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架山农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公示稿

一、 规划层次范围与期限

规划层次：本规划分为笔架山农场行政辖区和笔架山农场场

部驻地两个层次。

规划范围：规划范围为笔架山农场行政界线范围内全部国土

空间，总面积为160.86平方千米。

规划期限：本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规划基期年为

2020 年，近期至2025年，目标年至2035年。

二、 规划目标定位

规划目标：到 2025 年空间管控控制线全面落地；到 2035 年

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

安全和谐、开放高效、魅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

规划定位：集贤县西部集农副产品加工、集散于一体的新型

现代化农业城镇。

三、 开发与保护总体格局

1.三区三线划定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规划至2035年，全域耕地保护目标

12204.93公顷，永久基本农田11427.06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规划至2035年，全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69.3

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规划至2035年，全镇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348.16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1.14。

附图一：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2.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以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格局为目标，以笔架山农场

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为基础，构建“一心一轴，

一带两区”的全域国土总体空间格局，建设三江平原具有地

域特色的现代农业城镇。“一心”为农场发展中心；“一轴”



为沿国道G221农场对外发展轴；“一带”为柳树河生态功能

带；“两区”为北部现代农业集聚区、南部山地林地生态核

心区。

附图二：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3.规划分区

生态保护区：划定生态保护区269.30公顷，占全域面积的

0.25%。生态控制区：划定生态控制区238.56公顷，占全域



面积的1.67%。农田保护区：划定农田保护区12120.82公顷，

占全域国土面积75.35%。城镇发展区：划定城镇发展区

361.80公顷，占全域面积的0.85% 。乡村发展区：划定乡村

发展区3042.21公顷，占全域面积的18.91%。矿产能源发展

区：划定矿产能源区53.67公顷，占全域面积的0.33%。

附图三：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四、 居民点体系结构

居民点等级结构：规划建立“场部驻地—中心居民点—一般



居民点”的三级体系结构。

居民点职能引导：场部驻地作为农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

交通的中心，充分发展商贸服务业、仓储物流业，加大专业

市场建设，促进场部驻地职能的综合化。中心居民点——一

大队、二大队、三大队、九大队、十二大队 5 个居民点作为

农场的农业经济中心，人口多，农牧基础深厚，生产集约化

程度高，农产品商品率高，根据居民点的自身特点和资源优

势，应大力加大发展绿色种植业和养殖业，扩大质量绿色效

益型农业。一般居民点——四大队、五大队、六大队、七大

队、八大队、十大队、十一大队、十三大队、十四大队、科

研站 10 个一般居民点，应充分发挥其特色化、生态化、专

业化的农业，协调发展，合理分工，相互补充，构成完善的

职能体系。

五、 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重点：聚焦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优化升级；延

伸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完善城镇服务，促

进产城融合发展。

产业空间布局：本次规划笔架山农场形成“一心、一带、三

区、多基地”的产业空间布局结构。“一心”：以场部驻地为

依托的现代仓储物流服务产业中心；“一带”：依托国道 G221

现代农业景观带。“三区”：包括以农场北部优质绿色水稻种

植区、中部水旱田优质高效种植区、南部山地果蔬种植区。



“多基地”：农场内的各类产业基地。

六、 支撑体系

1.综合交通

推进佳富铁路线电气化扩能；G221 同江至哈尔滨公路集

贤至桦川界段升级改造 29.849 公里；乡道 Y015 提升为县道

X302；双鸭山至集贤双丰村至东荣村段提升改造为县道 X501。

附图四：综合交通规划图



2.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场部—中心居民点—一般居民点”三级公共服务

体系。利用现状场部行政办公用地打造公共服务中心，建立

创业服务站、社会优抚安置等各项公共服务功能内容。场部

驻地结合中心校布局幼儿园1处，保留场部驻地中心校，保

留笔架山中学。构建以场部驻地卫生院为中心，中心居民点

卫生室为补充的卫生网络系统。完善场部驻地五室（图书室、

展览室、阅览室、游艺室、科技咨询室）建设。在中心居民

点公共服务中心布局文化活动室、小型图书室、文体活动广

场、红白喜事厅等文化设施，场部驻地保留场部现状体育设

施，在中心居民点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化健身场地设施。

场部驻地利用现状农场医院规划布局养老服务中心一处。中

心居民点结合村闲置校舍建设村级幸福院、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老年活动室和孝老餐厅，服务周边村民。

3.市政公用设施

对现状供水设施提升水处理工艺，保证城镇供水水质。

规划在场部内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

到国家标准。域内规划新建66KV变电站1座，补充域内电网

输变电能力。规划扩建现状集中供热热源，保证未来农场集

中供热需求。保留现状域内垃圾收集点，域内新增建设垃圾

中转站1座。

七、 场部驻地规划



1.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两轴、一心、两区”的用地布局结构。中心

街以北区域重点布局居住、公服、商服等城镇生活职能用地，

中心街以南区域重点进行更新改造，并布局仓储物流等产业

用地。

“一轴”：指城镇发展主轴—指沿友谊路布局公共公用、

商业服务业设施，形成东南北向发展轴。

“一心”：指综合服务中心—以建设街、友谊路中心为

核心的场部发展中心， 是集生活休闲、公共服务、商业贸

易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

“两区”：北部行政办公、产业发展集中区，南部居住

生活区。

2.用地结构

规划到2035年场部驻地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205.44公

顷。

规划居住用地68.83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33.50％。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6.72公顷，占城镇

建设用地规模的3.27%。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1.67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0.81%。规划工业用地8.39公顷，占城镇建

设用地的4.09％。规划仓储用地53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5.80％。规划特殊用地24.07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1.72％。规划留白用地0.9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0.44％。



附图五：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国土空间用地规划图

3.交通组织

延续现状方格网道路系统，依据地形、地物特征进行布

局，规划形成“两横两纵、东西贯通、南北串通、层次分明”

的主次道路网骨架。

4.功能短板补充



规划机关团体用地，在现状基础上进行扩建。现状老干

部管理中心，规划为场部规划活动中心。利用现状场部医院，

规划新建一处社会福利用地，满足城镇养老需求。规划新建

笔架山农场污水处理厂，规划扩建现状集中供热锅炉房，规

划在场部驻地建设垃圾中转站1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