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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修改的必要性与意义

(一) 规划修改的背景

《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规

划》)于 2018 年 3 月经山西省人民政府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运城

市盐湖区等 13个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

案的批复》(晋政函〔2018〕48 号)批准实施。《规划》实施以来，为

全县加强土地利用控制与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加强土地用途管

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有效保护了耕地、基本农田以及生态用地；

通过统筹协调和合理安排各类建设和各业生产发展用地，保障了各类

用地需求，有效促进了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随着“十三五”规划进入收官阶段，各产业结构也进一步积极调

整优化，同时，随着“盐临夏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实施，

难以避免随之产生新的用地需求，为使《规划》更好的适应我县新阶

段、新变化的经济发展背景及县域发展战略，管控和引导好产业用地

布局，2019 年 4月，夏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启动规划修改工作，

于 2020 年 3月 9 日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运城市夏县、盐湖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修改方案的批复》(晋政函〔2020〕

23 号)批准实施。

《规划修改方案》批复实施后，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山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两会”精神、助推新时代

山西高质量发展，围绕省委省政府“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

求，聚焦“六新”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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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产业生态的要求，6 月 22 日，正威集团与运城市人民政府签署山西

省“正威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

高度重视，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林武共同见证了本项目的签约，楼

阳生书记指出“正威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将助力山西社会经济发展不断

迈上新台阶、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该项目位于我县辖区范围内，

属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辖，项目选址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

用地布局存在局部矛盾，对我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出了新的用地布

局需求；同时为了应对疫情影响下的经济下行压力，促进我县经济高

水平发展、推动我县人民高品质生活、保障我县近期产业项目、民生

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需对我县现行规划进行修改。

(二) 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1、落实易地交易增减挂钩指标调整的需要

为贯彻《关于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抗

贫搬迁改造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用好用活土地政策积极支持抗贫开发的通知》（晋政办发

〔2016〕124号）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促进开发区转型升级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晋政

办发〔2018〕24号）等文件精神，夏县先后将 2018年度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南大里乡等 5个乡镇项目区拆旧区和 2019年度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埝掌镇等 5个乡镇项目区拆旧区共 2批增减挂钩产生的周转

指标在省域范围内进行交易，根据实施方案批复，夏县需落实增减挂

钩易地交易指标对应的规划允许建设区调出 115.8696公顷。

2、落实上级追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促进转型发展的需要

“正威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是运城市人民政府积极落实省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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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为上”重要指示，以及

突出强化“项目为王”鲜明要求的重要举措。项目签约仪式上，楼阳

生书记指出“新材料行业肩负振兴民族精神、实现产业报国的重大使

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与正威集团的战略合作，全省各级各相关

部门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积极支持项目健康发展”。为此，上

级针对该项目追加新增建设用指标共计 134.67 公顷，以解决“正威新

材料产业园”用地需求与现行规划布局之前的矛盾，以保障项目依法

依规用地。

3、完善配套设施布局，改善生活品质的需要

近期我县将集中上马滨河南路东段、南环路东延等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县人民医院迁建、县肛肠医院等医疗民生项目；介子推忠孝园

等乡村旅游项目；胡张乡胡张村、埝掌镇埝掌村、瑶峰镇大侯村、瑶

峰镇兴隆村、禹王乡禹王村和水头镇马桥村垃圾中转站等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上述项目选址与现有的规划建设用地布局存在不相适应的问

题。为保障项目如期实施，需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

(三) 规划修改的意义

“正威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

西经济转型发展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项目与山西省重点发展新

材料产业、打造优势产业集群高度契合，从供应链、客户链、产业链、

价值链、生态链，最终实现无边界链。“正威新材料产业园”的落地

可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共生耦合，

以企引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发展产业生态、打造创新生态，助推新

时代山西高质量发展、谱写治晋兴晋强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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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修改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和

省委省政府“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的指引下，以解决“正

威新材料产业园”落地建设的规划矛盾为契机和工作重点，同时兼顾

夏县新阶段、新变化的经济发展背景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统筹调整与

优化全县用地布局。通过规划修改，在坚持耕地保护优先、数量质量

并重的前提下，确保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

用地总指标不突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土地利用更加集

约节约，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更加合理，更适应我县未来发展的要求，

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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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修改的原则和依据

(一) 基本原则

1、依法合规编制原则

本次规划修改方案的编制严格依据国家和省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修改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精神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等相关技

术规范的相关规定，组织编制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切实维

护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权威性。

2、严格指标调整原则

本次规划修改应统筹考虑上级追加指标和易地购买增减挂指标对

各项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影响，规划修改后，如需调整约束性指标则应

说明充分理由。

3、坚持节约集约用地

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总要求，

充分利用工矿废弃地，内涵挖潜存量土地，新增建设用地尽量少占或

不占耕地。严格执行各业各类用地标准，强化投资标准和用地规模。

规划修改涉及的各类用地标准，必须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准

入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等。

4、规划衔接原则

规划修改中正确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和重点，科学预测用地

需求，认真分析土地供应潜力，正确处理“保护”和“保障”的关系，

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城市总体

规划有机结合，与其他行业规划和专业规划等相关规划相衔接。下级

规划修改要服从上级规划、专项规划要服从总体规划，提高规划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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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和可操作性。依法批准成立的园区要纳入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之中，统筹安排。

5、公众参与原则

在规划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公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利

用网络建立相关信息交流和互动平台，充分进行听证、论证，并按程

序进行公示。同时，完善规划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充分听取社会

公众意见，做到以人为本、公正透明。

(二) 规划修改的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4）《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5）《山西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2、政策文件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 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 号)；

（3）《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晋国土资发〔2013〕171 号)；

（4）《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

工作的指导意见》(晋国土资发〔2014〕117 号)；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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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发〔2017〕4 号)；

（6）《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强耕地保护

和改进占补平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发〔2017〕43 号)；

（7）《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 第 72号)；

（8）《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十三五”实施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晋国土资办发〔2019〕97 号)；

（9）《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加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

和加强修改管理的有关通知》(晋自然资办发〔2019〕50 号)。

3、技术文件

（1）《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

（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1—2009)；

（3）《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7—2010)；

（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5）《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10)；

（6）《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7）《关于印发＜山西省市县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报

告编制技术要点(试行)＞和＜山西省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

编制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晋土院字〔2014〕006 号)。

4、其他有关资料

（1）《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文本、

说明、图件及数据库；

（2）《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局部修改方案》文

本、说明、图件及数据库；

（3）《夏县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文本、说明、图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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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4）夏县 2015 年、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

（5）《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十三五”实施

中期评估报告》；

（6）《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7）夏县 2016～2019 年底已批复建设用地资料；

（8）夏县 2016～2019 年底已批复实施土地整治项目资料；

（9）夏县有关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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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域概况及现行规划基本情况

(一) 自然条件

1、地理位置

夏县因我国奴隶社会第一个王朝(夏禹之子启)再次建都而得名，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东南部，地处黄河流域。南接平陆，北连闻喜和垣

曲，东南隔黄河与河南省渑池县相望。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02′～

111°40′，北纬 34°55′～35°19′，土地总面积为 1351 平方公里

(即 135066.43 公顷)。

2、地质地貌

全县地形复杂，山峦重叠，丘陵平川起伏交错，东有中条山护卫，

西有稷王山把守，鸣条岗横卧其中，整个地貌为东西长，南北窄，东

面高，西面低，中间平，山地多，平原少，海拔在 250-1583 米之间，

有“一丘二川七分山”之称。

其中东部为中条山区，地势高峻，石多土少，面积为 875 平方公

里，占总面积的 64.9%；峨嵋岭从北到南，鸣调岗横贯其中的丘陵地区

面积为 133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9.6%；涑水河、青龙河从县境穿过，

流经地带为平川区，面积 343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25.5%。

3、土壤

夏县土壤划分为三个土类(红粘土、褐土、潮土)，七个亚类(淋溶

褐土、褐土性土、红粘土、石灰性褐土、脱潮土、潮土、盐化潮土)，

17 个土属，30 个土种。主要土类是褐土，其面积约占全县土壤总面积

的 90%，主要分布于山地、丘陵、沟谷、鸣条岗、峨嵋岭边缘和山前倾

斜平原，地势高差悬殊，大部分区域水土流失严重，质地均匀。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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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整修梯田，培肥地力，防蚀保土，建设高产基本农田；平川区强

化灌排，科学施肥，用养结合，建设高产稳产基本农田。

4、水文

夏县地表水丰富，地下水紧缺。地表水资源约为 1.2 亿立方米/年，

清水流量 1.6 立方米/秒。可利用的地表水约为 4931.7 万立方米，实

际利用的仅有 1677.1 万立方米，占总数的 34%；地下水储量仅 8670

万立方米。

全县境内有黄河支流水系、姚暹渠水系和涑水河水系。黄河支流

水系以中条山分水岭为界，以东部分的河沟水均注入黄河，清水流量

为 1.3 立方米/秒。其中较大的河流有：泗交河、太宽河、干沟河、板

漳河、温峪河。

5、气候

夏县地处暖温带，属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全年总的气候特

征是春旱多风，夏热多雨，秋凉气爽，冬寒少雪。冬季最长，夏季次

之，春秋两季较短。境内年平均日照 2293.4 小时；年平均气温 12.8℃；

年平均无霜期 205 天；年平均降水 500-600mm 之间；年平均风速 2.1

米／秒。

6、温泉资源

夏县温泉闻名省内外，位于城东 2.5 公里的春燕山脚下，林木掩

映，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松柏缀绿，奇花异草，风景宜人。温泉疗

养院总面积约 7 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中部所建圆形蓄水池，

占地近 7000 平方米，池中有六角亭，中坚“绿化纪念碑”一座。疗养

院现有温泉井三眼，热源丰富，水温分别为 42 度、48 度、45 度。为

不同季节供水带来方便。水中含有硫化物、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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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矿物质，可以治疗多种疾病。

7、文物资源

夏县历史悠久、俊彩星驰，黄帝元妃嫘祖、治水英雄大禹、父子

名相巫咸、巫贤、一代忠臣介子推、书法大师卫夫人、北宋名相司马

光、名将薛嵩、谏官阳城、教育家归阳、革命先烈嘉康杰等都曾在这

块古老而文明的黄土地上演绎出一幕幕纵横捭阖，兴衰存亡的历史话

剧。建于夏墟之上的禹王古城，一代名相司马光祠，道教名观堆云洞，

宗教圣地瑶台山等名胜古迹堪称经典佳作。

(二) 社会经济条件

夏县下辖瑶峰镇、裴介镇、庙前镇、泗交镇、埝掌镇、水头镇、

禹王乡、胡张乡、尉郭乡、南大里乡、祁家河乡等 6 镇 5乡，256 个行

政村。

2019 年，全县常住人口 367931 人，比上年末增加 207 人，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 36.99%，比上年提高 0.97 个百分点。全县生产总值生产总

值 561997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5%。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218500 万元，增长 2.9%；第二产业增加值 113653 万元，增长

5.7%；第三产业增加值 229844 万元，增长 8%。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38.9%、20.2%和 40.9%，与上年相比，

第一产业下降 0.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不变，第三产业上升 0.6 个百

分点。

(三)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本县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全县各类土地的利用现

状情况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B6%E5%B3%B0%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3%B4%E4%BB%8B%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9%E5%89%8D%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7%E4%BA%A4%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9D%E6%8E%8C%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5%A4%B4%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B9%E7%8E%8B%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A1%E5%BC%A0%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9%E9%83%AD%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A4%A7%E9%87%8C%E4%B9%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81%E5%AE%B6%E6%B2%B3%E4%B9%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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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用地

农用地面积为 123519.5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1.45%。包括：

——耕地：面积为 41253.76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33.40%。其中：

水浇地为 23742.56 公顷，旱地为 17511.20 公顷，分别占耕地面积的

57.55%和 42.45%公顷。耕地主要分布在瑶峰镇、水头镇、胡张乡、禹

王乡、庙前镇、裴介镇和南大里乡，其他乡(镇)分布相对较少。

——园地：面积为 5311.39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4.30%。其中：

果园为 4186.18 公顷，其他园地为 1125.21 公顷，分别占园地面积的

78.82%和 21.18%公顷。园地主要分布在裴介镇、水头镇、庙前镇、瑶

峰镇、胡张乡、禹王乡等乡(镇)。

——林地：面积为 70635.73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 57.19%。其中：

有林地为60612.38公顷、灌木林地为9911.17公顷、其他林地为112.18

公顷，分别占农用地面积的 85.81%、14.03%和 0.16%。林地主要分布

在泗交镇、南大里乡、瑶峰镇、庙前镇等，其他乡(镇)分布比较少而

且零散。

——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6318.63 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 5.11%。

其中：农村道路为 1645.83 公顷，坑塘水面为 29.33 公顷，农田水利

用地为 589.32 公顷，设施农用地为 273.99 公顷，田坎为 3780.16 公

顷，分别占农用地面积的 26.05%、0.46%、9.33%、4.34%和 59.82%。

2、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面积为 8350.7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18%。包括：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7448.14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89.19%；其中：城镇用地 886.26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6084.00 公顷，

工矿用地 477.88 公顷，分别占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 11.90%、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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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42%。

——交通水利用地：面积为 647.32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7.75%。其中：交通用地 598.99 公顷，占交通水利用地的 92.53%。水

利设施用地面积为 48.33 公顷，占交通水利用地的 7.47%。

——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 255.31 公顷，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为

3.06%。

3、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面积为 3196.1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37%。包括：

——其他草地：面积为 2502.40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78.29%。

——公益性水域：面积为 176.76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5.53%。

——其他自然保留地：面积为 516.99 公顷，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16.18%。

(四) 现行规划基本情况

1、现行规划的批复情况

《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运城市盐湖区等 13 个县(市、区)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的批复》(晋政函〔2018〕48

号)批准实施。

2、现行规划的调整/修改情况

2019 年 4 月，夏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启动规划修改工作，于

2020 年 3 月 9 日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运城市夏县、盐湖区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修改方案的批复》(晋政函〔2020〕

23 号)批准实施，并在省自然资源厅信息中心完成备案。

规划基期年为 2005 年，调整基期年为 2015 年，规划目标年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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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全县规划主要用地目标与指标情况

规划主要用地目标与指标数据采用修改后经晋政函〔2020〕23 号

文件批准实施并在省自然资源厅信息中心完成备案的《夏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局部修改方案》数据。

（1）规划的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到 2020 年，规划的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40655.22 公顷；“十三五”

期内，规划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30230.00 公顷，实际划定基本

农田面积 30270.05 公顷。

（2）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调控目标

到 2020 年，规划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工

矿用地规模、交通水利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分别不高于 8589.88 公顷、7627.12 公顷、1724.76 公顷、962.77 公顷、

94 平方米。

（3）规划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十三五”期内，规划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在 924.83 公顷以

内(占耕地 612.49 公顷)，包括：增量指标 222.59 公顷(占耕地 136.36

公顷)，流量指标 702.24 公顷(占耕地 476.12 公顷)。

（4）规划的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十三五”期内，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 961.94 公顷，包

括：土地整理补充耕地 69.00 公顷、土地开发补充耕地 400.24 公顷、

土地复垦补充耕地 492.70 公顷。

（5）规划的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全规划的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局部修改方案

16

的面积分别为7627.12公顷、2163.79公顷、108943.12公顷和16332.41

公顷。

4、中心城区主要目标与指标情况

中心城区主要目标与指标数据采用修改后经晋政函〔2020〕23 号

文件批准实施并在省自然资源厅信息中心完成备案的《夏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局部修改方案》数据。

（1）中心城区控制范围

中心城区的规模控制面积为 6493.31 公顷，共涉及瑶峰镇和裴介

镇 2个乡(镇)的 18 个行政村。其四至范围为：东至全村、兴隆村、李

家峪村；南至樊家峪村、赤峪村、下埝底村，西至车寺后村、大辛村

和小辛村；裴介镇的朱吕村、小吕、四辛庄、墙下村、石桥村等；北

至瑶峰镇的北至湾里村、小侯村、解村、四董村。

（2）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划规模

“十三五”期内，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824.08 公顷，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1659.61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938.99公顷。

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362.75 公顷(占耕地 229.47 公顷)，包括：增量指

标为 137.08 公顷(占耕地 80.55 公顷)，流量指标 225.67 公顷(占耕地

148.91 公顷)。

（3）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十三五”期内，中心城区范围内规划允许建设区 1659.61 公顷、

有条件建设区 1521.76 公顷、限制建设区 3249.29 公顷、禁止建设区

62.66 公顷。

5、工业园区主要目标与指标情况

工业园区主要目标与指标数据采用修改后经晋政函〔2020〕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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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批准实施并在省自然资源厅信息中心完成备案的《夏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局部修改方案》数据。

（1）瑶峰镇轻工业园区(在中心城区范围内)

瑶峰镇轻工业园区位于县城西北部，属于中心城区的一部分。主

导产业是农副产品加工、生物医药。园区规划面积 347.48 公顷，

2016~2020 年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75.20 公顷，其中安排流量指标

46.55 公顷。

“十三五”期内，瑶峰镇轻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07.79

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74.35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58.65

公顷。

（2）水头工业园区

水头工业园位于夏县、闻喜和盐湖三县区的结合部，大西高铁旁，

紧邻大运高速、大运二级路、南同蒲铁路、太三线等交通主干道。主

导产业是现代物流、新能源和食品加工。园区规划面积 684.67 公顷，

2016~2020 年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62.90 公顷，其中安排流量指标

31.44 公顷。

“十三五”期内，水头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268.86 公

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39.19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99.7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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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修改的具体内容

本次规划修改的有关用地调整，主要包括：落实上级追加指标对

应的规划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落实易地交易增减挂钩指标对应

的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现行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规划

的土地整治(复垦)区布局调整以及规划的土地整治(开发)区布局调整

等 5种类型。

1、落实上级追加指标对应的规划新增允许建设区布局的调整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入：调入总规模 136.6708 公顷，其

中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134.4667 公顷，占耕地 65.6898 公顷，涉及裴介

镇南卫村、裴介村、辕村和吉家庄村等 4 个行政村 209 个图斑，包括

17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限制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

拟调整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属规划的城镇工矿建设类用地，指标性质

为增量指标)，用于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威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的有关建设。

2、落实易地交易增减挂钩指标对应的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

——规划的新增允许建设区调出：调出总规模 115.8696 公顷，其

中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115.8696 公顷，占耕地 53.7400 公顷，涉及全县

11 个乡(镇)、72 个村的 209 个图斑，包括 194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

整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 115.8696 公顷(属规划的城镇工矿用地

72.3967 公顷和村庄建设类用地 43.4729 公顷)，指标性质为流量指标，

拟调整为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 38.1437 公顷和限制建设区 77.7259 公

顷。

3、现行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布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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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允许建设区调入：面积合计为 106.6981 公顷，新增建

设用地面积 106.0356 公顷，占用耕地面积 55.9248 公顷，共涉及瑶峰

镇、庙前镇、裴介镇、水头镇、埝掌镇、禹王乡和胡张乡等 7个乡(镇)、

27 个行政村的 166 个图斑，包括 57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

的有条件建设区(48.3901 公顷)和限制建设区(58.3080 公顷)，拟调整

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其中属于规划的城镇工矿类建设用地34.8938公

顷、村庄建设类用地 71.1418 公顷)；按其指标来源性质分，所属“增

量”和“流量”的指标分别为 37.9521 公顷和 68.0835 公顷)。

——规划的允许建设区调出：面积合计为 106.0356 公顷，新增建

设用地面积 106.0356 公顷，占用耕地面积 90.9413 公顷，涉及瑶峰镇、

庙前镇、裴介镇、水头镇、埝掌镇、尉郭乡、胡张乡和南大里乡等 8

个乡(镇)，60 个行政村的 133 个图斑，包括 92个地块。这些地块，调

整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其中属于规划的城镇工矿类建设用地

80.2754 公顷、村庄建设类用地 25.7602 公顷；按其指标来源性质分，

所属“增量”和“流量”的指标分别为 32.9521 公顷和 73.0835 公顷)，

拟调整为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52.4129 公顷 )和限制建设区

(53.6227)。

4、规划的土地整治（复垦）区布局调整

——规划的土地复垦区调入：面积合计 0.5326 公顷，现状地类为

农村居民点用地，通过复垦可补充耕地 0.4000 公顷，涉及泗交镇于家

岭(0133 号图斑)共 1 个镇、1 个行政村的 1 个图斑，包括 1 个地块。

该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拟调整为规划的土地复垦区(一

般农地区)。

——规划的土地复垦区调出：面积合计 0.5326 公顷，现状地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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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用地，现行规划安排可补充耕地 0.4000 公顷，涉及裴介镇

南卫村（0606 号图斑）共 1 个镇、1 个行政村的 1 个图斑，包括 1 个

地块。该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土地复垦区(一般农地区)，拟调整恢

复为规划的允许建设区(现状的农村居民点用地)。

5、规划的土地整治（开发）区布局调整

——规划的土地开发区调入：面积合计 164.1143 公顷，现状地类

为其他草地，通过开发可补充耕地 92.9500 公顷，涉及南大里乡马沟

0228 图斑和尉家的 0376 图斑，共 1个乡镇、2个行政村的 2个图斑，

包括 2 个地块。这些地块，调整前为规划的限制建设区，拟调整为规

划的土地开发区(一般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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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保障措施

1、行政保障措施

——强化土地利用规划许可证制度。在进行项目用地审批时，夏

县自然资源局应对项目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严格审

查。在审批土地的同时，还要参与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确定项目规

划用途，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保护耕地。凡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必

须在前一年按管理权限逐级向上级土地管理部门申报用地计划，经审

批列入下一年度建设新占农地计划，并向用地单位发放占用许可证，

用地单位凭许可证向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

——加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夏县自然资源局要会同发展改

革部门，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提出每年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议，

经夏县人民政府审查后报上级人民政府审批、核准。农用地转用指标

实行分类下达、分别考核，加强对下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

考核。

——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制度。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没有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的建设项目，不得通过项目用地预审。

——严格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对经批准建设占用耕地的，要

切实落实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严格执行按建设项目考核耕地占补

平衡制度，必须按“占一补一”的法律规定补充同等数量和质量的耕

地或按规定的标准缴纳耕地开垦费。加大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的力

度，提高耕地质量，确保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不低于

同期建设占用的耕地。

——建立动态考核机制。根据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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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土地整治任务完成情况一般，应建立动态的考核机制，调动相关

责任人的积极性，确保规划的土地整治任务完成。

2、社会保障措施

——建立公众参与制度。明确公众参与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利，同

时，还要积极组建独立于行政组织之外，拥有一定的决策和管理权限

并受到法律保护，由具有相当的规划知识基础的成熟的行业代表、有

关利益集团、个体公众组成的非政府的、多层次的团体。该团体可代

表公众直接参与规划的制定和监督规划的实施，也可直接受理公众的

维权要求，负责代表公众与开发商甚至主管部门交涉，进而可为公众

提供法律援助。此外，也要允许和积极支持利益相关群体组成各种合

法的临时性公众团体参与到规划的制定和管理过程中，反映其利益要

求，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宽公众参与的范围，提高公众参与的效力。

——建立规划公示制度。即规划决策公开化，将土地利用规划中

的用地结构修改、布局等具体地块的安排通过电视、报纸和正式的公

告等各种渠道公布于众。

3、技术保障措施

——建立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建立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

统，完善土地利用档案管理制度，完善土地调查和土地统计制度，利

用“3S”技术及时掌握土地利用现状变化情况，为规划实施和监督提

供有力依据和保障。

——建立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一套符合夏县实际的规划

实施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参照原定规划进行科学系统地分析，对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相应而有效的措施，

确保土地资源利用的科学合理性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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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划实施进行动态管理。根据需要不定期对土地规划的实

施情况进行评估，掌握规划实施动态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制订有

针对性的规划管理决策，实现对规划实施的有效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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