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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概述



规划概述01

编制历程
技术准备与初步调研1 2 3

2021年4月 2023年9月 2023年10-2024年7月

完成业务培训、基础数据分发、
前往各乡镇进行初步调研

补充调研
整合前期调研成果，收集最新版底
图底数、三区三线数据，，前往乡
镇召开座谈会、补充调研现状与需
求

方案编制与方案征求意见
根据前期调研、基础资料评估分析进行方案编
制，并向乡镇征求意见

5 4

2023年8月-9月2023年10月

乡镇意见咨询论证

召开咨询论证会议听取乡镇人民政府
与村支两委、乡贤意见，并完善成果

邵东市市级部门暨专家评审

参加邵东市部门暨专家评审审议会，邵
东市规委会并按相关意见修改成果

……



规划概述01

乡镇发展问题

n 乡镇问题
• 乡域发展缺少产业支撑
• 斫曹乡传统的中药材产业难以支撑整个乡域的未来发展，乡域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境内工业企业较少，工业经济基础薄

弱，农业规模经济效益不高，难以形成多元经济发展新格局。

• 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 斫曹乡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仍然较为落后。缺少养老设施配套；乡域范围内无污水处理场，生活污水处理存在问题；乡域

内仍然以使用液化石油气为主，暂未铺设燃气管道，用气不便；交通不便，缺少货运站、客运站，需要新修道路打造精品

农旅路线。

• 地形地貌限制整体发展
• 斫曹乡常年干旱少雨，同时位于喀斯特地貌，石漠化较为严重，石头较多，平整土地较少，难以发展规模农业种植。地形

地貌等自然条件，限制了斫曹乡整体的经济发展。



规划概述01

机遇和挑战
• 红色旅游带来乡镇发展新动力
• 斫曹乡红色旅游资源主要有野鸡坪梯田和野鸡坪精神陈列馆，其中野鸡坪精神陈列馆是为了纪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野鸡坪人艰苦奋

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而建立的。斫曹乡还有姚家村烈士纪念塔，为纪念在衡宝战役中英勇牺牲的11名战士所建，是湖南省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在对红色精神文化传承的同时，也推动了斫曹乡的经济发展。

• 中药材产业基础牢固持续提升斫曹区域影响力
• 斫曹乡被誉为“湘中药乡”，斫曹乡在中药材种植上有着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拥有大规模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品种达60余种，种植面积达2.8万亩。主要栽培的药材包括芍药、玄参等，形成了以中药材为主导的农业特色产业集聚区 。

• 特色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 斫曹乡拥有超过1500亩的芍药花种植基地，形成了壮观的花海景观，每年春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拍照。斫曹乡通过农旅融合，

依托芍药花基地、雄鹰露营基地，野鸡坪梯田、“三园一馆”（岩泉公园、柳岸公园、峡山生态公园、野鸡坪精神陈列馆），充实

斫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特色旅游正在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改善了人居和生态环境。

• 人才流失较为严重
• 斫曹乡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如交通设施等，这限制了乡村的发展潜力，也影响了人才的留存。斫曹乡的农村教育基础薄弱，优秀

的教育人才不断流向城市，农村专业教育生源数下滑，学生质量也明显下滑，影响斫曹乡人才培养。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斫曹乡需

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外出创业能人回村任职，改善村级班子的年龄、文化程度结构。同时，斫曹乡也需要积极发展特色产业，

如中药材种植，以及推动乡村旅游，以期通过产业发展吸引和留住人才。此外，斫曹乡还可以通过乡贤力量助推乡村振兴，乡贤们

通过捐资、投资项目等方式，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



02  上位规划传导



规划概述01

上位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分析
• 总体空间格局：
邵东市规划构建“一核三极三轴、两屏三廊三片”的国土空间
总体格局，斫曹乡位于东部城镇发展副轴附近以廉桥镇、流泽
镇、界岭镇、 斫曹乡为中心的中药材生产片区，为自然农业
型乡镇。

• 城镇体系规划：
邵东市规划为“一主五副”的城镇空间体系，斫曹乡为17个
一般乡镇之一。

• 主体功能定位：
邵东市乡镇主体功能区划分为7 个城市化地区、14个农产品主
产区、4 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斫曹乡为农业产品主产区。



上位规划传导02

落实三条控制线-邵东市规划指标传导指引分解表

乡镇名称

规划目标年

耕地保护目标（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亩）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公顷）

村庄建设用地

（公顷）

斫曹乡 ≥16452.13 ≥15518.41 97.34 ≤0.69 ≤461.93



上位规划传导02

耕地资源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与耕地后备资源最终数据以耕地保护专项规划为准

n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全乡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面积不低于

58.05亩。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按

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管控。

n 耕地后备资源：全乡划定耕地后

备资源面积2192.2亩。耕地后备

资源作为建设占用补充耕地的来源。

行政区名称 耕地保护目标
（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亩）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规模
（亩）

耕地后备资源
（亩）

斫曹乡 ≥16452.13 ≥15518.41 ≥58.05 ≥2192.2



                   03      规划内容



n 两个层次：乡域和乡政府驻地
Ø 乡域：乡域范围包括斫曹乡（上斫村、石坪村、
姚家村、十字村、檀树村、马鞍塘村、岩泉村、木口
坝村、禾塘坪村、堤塘村、野鸡坪村、长流村、梧桐
村、金盆村、群立村、大崇村、雄鹰村17个行政村）
行政管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5054.41公顷。

Ø 乡政府驻地：城镇建成区以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

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乡政府驻地涉及

村域为上斫村。

规划范围与期限01 规划范围及期限

n规划期限：2021-2035年
Ø 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

Ø 规划期限为2021年—2035年。

Ø 其中近期规划为2021年—2025年，远期规划至

2035年。



发展定位

03

总体定位：落实邵东市总规对斫曹乡主体功能定位，主体功能区类型为农产品主产区，特色类型为自然农业型。

发展目标与定位02

衔接落实邵东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依托斫曹乡现有中药材，农旅产业基
础，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与种植种类，充分挖掘斫曹乡人文旅游资源，加
强综合整治，明确四大定位，打造以中药材生产为主、乡村特色旅游为辅
的的自然农业型乡镇。将斫曹乡定位为：

全国中药材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邵阳市国土综合整治示范乡

邵东市现代农业强乡
邵东农旅融合示范乡



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与定位02

至2025年，初步建成“一心两轴多区”新格局。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水库综合治理

初有成效，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斫曹乡光伏发电项目等其他项目基本建设完成，配套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更多中小企业通过招商引资

生产入驻斫曹；启动农田整治工程，成立专业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中药材、肉牛、肉羊、蛋禽、肉禽的种养殖规模，并通过土地集中连

片流转逐步形成“种养殖-初加工-深加工-销售”一体化生产链；将省道S226作为斫曹乡人文旅游自驾路线，串联野鸡坪文化体验园、磐

石岩天坑景区、落水岩水库景区等特色旅游项目，初步形成城镇休闲旅游路线，为发展农旅产业长远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至2035年，全面建成“一心两轴多区”新格局。“三区三线”得到严格落实，乡域水系、森林、山体等生态功能得到大幅提升，资源

利用水平显著提高；斫曹乡光伏发电项目等其他项目全面运转，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一定规模，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全

面完善，“县—乡镇—社区（村）”三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构建完成；农田整治工程完成，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中药材、肉牛、肉羊、

蛋禽、肉禽等农产品产业链成熟，并形成斫曹乡特色品牌效益；斫曹乡休闲旅游路线全面建成，实现观光农业、人文旅游、工业生产等产

业融合发展。



构建 “一心两轴三区”的国土空间格局

国土空间格局03

       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为基础，统筹“水林田湖草”等保

护类要素和村镇、产业、交通等发展类要素布局构建“一心两轴

三区多点”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

“两轴”：是指S226旅游经济发展轴、乡镇综合发展轴。

“一心”：是指以长流村、上斫村为主的城镇集中发展中心。

“三区”：分别为东部特色种植发展区、西部特色旅游发展区和

北部能源经济发展区。

“多点”：即不同产业功能节点，包括特色农业产业园、工业园、

旅游景点等。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国土空间格局03

（1）生态保护区

规划将生态保护红线划入生态保护区，斫曹乡生态保护区面积97.38公顷，

占乡域国土总面积的1.93%。

（2）生态控制区

规划将公益林、天然林以及重要河流水库、湿地划入生态控制区，总面积

1469.06公顷，占乡域国土总面积的29.06%。

（3）农田保护区

规划将永久基本农田划入农田保护区，总面积15518.41，占乡域国土总面

积的20.47%。

（4）城镇发展区

规划将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划定为城镇发展区，总面积0.69公顷，占乡域国土

总面积的0.01%。主要分布于长流村。

（5）乡村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为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

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规划共划定乡村发展区 2447.72公顷，占乡域国土总

面积的 48.43%，其中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

（6）矿业能源发展区

规划将重要的采矿区和战略性矿产储量区划入矿产能源发展区，总面积 

5.04公顷，占乡域国土总面积的0.10%。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国土空间格局03

斫曹乡共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1处

p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

湖南农业学大寨典型旧址-野鸡坪

姚家村烈士纪念塔

p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

王奇公祠



构建镇村体系，明确村庄规划指引

国土空间格局03

构建“乡中心区—中心村—一般村”三级

镇村体系结构

乡中心区：主要包括上斫村。

中心村：4个，木口坝村、姚家村、长流村、

大崇村。

一般村：12个，石坪村、檀树村、马鞍塘

村、岩泉村、堤塘村、野鸡坪村、梧桐村、金

盆村、群立村、雄鹰村、十字村、禾塘坪村。



构建镇村体系，明确村庄规划指引

国土空间格局03

斫曹乡村庄类型分为农业发展类、集聚提升类、城

郊融合类、生态保护类、特色保护类五类。

农业发展类6个，包括岩泉村、禾塘坪村、堤塘村、

金盆村、檀树村、姚家村。

集聚提升类2个，包括十字村、木口坝村。

城郊融合类3个，包括长流村、大崇村、上斫村。

生态保护类5个，包括马鞍塘村、梧桐村、雄鹰村、

石坪村、群立村。

特色保护类1个，为野鸡坪村。



建设用地布局

国土空间格局03

n 规划至2035年，斫曹乡建设用地总面

积477.93公顷，主要包括城镇建设用

地面积0.69公顷、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438.83公顷、区域基础设施用地面积

22.49公顷、其他建设用地15.92公顷。

n 规划预留建设用地指标23.10公顷，

村民建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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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

           乡镇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表

地类
2020年（基期年） 2035年（目标年）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国土总
面积

农用地

农用地合计 4253.64 84.16 4251.65 84.12 

耕地 1097.94 21.72 1106.23 21.89 

园地 65.27 1.29 62.45 1.24 

林地 3042.69 60.20 3035.23 60.05 

草地 47.74 0.94 47.74 0.94 

建设用
地

建设用地合计 474.51 9.39 477.93 9.46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 0 0.00 0.69 0.01 

村庄 441.35 8.73 438.83 8.68 

合计 441.35 8.73 439.52 8.7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17.24 0.34 22.49 0.44 

其他建设用地 15.92 0.31 15.92 0.31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39 0.77 41.63 0.82 

自然保
护用地

合计 125.04 2.47 124.79 2.47 

湿地 0 0.00 0 0.00 

陆地水域 125.04 2.47 124.79 2.47 

其他 其他土地 162.22 3.21 158.41 3.13 

合计 5054.41 100.00 5054.41 100.00 

 



综合交通规划

国土空间格局03

n 交通网路组织

Ø构建高效便捷、城乡一体化公路网络：

Ø省道。规划对S226按照二级公路标准进行提质

改造。

Ø县道。规划保留县道X007、X015、X018，未

来按照三级公路标准进行提质。

Ø乡道。规划对乡域农村公路进行提质升级，实施

“四好农村”公路建设；规划新修村道连通S226

八老公路至磐石岩天坑，形成一条旅游公路；同

时规划一条游步道连通天坑至长流村，打通旅游

步行路线。



综合交通规划

国土空间格局03

n 交通基础设施

Ø交通场站。加强乡政府驻地与其他区域的交通联系，新

增斫曹乡客运站，布置于长流村片区南部；落实上位规划

（邵东市“十四五”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项目），

规划新增交通服务站建设1处，位于长流村八老公路旁。

Ø加油（气）站。保留长流村片区加油站1处。

Ø停车场。规划在乡域范围内新增4处停车场，分别位于

雄鹰村银杏露营基地、长流村村委旁、野鸡坪村梯田基地、

堤塘村磐石岩天坑S226入口处，并配套修建充电桩。

Ø充电桩。规划在长流村片区新增充电桩集中场所，位于

停车场。

Ø旅游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充分考虑斫曹乡旅游发展要求，

优化旅游线路，完善旅游交通引导标识系统，增设游步道、

骑行道、驿站等配套设施。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国土空间格局03

n 公共管理设施
规划设农村综合服务平台，规划新建上斫村、长流村、姚家村、石坪村、

马鞍塘村、岩泉村、梧桐村、群立村、金盆村、十字村、木口坝村、禾塘
坪村、大崇村村部，保留其他各村村部。

n 教育设施
保留乡域中学1所、幼儿园1所、小学5所，对乡域内学校现有教学设施

进行提质改善。

n 文体设施
长流村片区规划一处室内文化活动中心，位于长流村农贸集市附近；在

室内文化活动中心旁规划新增1处室外文体活动广场，配套各健身、体育
器材，用于日常健身、娱乐。

n 医疗设施
规划改善斫曹乡医疗条件，提高服务质量。规划在禾塘坪村、大崇村、

木口坝村新建卫生室，并与村部合建。

n 社会保障规划
规划新增一处老年活动中心，位于长流村文化活动中心旁，便于养老医

疗服务；

n 商业设施规划
长流村片区规划新建1处农贸市场，位于长流村片区东南部，建设干净、

整齐的市场环境，并配套停车场等相关公共设施；规划对现有禾塘坪村和

上斫村农贸集市进行提质完善；规划新建游客服务中心4处，分别位于大

崇村、檀树村、雄鹰村、梧桐村。



完善基础设施配置

国土空间格局03

n 供水设施规划

规划保留现状斫曹乡自来水厂，设计斫曹乡水厂规模为1600m3/d，位于群

立村，乡政府驻地由水厂集中供水，规划将岩泉村、和塘坪村、堤塘村纳入自

来水厂管网范围。

n 排水设施规划

规划新建污水处理厂，位于乡政府驻地北部靠近变电站处，用地面积0.55公

顷，规划近期规模为0.04万m³/d，远期规模为0.1万m³/d；新增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设施及排污口，加强企业废水处理；规划在乡域内各村新建和完善污水处

理设施。

n 供电设施规划

规划保留位于乡政府驻地北部的35kv输变电工程；规划保留乡政府驻地现

状35kv电力线和高压电力线走廊架空通道。

n 能源设施规划

规划落实娄邵永成品油输油管建设项目。规划近期保留斫曹乡境内液化气站，

远期以管道天然气为主。

n 通信工程规划

保留现状邮政所1处，位于上斫村。规划在长流村片区新增一处邮政所，位

于农贸集市旁。

n 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规划在长流村片区西部新增一处垃圾中转站，用地面积0.16公顷，同时完善

镇域垃圾收集体系。



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国土空间格局03

防洪：斫曹乡防洪标准采用20年一遇，远景按50年

一遇，排涝标准为10年一遇。

抗震规划：抗震设防标准为6度设防。学校、医院等

重要工程及生命线工程可在建设时适当调高抗震标准，

按7度进行设防。

消防规划：统筹规划村镇消防安全布局，积极加强各

村消防通道和水源建设。

应急保障:
规划主要道路为疏散通道，在乡政府设置防灾指挥中

心，卫生室设应急救援中心，设文化活动广场以及各

村村委会广场为固定避难场所，充分利用停车场、田

野、绿地等开敞空间作为应急避难场所，并配置防灾

物资。



详规编制单元划分

国土空间格局03

规划按村行政区进行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共划分

18个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其中村庄规划编制单元17个，

乡政府驻地详细编制单元1个。其中乡政府驻地详细编制

单元主要涉及长流村。



乡镇风貌设计指引
n总体要求。保留并传承当地特色建筑，提取相关特色元素、颜色、结构形式等，对乡镇沿街立面进行

提升改造，形成地域特色鲜明且和谐统一的建筑风格。注重建筑周边场地及广场特色景观的点缀，侧面

烘托建筑地域特色。依托斫曹乡的自然山水格局，深挖特色，保护并传承历史文化资源，规划形成“红

色传承，生态农旅小镇”的整体风貌定位。斫曹乡乡域形成“一核一轴一带三区”的景观风貌结构。

“一核”指斫曹乡乡政府驻地，作为乡域核心，集中展示城镇风貌；“一轴”为S226风貌轴，串联乡

域主体风貌；“一带”分别为精品农旅路线风光展示带；“三区”分别为特色旅游风貌区、农旅融合风

貌区、红色文化风貌区。

n乡政府驻地设计指导。重点考虑镇驻地原有的空间肌理格局，使镇建设始终具有历史性及传承性，同

时又展现一定的时代精神风貌。商业建筑可以群体组合为主，结合轴线进行组织；注重各体块间的协调，

建筑形体变化丰富，体量不宜过大。以现代建筑为主，同时融入地方特色，形成简约、实用，但又富有

文化底蕴的建筑风格。

n乡村设计指引。结合乡村生产生活等空间要素特征，挖掘斫曹乡特色，延续山水田园风貌，大力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从乡村空间格局、建筑风貌、景观风貌、标识系统、村民建房五个方面进行

管控引导。

乡镇风貌设计指引04



斫曹乡-乡政府驻地规划05

底线管控

n 城市绿线管控：本次规划划定污水处

理场、变电站、垃圾中转站周围的防

护绿地等为绿线管控范围，控制面积

为0.7公顷。

n 城市黄线管控：本次规划将斫曹乡城

市黄线管理范围分为交通设施、市政

设施，其中交通设施主要有客运站、

公共停车场、加油站等，市政设施主

要有长流村片区北部的污水处理厂和

变电站、中西部的垃圾中转站等，控

制面积为1.81公顷。

n 城市蓝线管控：本次规划将乡政府驻

地的柳岸公园水体部分纳入城市蓝线

管控范围，控制面积为2.32公顷。



斫曹乡-乡政府驻地规划05

道路交通规划

n 道路交通规划

乡镇道路分为主干路、次干路、支路3个等级。

优化路网结构，形成等级结构合理、循环畅通衔接的

道路网络。规划构建“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三级道路

体系。

n 过境公路和主干道。过境公路和主干道在城镇道路

网中起骨架作用，规划道路红线宽度12米宽，长流

村片区过境公路为省道S226。规划上斫村片区形成

“一横一纵”的主干道网络，“一横”为邮政所旁

的东西向道路，“一纵”为通向乡政府的道路。

n 次干道。次干道作为城镇功能组团之间联系通道，

起到集疏交通流的作用，主要为长流村片区东部和

乡政府旁南北向道路，规划道路红线8米宽。

n 支路。支路道路红线规划5米宽，为主次干路与街坊

路的连接线,解决局部交通问题,以服务功能为主。



斫曹乡-乡政府驻地规划05

道路交通规划

交通设施规划

n 对外交通场站规划。规划于长流村片区最南端新建1处

客运站，面积0.51公顷。

n 社会停车场规划。规划新建2处社会公共停车场，其中1

处位于长流村村部旁、1处位于农贸集市旁，同时在停

车场设置新能源电车充电桩。

n 加油站规划。规划保留长流村现状1处加油站。



n长流村片区规划

规划污水处理厂

规划留白用地

规划广场、文化活动中心、停车场
农贸集市、商业街、老年活动中心

规划客运站、充电桩

规划留白用地

规划新修道路

规划1处停车场



n乡政府驻地规划











近期建设项目
06 重点项目计划

斫曹乡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1 交通

乡村道路建设、呼南高铁（邵东段）工程、斫曹

乡客运站建设、S226提质建设工程、邵东市“十四

五”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项目（交通服务

站建设）

2 能源
大唐华银光伏发电项目、邵东天台山风电场建设

工程、娄邵永成品油运输管道建设

3 民生

规划新建上斫村、长流村、姚家村、石坪村、马

鞍塘村、岩泉村、梧桐村、群立村、金盆村、十

字村、木口坝村、禾塘坪村、大崇村村部、斫曹

乡污水处理站建设、斫曹乡农贸集市建设、岩泉

村、和塘坪村、堤塘村自来水厂管网建设项目

4 产业
斫曹乡众升纸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野鸡坪精神

陈列馆建设项目

5 电力 斫曹35千伏输变电工程、110kv电力线建设项目

6 旅游

磐石岩天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及停车场建设、磐

石岩天坑景区游步道建设、野鸡坪精神纪念陈列

馆及停车场建设、银杏露营基地停车场建设工程

7

国土综

合整治

项目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