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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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发展问题与优势

n 乡镇问题
• 产业规模较小

流泽镇的产业发展目前尚未达到预期的规模，缺乏足够的集中度和规模效应，各大项目建设多零散分布于镇域内，这限制
了其整体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 存在自然灾害风险
流泽镇过去处于邵东市10个地质灾害易发区之一。局部还存在部分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问题，其中灾害主要位于流

泽镇北部、中南部，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限制了该区域的发展。

• 人居环境品质有待提升
流泽镇公共服务设施基本能够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基础服务设施有待完善的情况，例如：学校基础

设施有待改善、医疗资源较为紧张并且卫生院规模较小、缺乏集中管理的客运站。



规划概述01

机遇和挑战

• 区域发展战略带来新机遇
流泽镇位于邵东市国土空间规划北部重点发展轴和东部城镇发展副轴的交汇处，在邵东市国土空间规划中定位为重要的

产业发展型乡镇、农产品主产区。这一战略位置不仅凸显了流泽镇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而且为其未来的产业发展和城
镇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 产业基础牢固，产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流泽镇过去以坚实的玉竹、杨梅、金银花产业基础，引领着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如今流泽镇产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产

业发展步入新阶段。玉竹产业、杨梅产业、金银花产业，作为流泽镇的传统优势，已经形成了从种植到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
另外，流泽镇大力推广发展羊肚菌种植产业，采用“稻+菌”轮作模式，带动村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未来，
流泽镇将大力发展富硒产业，提升富硒食品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富硒康养服务产业以及与富硒相关的大健康产业。
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发展，流泽镇正着力发挥“中国玉竹之乡”“流泽杨梅””富硒流泽“的品牌效益，加速推进玉竹、
杨梅、金银花、羊肚菌、富硒产业发展，优化产业链，提高产品品质。在工业方面，流泽镇大力发展打火机产业和铝业，形
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促进流泽镇当地经济发展。

• 区位交通便利，经济贸易加速流动和发展
流泽镇位于邵东东北部，是湖南“3+5”城市群辐射湘西区域的重要节点，也是邵阳东部地区承接长株潭的重要门户。流

泽境内有两条省道穿过，不仅为流泽带来了交通的便利，更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快速流动，为镇域的经济发展注入
了活力。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得流泽镇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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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泽镇位于北部重点发展轴附近以流光岭、团山、
廉桥、杨桥为中心的黄花生产片区，同时位于由八老线串联的
东部城镇发展副轴上，为承接邵东玉竹、中药材标准化栽培示
范园的多点建设的产业发展型乡镇。
• 城镇体系规划：
邵东市规划为“一主五副”的城镇空间体系，流泽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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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泽镇为农业产品主产区。
• 产业发展规划：
邵东市规划整体形成“一核、两轴、多点”的产业空间格局；
第一产业：流泽镇规划建设10 大特色农业产业园之一——玉
竹、中药材标准化栽培示范园。以流泽镇、廉桥镇为基础建立
玉竹种植基地和草本药材产区，以廉桥镇“南国药都”市场、
流泽镇玉竹集散地交易中心为重点，全力争创国家现代农业
（中药材）产业园。
第二产业：邵东市规划为“一区三园五片”工业发展格局，流
泽镇为五片之一——中药材生产片区。
第三产业：重点发展杨梅、玉竹、羊肚菌、富硒、金银花产业，
带动流泽镇农旅产业和富硒康养服务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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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泽镇 ≥22234.74 ≥20890.01 ≥83.10 ≤101.60 ≤8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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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面积不低于

1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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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划定耕地后

备资源面积24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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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泽镇 ≥22234.74 ≥20890.01 ≥139.2 ≥2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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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三个层次：镇域、城镇开发边界和镇政府

驻地
Ø 镇域：镇域范围包括流泽镇（星火村、六合亭村、
吉星村、明星村、两兴村、斤冲村、新爱村、龙建村、
杨柳村、金石村、春龙村、中益村、大龙村、山龙村、
文明岭村、阳合村、流泽村、仁泉新村、仁家坪新村、
乾坤头村、大塘村、杨梅村22个行政村和大坪居委会）
行政管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5331.3公顷。

Ø 城镇开发边界：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101.60公顷。

Ø 镇政府驻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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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驻地包括

大坪居委会村域，总面积128.4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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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邵东市总规对流泽镇主体功能定位，主体功能区类型为农业产品主产区，特色类型为产业发展型。

发展目标与定位02

衔接落实邵东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依托流泽镇现有玉竹、杨梅、金银花、
羊肚菌种植产业基础，充分挖掘流泽镇发展潜力，扩大种植规模与种植种
类，发展富硒产业，明确五大定位，打造以中药材生产为主、特色种养殖
业为辅的的产业发展型乡镇。结合当地基础资源特色，确定流泽镇功能定
位为：

湖南省农业强镇
邵东市经济重点镇

中国玉竹之乡
全域中药材交易集散地
湖南富硒产业新兴镇



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与定位02

至2025年，初步建成“两轴一核多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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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矿山、

水库综合治理初有成效，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流泽镇玉竹、中药材标准化栽培示范园、流泽镇轻工业园（打火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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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启动农田整治工程，成立专业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羊肚菌、精品水

果、肉牛、肉羊、渔业的种养殖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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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富硒产业，

初步形成产业链条。以流泽杨梅助销活动为核心，初步形成城镇精品水果采摘销售路线，为发展农旅产业打下良好基础。

至2035年，全面建成“两轴一核多区”新格局。“三区三线”得到严格落实，镇域水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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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泽镇玉竹、中药材标准化栽培示范园、流泽镇轻工业园全面运转，现代化产业体系极具规模，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依托邵东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往来，开拓海外市场，推动打火机制品、铝制品等产品“走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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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肚菌、精品水果、肉牛、肉羊、渔业

等农产品产业链成熟，玉竹、中药材标准化栽培示范园已全面建成，并形成流泽镇特色品牌效益；富硒食品形成完整产业链条，富硒产业

园全面建成，富硒康养服务产业以及与富硒相关的大健康产业形成一定规模。杨梅采摘休闲旅游路线全面建成，实现观光农业、红色旅游、

人文旅游、工业生产等产业融合发展。

至2050年，全面建成区域辐射力显著的现代化乡镇。综合型小镇全面建成，民生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乡村地区基本实现集约发展，

传统历史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弘扬；工农旅深度融合；流泽镇现代农业（中药材）产业园、轻工业园、富硒产业园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全

面提升，对区域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构建 “两轴一核多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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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

等保护类要素和村镇、产业、交通等发展类要素布局构建

“两轴一核多区”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总体格局。

“两轴”：是指S333城镇发展主轴、S226产业发展主轴。

“一核”：是指以大坪居委会、流泽村为主的城镇集中发

展中心，同时也作为乡镇的生活服务中心、商贸物流中心、

中药材生产加工中心。

“多区”：分别为东南部特色种植发展区、东北部商品经

济发展区、西部中药材综合生产区、北部特色养殖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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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泽镇生态保护区面积0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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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33公顷，占镇域国土总面积的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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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67公顷，占镇

域国土总面积的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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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1公顷，

占镇域国土总面积的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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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9.85

公顷，占镇域国土总面积的5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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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7公顷，占镇域国土总面积的0.67%。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国土空间格局03

流泽镇共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

p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

   李寿轩故居

   文明烈士纪念塔



构建镇村体系，明确村庄规划指引

国土空间格局03

构建“镇区—中心村—一般村”三级镇村

体系结构

镇区：主要包括流泽村和大坪居委会。

中心村：3个，龙建村、杨梅村、两兴村。

一般村：18个，斤冲村、新爱村、大塘村、

两兴村、明星村、吉星村、六合亭村、仁泉新

村、乾坤头村、中益村、山龙村、星火村、大

龙村、文明岭村、阳合村、龙建村、金石村、

春龙村、杨柳村、仁家坪村。



构建镇村体系，明确村庄规划指引

国土空间格局03

流泽镇村庄类型分为城郊融合类、农业发展类、

集聚提升类、生态保护类四类。

农业发展类12个，吉星村、明星村、大塘村、

新爱村、斤冲村、星火村、大龙村、文明岭村、阳

合村、龙建村、金石村、春龙村。

城郊融合类1个，为流泽村。

集聚提升类7个，仁泉新村、六合亭村、仁家坪

新村、两兴村、乾坤头村、杨柳村、杨梅村

生态保护类2个，中益村、山龙村



建设用地布局

国土空间格局03

n 规划至2035年，流泽镇建设用地总面

积991.75公顷，主要包括城镇建设用

地面积101.60公顷、村庄建设用地面

积802.34公顷、区域基础设施用地面

积33.60公顷、其他建设用地54.21公

顷。

n 规划预留建设用地指标2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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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期内面
积增减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国土总
面积

农用地

农用地合计 3896.33 73.08 3879.34 72.77 -16.99 

耕地 1484.93 27.85 1497.55 28.09 12.62 
园地 236.48 4.44 233.75 4.38 -2.73 
林地 2149.51 40.32 2122.63 39.81 -26.88 
草地 25.41 0.48 25.41 0.48 0.00 

建设用
地

建设用地合计 983.41 18.45 991.75 18.60 8.34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 91.47 1.72 101.60 1.91 10.13 
村庄 806.57 15.13 802.34 15.05 -4.23 

合计 898.04 16.84 903.94 16.96 5.90 
区域基础设施

用地 25.23 0.47 33.60 0.63 8.37 

其他建设用地 60.14 1.13 54.21 1.02 -5.93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67.65 1.27 81.71 1.53 14.06 

自然保
护用地

合计 216.67 4.06 213.89 4.01 -2.78 

湿地 0.16 0.00 0.16 0.00 0.00 
陆地水域 216.51 4.06 213.73 4.01 -2.78 

其他 其他土地 167.24 3.14 164.61 3.09 -2.63 

合计 5331.3 100.00 5331.30 1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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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提质改造S333和S226（八老线），对其

按二级公路标准进行提质改造，最低车道数量要求为双

向两车道，行车限速为40km/h-80km/h。

Ø县道。规划新建一条县道（昭阳大道-S226），未来

延伸至杨梅村；中长期按照三级公路标准进行提质，实

现区域交通优化。

Ø乡道。规划现状乡道扩容提质，沟通各村、连接镇政

府驻地的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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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镇政府驻地与其他区域的

交通联系，新增一处流泽镇客运站，布置于

大坪居委会，占地0.65公顷。规划新增一处

国省干线服务站位于两兴村。

Ø加油（气）站。保留镇域范围内加油站2

处，分别位于仁泉新村和大坪居委会。

Ø停车场。规划在镇政府驻地预留3处停车

场，分别位于玉竹现代产业园旁、大坪居委

会村委会旁、镇政府驻地东部集中居住区。

规划在流泽村预留两处停车场。

Ø充电桩。规划镇政府驻地规划新增3处充

电桩集中场所，位于停车场。

Ø旅游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充分考虑流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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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行政办公服务系统，引导各站所集中集约办公。设农村

综合服务平台，规划新建六合亭村村部，保留其他各村村部。

n 教育设施
镇域内保留现有中学1所、小学6所、幼儿园2所，规划在大

坪居委会新建宏源幼儿园。

n 文体设施
镇政府驻地内规划两处体育健身广场，分别位于哈博幼儿园

旁和镇政府驻地东部集中居住区停车场旁；规划将老政府改造
为文化活动室，外设文化广场。镇域内各村规划完善文体广场
和文化活动室并配套体育器材。

n 医疗设施
规划新建一处卫生室，位于六合亭村；规划扩建流泽镇卫生

院，打造医养结合模式。

n 社会保障规划
规划在流泽村新建“神话养老院”；重点村及一般村保留现

有养老设施并进行提质改造，升级相关设备，其他村可根据自
身经济条件配置设置小型老年活动中心，可与村庄综合服务平
台联合设置。

n 商业设施规划
中心镇政府驻地规划对现有农贸集市进行提质改造，建设干

净、整齐的市场环境。重点村及一般村做好涉农物资商业服务

设施、小额零售设施、日常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以方便村民

生产生活。



完善基础设施配置

国土空间格局03

n 供水设施规划

保留流泽镇现有一个水厂，规划扩建流泽镇水厂规模，设计水厂规模为0.3万

m³/d，规划远期实现农村自来水普及率100%。

n 排水设施规划

规划新增一处污水处理厂位于流泽镇大坪居委会，规划污水处理厂近期规模为

1000m3/d，远期为1500m3/d；

n 供电设施规划

衔接落实上位规划，规划保留流泽镇现状35kv变电站，新建流泽镇110kv变电站，

通过镇政府驻地供电所及各村设立的变压器，向外输送电力。落实上位规划完善电

网结构，规划保留现状110kv电力线2条，35kv电力线2条。

n 能源设施规划

保留已经铺设好的天然气管道，分别位于大坪社区、流泽村、仁泉新村、六合亭

村、仁家坪新村、星火村、明星村、吉星村、斤冲村等村，规划在其他村铺设燃气

管道，远期以管道天然气为主。

n 通信工程规划

流泽镇5G信号已经覆盖全镇，规划对镇域现有电话、网络、有线电视线路进行

完善，加快光纤到村，促进农村地区信息化。

n 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规划优化完善镇域垃圾收集体系；规划大坪居委会垃圾中转站建设，完善镇域

垃圾收集体系。至2035年，每个行政村至少有一个公共厕所，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100%。



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国土空间格局03

防洪：流泽镇防洪标准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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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政府设置防灾指挥中

心，卫生院设应急救援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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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其中村庄规划编制单元21个，镇政府驻地

详细编制单元1个。其中镇政府驻地详细

编制单元主要涉及大坪居委会、流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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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流泽镇的自然山水格局，深挖特色，保护并传承历史文化资源，规划形成“绿

色宜游、田园风光小镇”的整体风貌定位。流泽镇镇域形成“一核两轴两区”的景观风貌结构。“一核”

指流泽镇镇政府驻地，作为镇域核心，集中展示城镇风貌；“两轴”为S226和S333风貌轴，串联乡域

主体风貌；“两区”分别为田园观光风貌区、农旅融合风貌区。

n镇政府驻地设计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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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流泽镇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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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泽镇-镇政府驻地规划05

底线管控

n 城市绿线管控：本次规划镇政府驻地划定休

闲公园，重点市政设施、道路、工业区防护

绿地等为绿线管控范围，控制面积0.48公顷。

n 城市黄线管控：本次规划将流泽镇镇政府驻

地划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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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停车场等，市政设施主要有镇政府驻地西

部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中转站。控制面积为

约为1.55公顷。

n 城市蓝线管控：本次规划镇政府驻地集中建

设区内公园水体、水渠，控制面积为约为

0.19公顷。



规划玉竹现代产业园交易展示街

规划玉竹现代产业园厂房

规划玉竹现代产业园科研、商业
用地，4.25公顷

规划玉竹现代产业园仓储
物流用地

规划停车场

规划商业街

保持现状林地，打造郊野公园

规划卫生院扩建

规划客运站

规划留白用地

规划污水处理厂

新仁铝业新增居住用地

规划为留白用地

规划停车场

规划休闲文化广场

新仁铝业新增居住用地

规划便民健身广场

规划1处文化活动中心



流泽镇-镇政府驻地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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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驻地道路总长 1 7 . 1 2 K m， 道 路 网 密 度

13.16km/km2。其中主干路总长4.46Km，次干路总长

3.69Km，支路总长5.01Km。

——主干道。主干道在城镇道路网中起骨架作用，规划

道路红线宽度16-18米宽，形成“一横一纵”的主干道

骨架。“一横”即省道S333，“一纵”即省道S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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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县道X001以及连接省道

S226和的多条东西向道路，规划道路红线12-18米宽。

——支路。支路道路红线规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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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泽镇-镇政府驻地规划05

道路交通规划

交通设施规划

n 对外交通场站规划。规划于卫生院斜对面新建客运站，

面积0.65公顷，配套设置新能源电车充电桩。

n 社会停车场与充电桩规划。规划新建3处社会公共停车

场，分别位于镇政府驻地玉竹现代产业园附近、镇政府

驻地东部集中居住区以及镇政府驻地对面大坪村居委会

旁边，同时在客运站配套设置新能源电车充电桩。

n 加油站规划。规划保留镇政府驻地现状1处加油站。







近期建设项目
06 重点项目计划

流泽镇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1 交通

S226提质改造、S333提质改造、昭阳大道-S226段

建设项目、流泽镇污水处理厂进场道路建设项目、

八老公路附属设施建设项目、流泽客运站建设项

目

2 能源 邵东-双峰输气管道工程(邵东市段)

3 民生

六合亭村部建设项目、宏源幼儿园建设项目、龙

陂农贸市场建设项目、星火村安置点建设项目、

两兴村服务站建设、李寿轩故居修缮工程

4 产业

凯兴砖厂建设项目、章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项目、玉竹现代特色产业园建设项目（科研园建

设、育种大棚建设）、新仁铝业科研大楼建设项

目、邵东大能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新建扶贫车间项

目

5 环保 流泽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6
生态保

护修复

阳合村矿涌水处理厂建设项目、邵东市流泽镇矿

涌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历史遗留矿山修复

工程、流泽镇关停煤矿污染综合整治项目

7

国土综

合整治

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邵东市2024年第六批次建

设用地增减挂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