转用范围及现场调研，在不涉及“三区三线”管控范围

的前提下，八里社区有5户居民（李从富、陶玲、陶伟、陶用彬、陶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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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需求，涉及4个地块，总面积0.04公顷。 

第三章   发展定位与目标 

3. 1  发展定位 

依据《重庆市潼南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年）》成果以

及八里社区现状条件，八里社区区位条件相对较好，有较丰富的历史人

文旅游资源和一定产业基础，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基本持平，村庄用地

规模介于50-100公顷之间，有局部建设需求，故八里社区为特色规划类

村庄。 

发展引导：特色规划类村庄具有一定的资源及产业基础，是乡村振

兴的重点，应依据资源禀赋、乡村特质，科学确定村发展方向。在产业

上提质增效，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

农旅充分融合、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品牌建设、完善乡村

基础设施配套，加快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依托城郊区位，抓住蔬菜种植基地、果园采摘、水库等特色资源，

对标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将八里社区建设为：以果蔬产品种植、农产品

加工为特色，集都市农业体验、农业加工、生态康养于一体的城郊景村

融合型的生态体验村。 

3. 2  规划约束性目标 

规划期末八里社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281.10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低于231.16公顷，村庄建设用地不超过70.18公顷。 

 



9 

 

第四章   项目背景与基本情况 

4. 1  项目背景 

我国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对畜牧业的大力支持，畜

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畜产

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尽管国家在取消保护价之后大力推广农改饲，但国

内饲草种植规模却没有跟上畜牧业的发展步伐。我国牧草供给与畜牧业

需求严重失衡。随着家禽饲料的需求量增加，而本地又缺少家禽饲料生

产加工的工厂；故家禽饲料加工基地建设项目（秸秆、尾菜综合利用加

工厂）可以满足本地对家禽饲料的需求，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 

同时家禽生物饲料加工基地（秸秆、尾菜综合利用加工厂）利用农

村资源，如烂叶菜、秸秆、红苕藤等，通过收集后粉碎处理进行生物发

酵，作为发酵饲料植物纤维和蛋白添加到养殖主粮中。这种加工方式不

仅可以帮助养殖户节省大量饲料资金，而且由于是在农村地区进行，没

有使用化学添加剂或产生大量废弃物，因此对环境没有污染，反而有助

于资源的再利用和环境的保护。 

为实现秸秆、尾菜综合利用，防止露天焚烧影响生态环境，保障辖

区空气质量持续优化，大佛街道办事处及八里社社区居委会特引进家禽

生物饲料加工基地（秸秆、尾菜综合利用加工厂），该项目同时为区级

重点支持项目，并已纳入区农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项目库(便笺

〔2024〕66号)。该项目位于八里社区六组、九组，涉及2个地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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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1.33公顷。本项目通过接一连二型（农业、工业产业融合），大力

发展农产品种植、加工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要求，本项目已建立起

清晰的产业融合发展规划，产业融合程度较高，未来市场发展情况良好。 

4. 2  基本情况 

潼南区大佛街道家禽生物饲料加工基地（秸秆、尾菜综合利用加工厂）

建设项目，位于大佛街道八里社区六组、九组，项目建设内容：现有蔬菜、

玉米等种植230亩，新建家禽生物饲料加工厂房约7274平方米，晾晒风干区

约2297平方米，展示区约169平方米，发货区约686平方米，仓储区约1020平

方米，办公区域约400平方米。建设时间：2024年10月-2025年12月，总投资

25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筹。 

为集约节约用地，盘活存量用地，项目选定原有2块设施农用地作为建

设场地。其中北部与国道G351相邻地块，具备交通优势，同时由于周围永久

基本农田限制，无法拓展建设，故作为仓储区；南部原有设施农用地区域，

在上位规划中为乡村发展区，为项目业主流转果园范围，作为加工厂房及风

干晾晒办公等区域。仓储区与主体加工厂房相隔约100米，转运及存储都很

便捷。 

项目建成后，将会逐步形成农产品种植、加工为一体的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片区，直接经济效益明显，可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可直接带动当地约40人

就业，带动约25户村民流转土地增收。项目实施后可改善周边的生产生活环

境，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生态效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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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项目建设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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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选址论证情况 

本次规划建设项目涉及6个地块总面积1.37公顷，现状为集体所有

权性质土地，家禽生物饲料加工基地建设项目布局2个地块，其中地块

BL-01、BL-02为项目建设业主原有设施农用地范围，2个地块总面积

1.33公顷，其中果园0.75公顷、灌木林地0.06公顷、农村道路0.03公顷、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0.43公顷、坑塘水面0.06公顷。其中农村道路实际为

原设施农用地内部自建道路，占用后并不会影响村民通行。 

 

图3 项目建设范围占用农村道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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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家禽生物饲料加工基地建设项目现场图 

地块BL-03、BL-04、BL-05、BL-06为农村居民点建设项目，现状

为水田0.03公顷、旱地0.01公顷。 

以上项目地块未实施征地，无违法用地。经核实，项目用地不涉及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生态敏感区。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卫生、环境

保护等法规、标准要求，并结合建设地点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因素，

综合分析后确定项目选址。选址地段地质条件良好，无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易发区，布局相对集中。选址范围周边交通、给排水、供电、

通讯、废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齐全便利，满足产业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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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项目建设地块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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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项目范围与重要空间管控线的关系 

6.1  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关系 

6.1.1 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关系 

本次规划建设项目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6.1.2 上位规划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坚决贯彻“五不准”，未经依法批准不得

擅自调整。严格实施耕地用途管制，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优

先保护城区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和优质耕地，稳妥有序恢复流向其他农用

地的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

设用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

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已划定的永

久基本农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非农业建设不

得“未批先建”，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实

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经依法批准，应在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基础上，

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原则，在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上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补划任务。 

6.2  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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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关系 

本次规划建设项目范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6.2.2 上位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内外实行差别化管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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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区域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仅允许开展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

人为活动，以及符合国家规定允许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重大项目。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管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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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开发建设的自然区域，划定为生态控制区，采取

“名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式细化管理，保障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和空间连通性。 

6.3  与城镇开发边界的关系 

6.3.1 与城镇开发边界的关系 

本次规划建设项目范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6.3.2 上位规划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求 

城镇开发边界内，按照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

提高质量的原则，引导城镇建设用地向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提升空间

品质。根据规划实施时序安排，分阶段分步骤明确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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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布局，预留重大事件、重大项目留白用地。各类建设活动严格实

行用途管制，按照规划用途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并符合水体保护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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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地质

灾害“三高”等不适宜城镇建设区域，统筹保障安全设施和应急空间需

求，引导开展有助于减轻灾害风险的城市更新活动。 

城镇开发边界外，加强空间准入管理。在总量管控的前提下，除特殊

用地外，原则上用于农业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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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规划建设各类开发区，不得规划城镇居

住用地。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

前提下，可规划布局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并依据国土空

间规划，按照“三区三线”管控和城镇建设用地用途管制要求，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严格实施监督。涉及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纳入城镇开

发边界扩展倍数统筹核算，等量缩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 

6.4  与河道管理范围线的关系 

6.4.1 与河道管理范围线的关系 

本次规划建设项目范围不涉及河道管理范围线。 

6.4.2 上位规划河道管理范围线管控要求 

依据《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严格遵守《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和相

关法规的规定，严禁擅自填埋、占用城市蓝线内水域，影响水系安全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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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采石、取土，擅自建设各类排污设施，以及其他对城市水系保护构成

破坏的活动。在城市蓝线内进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经批准的城市规划，

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 

6.5  与历史文化保护线等的关系 

6.5.1 与历史文化保护线的关系 

本次规划建设项目范围不涉及历史文化保护线。 

6.5.2上位规划历史文化保护线管控要求 

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各类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相关法

规。在专项规划及相关下位规划中，落实《国土空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规划编制指南（TD/T 1090—2023）》关于保护周边山水环境、协同农业

与生态空间、协同建设活动的控制性要求和指导性措施。 

6.6  与水源地保护区的关系 

6.6.1 与水源地保护区的关系 

本次规划建设项目范围不涉及水源地保护区。 

6.6.2 上位规划水源地保护区管控要求 

饮用水源地的保护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对生活饮用水水源应设立保护区，并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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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保护措施。 

6.7  与绿化缓冲带的关系 

6.7.1 与绿化缓冲带的关系 

本次规划建设项目范围不涉及绿化缓冲带。 

6.7.2 上位规划绿化缓冲带管控要求 

落实河道管理范围线内相关管控要求，在规划实施中，禁止建设妨

碍行洪的建构筑物。在涪江、琼江、鹭鸶河、双江河、白家河以及其他

嘉陵江二、三级支流河道管理范围外侧控制绿化缓冲带。涪江沿线城镇

规划建设用地内未建设区域单侧绿化带不少于30米，非城镇建设用地区

域单侧绿化带不少于100米。琼江、鹭鸶河、双江河、白家河等其他支流

沿线城镇规划建设用地内未建设区域单侧绿化带不少于10米。绿化缓冲

带内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建设活动，后期建设活动按照详细规划和建

筑方案进行审查。 

 

第七章   项目用地布局与主要规划指标情况 

7.1  落实产业项目用地需求 

八里社区家禽生物饲料加工基地建设项目（秸秆、尾菜综合利用加

工厂），位于六组、九组，共2个地块，总面积为1.33公顷（19.95亩），

现状地类为果园0.75公顷、灌木林地0.06公顷、农村道路0.03公顷、种植设

施建设用地0.43公顷、坑塘水面0.06公顷，现规划为工业用地，用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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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生物饲料加工厂，包括厂房车间、办公区域、晾晒风干区、仓储区、

发货区、展示区等功能区域。项目用地指标调整如下表所示。 

表2 产业用地指标调整情况表（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调整前用地 调整后用地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公顷）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公顷） 

家禽生物饲料加

工基地建设项目

（秸秆、尾菜综

合利用加工厂） 

园地 果园 0.75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1.33 

林地 灌木林地 0.06  

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 

农村道路 0.03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0.43  

陆地水域 坑塘水面 0.06  

 

7.2  落实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 

根据最新的农房转用范围及现场调研，在不涉及“三区三线”管控

范围的前提下，八里社区有5户居民建房需求，涉及4个地块，总面积为

0.04公顷，现状为水田0.03公顷、旱地0.01公顷，现规划为农村宅基地，

详见下表。 

表3 八里社区农村居民点建设需求表 

姓名 地址 人数 现状地类 规划地类 面积（平方米） 

李从富 大佛街道八里村 8 组 2 水田 农村宅基地 90 

陶玲 大佛街道八里村 8 组 3 水田 农村宅基地 90 

陶伟 大佛街道八里村 8 组 4 水田 农村宅基地 120 

陶用彬 大佛街道八里村 7 组 2 旱地 农村宅基地 90 

陶用先 大佛街道八里村 7 组 2 旱地 农村宅基地 90 

7.3  落实村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按照《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号

)文件要求，在符合“三区三线”管控要求，确保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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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2020年国土变更调查村庄用地（203）规模的前提下，预留不超过5%村

庄建设用地作为机动指标，本次规划预留合计1.50公顷作为村庄建设用

地机动指标，为今后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

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提供指标。 

7.4  项目用地指标来源 

本次规划建设项目总规模1.37公顷，均为新增村庄用地。规划调整

前，八里社区村庄用地规模70.39公顷，加上新增1.37公顷村庄用地，已

超过2020年变更调查分析数据库村庄用地规模70.18公顷，超出面积为

1.58公顷。 

故为统筹平衡村庄用地指标，经与村委对接、农户调研在村域范围

内，将23处闲置、存在安全隐患且村民有复垦意愿的宅基地，按照“宜

耕则耕、宜农则农、宜林则林”的原则，逐步复垦为耕地、林地。同时

将此部分复垦宅基地相邻附属农用地用地类别从村庄用地调整为对应的

耕地、林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以及陆地水域，合计调出村庄用地面积

为3.37公顷。 

表4 八里社区宅基地复垦地块情况表     单位：㎡ 

序号 调出编号 所在小组 涉及权利人 调出总面积 其中宅基地面积 

1 TC-01 九组 黄新乐 875.31  563.28  

2 TC-02 九组 黄新明、黄新金、黄新文 736.41  508.28  
3 TC-03 六组、九组 李云华、张发清 3060.91  1567.46  
4 TC-04 七组 温绍金、黄学兰 2006.59  882.99  
5 TC-05 七组 黄学蓉 722.58  429.55  
6 TC-06 五组 李章万 190.54  190.54  
7 TC-07 五组 曾昌全 184.72  184.72  
8 TC-08 五组 黄益辉、黄益强 1302.60  361.14  
9 TC-09 五组 张财清、文善强、彭鸿尧 810.98  506.09  
10 TC-10 四组 唐朝义 758.64  3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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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C-11 四组 黄章恒、黄加秀 2204.95  366.05  
12 TC-12 五组 谢俊良 1160.93  398.11  
13 TC-13 四组 陶俊良 2016.08  2016.08  
14 TC-14 五组 曹明珍 1180.39  146.82  
15 TC-15 四组 邓中体 948.79  294.61  
16 TC-16 四组 邓中豹、邓中虎 352.27  352.27  
17 TC-17 四组 张平 296.58  296.58  
18 TC-18 三组、四组 文善贤 2326.13  76.82  
19 TC-19 三组 邓宗明、邓华清、邓宗永 1881.68  321.84  
20 TC-20 三组 袁安淑、邓清武 2104.25  371.06  
21 TC-21 三组 王毅、高泽林 1853.70  658.58  
22 TC-22 二组 刘中秀、罗中玉 2320.27  609.17  
23 TC-23 二组 袁邦国、蒋先玉、陶用明、陶世金 4367.26  1886.61  

合计 —— 33662.56  13321.07  

 

 

图6 村庄用地调出地块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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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规划范围内用地调整前后指标对比 

规划调整后耕地总量增加1.51公顷，园地减少0.74公顷，林地增加

1.62公顷，草地增加0.42公顷，乡村道路用地增加0.02公顷，种植设施建

设用地减少0.43公顷，田坎增加0.03公顷。 

规划调整前八里社区建设用地为72.81公顷，其中城镇用地0.40公顷，

村庄建设用地70.39公顷，其他建设用地2.02公顷；调整后建设用地为

70.82公顷，其中城镇用地0.40公顷，村庄建设用地68.40公顷，其他建设

用地2.02公顷。建设用地总量减少1.99公顷，全部为村庄用地的减少。详

见“附表一：潼南区大佛街道八里社区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表”。规

划后村庄用地规模68.40公顷，加上预留指标啊1.50公顷，合计69.90公顷，

未超过2020年变更调查分析数据库村庄用地规模70.18公顷，用地指标合

理。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规划前后无变化，详

见下表。 

表5 八里社区规划目标表 

序号 指标 基期年（2023） 目标年（2035） 变化量 属性 

1 户籍人口（人） 3422 3082 -340  预期性 

2 耕地保有量（公顷） 281.10  281.10  0.00  约束性 

3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231.16  231.16  0.00  约束性 

4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00  0.00  0.00  约束性 

5 村庄用地（公顷） 70.39  69.90  -0.49  约束性 

 

第八章   项目安全与防灾减灾要求 

8.1  项目安全评估 

根据 2022 年《潼南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八里社区地形主要以平

原为主，目前无地质灾害及不良地质现象发生。另外根据《地质灾害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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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评估技术规范》的要求，家禽生物饲料加工基地建设项目聘请技术

单位完成了地灾评估工作，结论如下。 

在充分搜集已有地质资料的基础上，对评估区及周边地质环境进

行了实地调查，现场工作底图采用1:500 地形图，着重调查了解区内地

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及水文地质条件，并对不良地质现象及

工程建设将形成的边坡、斜坡区域进行了重点调查。 

（1）水文：项目区距离涪江较远，评估区仅分布有水塘，除此外，

无其他地表水系分布。鱼塘水深小，低于场内标高；水塘对场地基本

无影响。综上评估区内水文条件简单。 

（2）地形地貌：评估区属构造剥蚀残丘宽缓斜坡地貌，场地整体

地形呈东高西低，地形坡度一般2°～5°。最高点位于东侧山包上，

高程325.6m，最低点位于西北侧水塘，高程293.2m，相对高差32.4m。

综上评估区地形地貌简单。 

（3）地层岩性及分布特征：据收集资料及地面调查，评估区出露

有第四系人工堆积（Q4ml）、粉质粘土（Q4el+dl）及侏罗系上统遂宁

组（J3sn）地层。综上，评估区岩（土）性质为二元组合，岩层中厚层

层状，土层厚度0～3m。 

（4）地质构造与地震：评估区位于中心镇背斜近核部，无断层，

岩层呈单斜产出。岩层产状：320°∠2°。无断层，除层面裂隙外，

主要发育两组裂隙： LX1 产状42～52°∠71°，裂面较平，间距0.4～

2.6m，延伸大于6m，裂面张开1～2mm，见少量泥质充填，结合差，属

硬性结构面。LX2 产状151～165°∠65°～70°，优势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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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6°，间距2.4～6.5m，延伸大于8m，裂面张开0.5～2mm，裂

面平整，结合差，属硬性结构面。上述裂隙均为构造裂隙，属硬性结

构面，结合程度差。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6），评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为0.05g，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35s，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较复杂。

据现场调查及收集最新地灾排查资料分析，评估区未发现滑坡、崩塌、

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不良地质现象不发育。综上，评估区不良地

质现象简单。 

（5）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评估区主要为原始地形地貌。

仅局部因修建民房及道路形成高度较低的边坡，现场调查边坡现状均

未见开裂、变形等迹象。综上，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程度为

简单。 

（6）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的关系：评估区地形整体平坦，仅陡

坎、边坡区地形稍陡，陡坎、边坡区无土层覆盖或土层很薄，故岩土

界面对斜坡的影响小；岩层倾角2°，仅局部边坡区存在外倾临空，故

岩层层面对斜坡的影响小；未见断层及贯通裂隙，故岩断层面及贯通

裂隙对斜坡的影响小。综上所述，评估区贯通性结构面与斜（边）坡

关系为简单。 

小结：评估区属构造剥蚀丘陵地貌，地形坡度2～5°；岩体为中

厚层状构造；根据现场调查，土层厚度0～3m；水文地质条件较简单；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地震基本烈度为VI 度；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

工程活动一般；区内无崩塌、危岩、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贯通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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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斜（边）坡关系简单；地表水对岩土体的影响程度小，地下水对

岩土体影响程度小；故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简单（具体见下表）。 

综上，评估区未见滑坡、危岩（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地

裂缝等不良地质现象；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简单，拟建工程属一般建

设项目，建设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为三级。 

表6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划分表 

 

8.2  防灾减灾要求 

1、对岩质边坡进行放坡+封闭处理，土质边坡按1:1～1：2放坡，完

善截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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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工程应做好施工组织设计，以避免无序施工诱发地质灾害及建

设用地周边地表水环境、建构筑物、人文景观的损坏。 

3、加强监测预报，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和完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及时发现和报告潜在的地质灾害，以便采取预防措施。制定详细的地质灾

害应急预案，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响应，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制定防治规划，完善动态监测和数据库建设。 

4、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通过多种渠道教育和宣传活动普及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提高居民对地质灾害的认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增强社

区的防灾意识及防灾减灾能力，并组织定期的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提高居

民的自救互救能力。 

5、实施工程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极易发生滑坡、垮塌等地质灾害

情况的区域，采取工程措施加固斜坡，如支挡墙、护坡、排水设施等，以

防止滑坡和崩塌。通过植树种草等生态修复手段提高地表植被覆盖率，减

少水土流失，稳定斜坡。通过以上措施科学管理及技术应用，可有效降低

地质灾害发生及造成的风险。 

通过以上措施科学管理及技术应用，可有效降低地质灾害发生及造成

的风险。 

第九章   建筑风貌与地块控制指标 

9.1  建筑风貌规划 

建筑宜结合本地特色文化，建筑色彩与周边自然环境、居民点建筑

相协调基础上，可适当采用明度较低的其它色彩。 

（1）总体要求：建筑风貌应体现地域特色，融入周边环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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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乡村景观。禁止大挖大填、切削山体，形成高切坡、高边坡。 

（2）建筑体量：宜为中体量建筑，避免过大体量。 

（3）建筑屋顶：屋顶形式与建筑体量协调，以微坡屋顶为主。 

（4）建筑色彩：应与环境色彩相协调，不宜使用饱和度过高的颜

色，宜直接将砖、瓦、木等材料本色作为建筑主色调。 

（5）建筑饰材：应与村庄环境协调，顺应地势合理布局，采用轻

木或轻钢装配式结构，避免过大体量。建筑材质选择应注重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环保节能。 

9.2  地块控制指标 

项目区建筑物范围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乡村振兴用地政

策指南（2023 年）》、《重庆市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重庆市

乡村规划设计导则》、《重庆市工业用地规划导则》等文件要求，新建

建筑与道路退让距离不低于3米，建筑高度原则上不超过12米，建筑层

数原则上不超过3层，建筑容积率不低于0.7。若有超过上述规定的，需

另行专题论证。 

表7  地块控制指标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容积率 
建筑层

（层） 

建筑高

（米） 
建筑风貌 备注 

BL-01 工业用地 0.14 ≥0.7 ≤2 ≤12 
应与村庄环境协调，

顺应地势合理布局，

采用轻木或轻钢装配

式结构，避免过大体

量。建筑材质选择应

注重可持续发展，有

利于环保节能 

  

BL-02 工业用地 1.19 ≥0.7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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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潼南区大佛街道八里社区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表 

用地分类 
规划基期年（2023 年） 规划目标年（2035 年） 

变化量 
面积（公顷） 占比 面积（公顷） 占比 

农用地  

耕地 
水田 117.77  0.20  117.85  0.20  0.08  

旱地 190.63  0.32  192.06  0.32  1.43  

园地 
果园 12.49  0.02  11.75  0.02  -0.74  

其他园地 0.01  0.00  0.01  0.00  0.00  

林地 

乔木林地 105.87  0.18  106.89  0.18  1.02  

竹林地 10.75  0.02  11.19  0.02  0.44  

灌木林地 4.31  0.01  4.47 0.01  0.16  

其他林地 3.40  0.01  3.40  0.01  0.00  

草地 其他草地 0.10  0.00  0.10  0.00  0.0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 11.13  0.02  11.15  0.02  0.02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0.55  0.00  0.12  0.00  -0.43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0.17  0.00  0.17  0.00  0.00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0.29  0.00  0.29  0.00  0.00  

其他土地 田坎 26.56  0.04  26.59  0.04  0.03  

小计 484.03  0.81  486.04  0.82  2.01  

城镇用

地 

居住用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4  0.00  0.14  0.00  0.0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0.26  0.00  0.26  0.00  0.00  

小计 0.40  0.00  0.40  0.00  0.00  

村庄用

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46.73  0.08  45.44  0.08  -1.2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07  0.00  0.07  0.00  0.0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教育用地 0.67  0.00  0.67  0.00  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1.32  0.00  1.32  0.00  0.00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0.73  0.00  2.06  0.00  1.33  

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0.12  0.00  0.12  0.00  0.00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场站用地 0.08  0.00  0.08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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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设施用地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0.03  0.00  0.03  0.00  0.00  

留白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村庄范围内其他用地 20.64  0.03  18.61  0.03  -2.03  

小计 70.39  0.12  68.40  0.11  -1.99  

其他建

设用地 

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0.93  0.00  0.93  0.00  0.00  

特殊用地 殡葬用地 0.95  0.00  0.95  0.00  0.00  

特殊用地 其他特殊用地 0.14  0.00  0.14  0.00  0.00  

小计 2.02  0.00  2.02  0.00  0.00  

陆地水

域 

陆地水域 
坑塘水面 38.63  0.06  38.61  0.06  -0.02  

沟渠 0.53  0.00  0.53  0.00  0.00  

小计 39.16  0.07  39.14  0.07  -0.02  

合计 596.00  1.00  596.00  1.00  0.00  

备注：规划目标年村庄用地规模 68.40公顷，加上预留指标啊 1.50公顷，合计 69.90 公顷，未超过 2020年变更调查

分析数据库村庄用地规模 70.18 公顷。 

 



 

附图 1：现状国土空间管制图 

附图 2：现状国土空间用地布局图 

附图 3：国土空间管制规划图 

附图 4：国土空间用地布局图 

附图 5：项目地块规划建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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