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手册

村庄规划怎么编？

提供村庄规划全过程全要素指导，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域用地的开发保护活动依据村庄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内村域用地的开发保护活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

 规划期限：
规划近期 规划中期 规划远期

2027年 2030年 2035年

村庄规划是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唯一的法定详

细规划，是村域内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

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

村庄规划是什么？

我这几天看到村
口贴了几幅画，
没看懂，你知道
村庄规划是干什
么的吗？

我知道啊，前几天村委开会宣传
了，村庄规划是国家的法定规划
，是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我
们村搞开发保护、各项建设的法
定依据。

村庄规划很有用，我们村正在编
制，让大家提意见，我们可要好
好参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

科学编制村庄规划，可
以指导村里合理的搞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 !

以后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
保护，都要符合我们村的村
庄规划。再申请个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才能搞建设 !

规划报批阶段 批前公示提意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

参与方案讨论，确定规划目标，解决关键问题

填写调查问卷、参与访谈，提出规划建设需求

几家凑个几十亩的
果林，搞个水果采
摘园怎么样？

村里哪里可

以盖房子啊？

现状调查阶段

规划编制阶段

村庄规划纳入
村规民约

能否新增一个
老人活动中心？

接下来讨论村庄规划
方案，进行审议表决

村庄规划管哪里？ 村民怎么参与？

第一类 重新编制类

第二类 规划修改类

适用于有较多开发建设、修复
整治需求的村庄编制实用性村
庄规划。

适用于落实近期开发建设需求，
仅局部调整村庄规划的情形。

适用于近期开发建设需求小或
条件有限的村庄，简化村庄规
划成果。

规划主要内容纳入村规民约规划公告阶段

经审批的村庄规划成果，可作
为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依
据之一。

因地制宜编制村庄规划

第三类 通则管理类

村庄规划由镇（街）组织编制，报区政府审批。

我们村怎么发展，每
个人都来讲两句吧。



教育机构

行政管理

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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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

商业服务

市政设施

环境卫生

交通设施

 挖掘潜力和优势，找出问题和

短板。

 确定村庄发展重点和方向，制

定村庄发展、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人居环境整治目标。

1. 理清思路：分析优劣势，制定村庄发展目标

村庄规划怎么用？

指导南沙村庄规划科学高效编制，增强村庄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力

定目标 谋发展

优设施

保需求

定实施

蕴乡愁

村庄规划编什么？

望未来
重安全

 结合村民需求，考

虑村庄的发展水平，

保障近期推进的农

民建房、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和产

业项目等用地需求。

3. 保障需求：保障村民和村庄发展合理用地需求 5. 提升风貌：特色塑造让乡村留住乡愁

8. 行动计划：明确近期内需要开展的建设行动

 结合村民迫切需求和村庄发展水

平，明确近期急需推进的各类项

目在哪里建、建多大、谁负责建

和怎么建等。

分析村域内灾害隐患，划定风险控制线并标识灾害安全防护范围，
提出农村建房安全管理要求以及预防和应对各类灾害危害的措施。

7. 重视安全：预防为主，防、治、避、救相结合

6. 构建未来：打造未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场景

 鼓励围绕“宜居、创

新、智慧、绿色、人

文、韧性”理念要求，

学习浙江省“未来乡

村”规划与建设经验，

应用推广前沿技术，

重塑未来乡村生产生

活生态场景。

 保护并利用乡村历史文化资源，

营造特色历史风貌，通过文化

印记保护留住“乡愁”。

 通过对乡村格局、大地景观、

公共空间、农业设施以及农房

风貌的引导，营造岭南特色乡

村风貌，提升环境品质。

 按照上位规划确定的配套标准和村民意愿，对现状配套设施

进行评价，依据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合理布局行政管理、

公共服务、教育机构、文化科技、医疗卫生、体育、社会保

障、环境卫生、交通、园林绿化、市政、商业服务等设施。

4. 改善设施：合理布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

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河道管

理线等管控底线，结合土地综

合整治，优化生态空间、农业

空间和建设空间布局，塑造良

田集中连片、村庄布局优化、

产业集聚发展、生态健康优美

的乡村格局。

2. 优化布局：保护生态、耕地，引导村庄建设适度集中

查询图纸和规划手册，了解村庄哪里可以建设、哪里不可

建设、建设什么项目、在什么位置。

村民使用简化图纸

村
规
民
约

基本农田不建设，生态红线不开发。
一户一宅严落实，历史建筑不乱拆。
住房不超高建设，占地不超八十方。
人畜分离讲卫生，爱护设施人有责。
防灾减灾要重视，公共场所保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