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蛟河市天北镇土顶子村村庄规划（2023-2035 年）》

规划公示

一、现状概况

土顶子村隶属于蛟河市天北镇，位于天北镇南部，全村下辖土顶

子屯、老殷家屯、杨家粉坊屯、梁家屯，共 4 个自然屯，幅员面积

1043.22 公顷。土顶子村南与天岗镇永丰村、永胜村接壤，北与劳动

村、永进村相邻，东临兴隆村、高台沟村，西连富岗村。村域内有一

条村道主路由南向北延伸出村域，北至天北镇镇区，土顶子村距天北

镇政府直线距离约 4.6km，距蛟河市区直线距离约 48km，距吉林市直

线距离越 32km，距省会长春市直线距离约 125km。

天北镇土顶子村地处地山丘陵区。

气候类型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大风，

夏季热而多雨，秋季凉爽多晴朗天气，冬季漫长而寒冷。年平均气温

2.6℃。无霜期 125 天左右，降雨集中在 7、8 月份，雨热同期，满足

一般农作物生长。

根据转换后基数统计结果，土顶子村村域国土空间总面积1043.22

公顷。其中主要用地类型：耕地282.27公顷，占比27.06%；林地655.37

公顷，占比 62.52%；草地 11.29 公顷，占比 1.08%；建设用地 37.39

公顷，占比 3.58%（其中农村宅基地 30.65 公顷）；陆地水域 24.01

公顷，占比 2.30%；（详见附表 1）

生态空间。包括林地、草地、陆地水域等，占地面积 690.67 公顷，



占村域国土空间比重 66.21%。

农业空间。包括耕地、园地等，占地面积 303.34 公顷，占村域国

土空间比重 29.08%。

建设空间。包括城镇住宅用地、农村宅基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

用地、农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农村工矿用地、农村公用

设施用地、对外交通设施用地、水工设施用地等，占地面 37.39 公顷，

占村域国土空间比重 3.58%。

二、规划定位

遵循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并重，“保护与开发相得益彰”原则，通

过对农业资源、特色养殖资源及生态林业资源的挖掘与整合，延长产

业链，实现三产深度融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村庄类型：集聚提升类村庄。

总体定位：以农业种植产业、畜禽养殖产业为主，农副产品收储加

工、林下经济产业为辅的农牧型美丽乡村示范村。

规划结合道路交通体系和新增产业项目，形成“一轴、一核、多点”

产业发展格局，依托村内主路为产业发展轴线，以村委会所在地为产

业发展核心，建设农业种植示范基地、特色养殖发展基地、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基地、林下经济基地，因地制宜，多点发展。通过村庄产业

结构及空间优化，引入资金和创业项目，带动农民返乡创业与共同富

裕。

三、规划指标

规划提出以“全域、全要素管控-品质提升-特色发展”为核心的



指标体系。按照《吉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要求，规划形成

27项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 9项，预期性指标 18项。详见天北镇土

顶子村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表。（见附表 2）

常住人口。规划到 2025 年 222人，2035 年 212人。

户籍人口。规划到 2025 年 606人，2035 年 578人。

耕地保有量。规划到 2025 年 282.39 公顷，2035年 282.39公顷。

建设用地规模。规划到 2025年 38.12公顷，2035年 38.12公顷。

林地保有量。规划到 2025 年 655.37 公顷，2035年 655.37公顷。

草地保有量。规划到 2025 年 11.29公顷，2035 年 11.29公顷。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规划到 2025 年 0 公顷，2035 年 0 公

顷。

规模化畜牧养殖用地规模。规划到 2025年 7.93公顷，2035年 7.93

公顷。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规划到 2025年 629平方米，2035 年 659

平方米。

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规划到 2025年 2.2平方米，2035 年 2.2

平方米。

农村宅基地规模。规划到 2025 年 29.31 公顷，2035 年 29.31 公

顷。

人均公共服务设施面积。规划到 2025年 5.61平方米，2035年 5.88

平方米。

备注：待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完成后，规划控制指标会做相



应调整。

四、管控边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控

落实吉林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定成

果，以现有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为基础，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规划至 2035 年土顶子村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217.53 公顷，

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77.03%，覆盖村庄大部分耕地区域。

村庄建设边界管控

在满足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空间等区域的生态保护要求基础

上，优化村庄形态和布局，引导基础设施与村庄布局紧密结合、集聚

发展。结合宅基地、集体土地确权、三调数据等基础数据，划定土顶

子村村庄建设边界范围面积 32.91 公顷。

河湖水库水管理范围线

规划按照水利部门划定及村域内其它水系管理范围线实施规划管

理。

五、规划分区与建设地块管控

全村域划分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

区。

1、生态控制区将生态保护区外的林地、草地和水系用地划入生态

控制区，实施高于林业发展区的生态管控要求，区域面积 690.68 公

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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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区域。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用、破坏，未经批准不得进行破



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

填湖。除国家、省级批准项目外，原则上禁止非生态功能项目建设。

鼓励积极开展森林抚育，采用封山育林、补植等手段继续强化森林

植被水源涵养功能。允许适当发展自然生态旅游、文化景观旅游等

产业。

2、农田保护区将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的耕地化为农田保护区，面

积 217.53 公顷，是指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覆

盖村庄部大部分耕地区域。禁止在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

挖砂、挖塘养鱼、采石、采矿、取土、发展林果业、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

用或改变用途。禁止闲置、荒芜基本农田，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

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施用有机肥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

3、一般农业区将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外的耕地划入一般农业区，面

积 85.93 公顷，是指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

域。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用的，应提出申请，经村委会审查

同意出具书面意见后，报天北镇自然资源部门按程序办理相关用地

报批手续。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禁止占用耕地建審、建

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釆石、采矿、取土、挖田造景造

湖、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等。从严控制一般农业空间转为城镇空间，

允许符合要求的交通、水利、能源、基础设施、社会公益、民生等

项目使用乡村振兴预留指标建设。

4、村庄建设区村庄内建设用地划为村庄建设区，规模为 32.91 公



顷，根据具体建设地块设计管制规则。村庄建设边界原则上不得调

整，确需调整的按照规划修改程序进行，鼓励已经进城农民有偿退

出宅基地，村民住宅建筑高度、密度、容积率、风貌等依据建设地

块管控图则。

宅基地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

地和未利用地，宅基地面积按市、县相关标准确定。村庄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应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各项建设标准、规模，节

约集约用地。

六、基础设施规划

1、道路系统规划土顶子村对外交通主要为村域内由南向北延伸出

村域的村道，通过这条主要对外交通可实现与天北镇区等地的连接。

根据村庄用地布局及户数和交通量确定道路等级。规划土顶子村道

路分为村道、村庄内部道路和田间道三个等级。

村道：因地制宜制定与过境公路衔接的村道规划方案，细化路网布

局，明确各类道路等级、走向和用地安排。规划乡村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乡村通双车道率达到 40%。村道道路红线宽 6 米，两侧各 0.25m

路肩，道路断面形式为一块板，建议采用沥青路面形式，并绘制交通

标志标线。村道主要起对外交通的作用，同时串联各景观节点，村道

设计应统筹考虑道路绿化美化，预留行道树绿化空间。有旅游功能的

村庄应结合旅游线路，统筹考虑游客规模和环境容量，科学安排旅游

道路网络、慢行系统(游览步道、登山步道、自行车道等)及停车设施

(旅游停车场、自驾车营地、交通驿站等)。



村庄内部道路用地：村庄内部道路主要承担土顶子村各自然屯内部

交通，分为村主路和村支路。其中，村主路主要服务于居民点，起集

散、过境交通作用，道路红线宽 4米，路面宽 3米，道路断面形式为

一块板。村支路为居民基本生活服务，兼具入户路功能，路面宽 3-4

米，道路断面形式为一块板。

田间道：田间道为农耕活动服务，满足村内农产品运输需求，路面

宽 3-4 米。

2、道路照明主要道路单侧安装路灯，路灯间距为 40米/盏，灯杆

高 4-6m。规划在老殷家屯新增路灯 15 盏、杨家粉坊屯新增路灯 10

盏、土顶子屯新增路灯 15盏、梁家屯新增路灯 10盏，鼓励村庄公共

活动场地设置庭院灯，实现村庄亮化、美化。路灯采用太阳能路灯，

要安排专人定期实施检查、维护和保养。

3、行政办公设施保留现状村委会，占地面积 700 平方米，村委会

内设有文化活动室、老年活动室及农家书屋。规划完善办公设施，配

置文体娱乐设施等。

4、休闲活动设施土顶子村现有 1 处活动广场，位于村委会院内，

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配置有相应的健身设施，定期维护，满足村

民日常娱乐健身需求。

5、环卫工程设施规划土顶子村近期垃圾收集率达到 80%，远期达

到 100%。重点清理村内及周边、田间地头、设施农业区、道路两侧、

房前屋后、农户院内的各类垃圾、柴草堆、杂物堆，取缔露天垃圾堆，

杜绝垃圾随意倾倒、丢弃现象，疏浚河道，保证水体清洁，美化村庄



环境，形成村规民约。规划期内老殷家屯新增垃圾箱 10 个、杨家粉

坊屯新增垃圾箱 6 个、土顶子屯新增垃圾箱 10个、梁家屯新增垃圾

箱 6个，进行日清日结。规划在结合村委会及活动广场等场地设置公

厕。规划农户家庭卫生厕所覆盖率远期达到 100%。

6、给水工程规划根据用地规划及人口规划，规划土顶子村各自然

屯 2025 年自来水普及率或农村集中式供水率达到 100%。人均综合用

水量指标 2025 年采用 60（升/人·天），2035 年采用 55（升/人·天）。

规划 2025 年平均日总用水量为 36立方米/天，2035 年为 33 立方米/

天。变化系数取 1.3，则 2025 年最高日用水量为 47立方米/天，2035

年为 43 立方米/天。

规划采用集中供水方式，启用梁家屯给水泵房，远期根据各居民点

情况酌情增设给水泵房，保证 24 小时全天候供水。供水水质经处理

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要求，建立城乡供水

管理一体化管理体制定期监测水质，委托具有行业资质的专业供水企

业负责供水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保证供水水质安全。

7、污水工程规划村域污水量包括生活污水、生产废水量。预测到

2025 年，村庄最高日用水量达到 47立方米/天，污水排放系数为 0.8，

污水排放量为 38立方米/天，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80%。预测到

2035 年，村庄最高日用水量达到 43立方米/天，污水排放系数为 0.8，

污水排放量为35立方米/天，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率及处理率达到100%。

8、雨水工程规划规划全村新建边沟 4800 延米，采用雨污分流排水

体制。雨水收集及排放采用道路两侧边沟形式，结合村庄及周边地形



地貌，规划雨水就近排入附近水体。村内绿地可采用下凹式绿地，雨

水就地入渗，用于回补地下水；小型活动场所、人行通道上采用透水

型铺装，一方面缓解雨水管渠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增加雨水入渗；

充分利用村内自然坑塘渠蓄集雨水，截留地表雨水径流，建立良性的

雨水资源动态平衡。

9、电力工程规划规划供电电源由天北镇变电所二次变电引入，采

用人均综合电量法进行预测，人均综合用电量按 1000kwh/人.年，最

大负荷年利用小时数为 1500 小时，规划期末日用电负荷为 405kw。

规划土顶子村高压供电网采用 10千伏，低压配电网采用 380/220 伏，

供电线路引自天北镇变电所。村内企业根据生产需求自行建设变电设

施。规划配电线路采用架空敷设方式供电，电力线沿着绿化带或人行

道设置，远期规划全部采用地埋电缆。规划电力线路随着规划道路的

拓宽和实施同时敷设，干路及支路均设置路灯。村内应杜绝电力线私

搭乱接，并对有安全隐患的电力线进行整治。

10、燃气工程规划规划土顶子村近期气源以瓶装液化石油气为主，

远期以其它清洁能源如沼气等作为补充气源。

11、供热工程规划结合土顶子村产业发展及环境保护要求，应积极

推进生物质能源采暖等清洁能源采暖方式，及时开展房屋建筑外墙保

温改造工作，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励有条件的用户采用电采暖、太

阳能、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等采暖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部分保留

传统木柴、秸秆取暖方式，建设多能互补系统工程，推动农村用能绿

色低碳转型。



七、近期建设项目引导

近期项目建设以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设施、人居环境整治三

个方面为重点，详见土顶子村近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1、基础设施建设

村庄道路提升：规划老殷家屯硬化沥青路面 2000 延米、杨家粉坊

屯硬化沥青路面 600 延米、土顶子屯硬化沥青路面 2000 延米、梁家

屯硬化沥青路面 4300 延米。

排水设施：规划全村新建道路两侧边沟 5100 延米。

新建河堤：规划在土顶子河单侧修建护堤 5500 延米。

2、公共服务设施

新增太阳能路灯：规划老殷家屯新增路灯 15盏、杨家粉坊屯新增

路灯 10盏、土顶子屯新增路灯 15盏、梁家屯新增路灯 10盏。

新增垃圾箱：规划老殷家屯新增垃圾箱 10个、杨家粉坊屯新增垃

圾箱 6 个、土顶子屯新增垃圾箱 10个、梁家屯新增垃圾箱 6 个。

新建公共厕所：规划在村委会院内新建一处公共厕所。

3、人居环境整治

对村庄道路绿化种植、院墙栅栏美化和庭院环境进行整治，公共

活动场地周围栽花种树以美化环境。

治理“八乱”现象，即要求大力治理临棚乱搭、墙面乱画、庭院

乱挂、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泼、禽畜乱跑现象。

庭院环境治理要做到“三化”，即：三化：庭院硬化、庭院绿化、

环境美化



（1）庭院硬化：对全村组尚未进行硬化庭院的进行硬化，规划近

期内要完成庭院硬化工作。

（2）庭院绿化：加强村民庭院绿化意识的教育，倡导庭院种植果

树，搭架种植葡萄，既美化庭院又有经济效益。

（3）环境美化：保持庭院的干净、整洁，村民家不宜修建封闭式

围墙，提倡栽种攀沿植物或绿篱。

八、实施监督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乡村建设等各类开发建设活

动，按照规划管控内容进行管理。蛟河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及时研

究规划实施中的新情况，做好规划的动态评估、规划调整，经评估确

需调整的应履行报批程序。

天北镇监督、村委会实施考察、统一管理。文本中加粗下划线部

分为强制性内容，如调整强制性内容，需报送原审批机关，经充分论

证后，按法律程序调整。涉及到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等国家和省级事权，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报送相应级别部门

调整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