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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

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门楼任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国家和河南省工作要求，依据《河南省乡镇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导则（修订）》，组织编制《开封市尉氏县门楼任

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本规划”）。

   本规划充分落实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强化对

镇域资源环境底线约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重大资源要素支撑等

关键内容的规划部署。为门楼任乡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高效能社会治

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提供空间保障，是全域开展空间资源

保护、开发、利用、恢复和实施国土空间管理的行动纲领，是编制详细

规划、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门楼任概况

空间本底 l 门楼任乡位于尉氏县中部，地处黄淮平原，地势平坦。

l 镇域面积61.02平方千米。

人口规模 l 2020年常住人口4.13万人，户籍人口4.55万人。

经济发展 l 2020年，门楼任乡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DP16.5亿元，农

村人居可支配收入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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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1.1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坚持高质量发展、安全发展，优化门楼任乡国土空间格

局，合理调控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建设布局与国土资源生态环境承载之

间的关系，提高国土开发利用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提升国土

空间治理能力，为门楼任乡发展提供有力的空间支撑和基础保障。

1.2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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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约束，节约集约。

以人为本、注重品质。

城乡融合、绿色发展。

聚焦问题、分类施策。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1.3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门楼任乡行政辖区总面积61.02平方千米，下辖26

个行政村。

规划期限：2021年至2035年。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至 

2025，远期为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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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与定位
2.1目标定位

2.2发展规模

2.3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2.1目标定位

尉氏县中部综合型城镇

面粉、棉花、畜牧加工中心

仓储物流区

职 
能 
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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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综合型城镇。以面粉、棉花、畜牧产品加

工、仓储物流、木材加工为主的综合型城镇。

突出尉氏县县域中部综合型城镇中心地位。强化

产城深度融合、城乡深度融合、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将门楼任乡打造以特色农业种植为基础，以面粉、棉

花、畜牧产品加工、仓储物流、木材加工为主的综合

型城镇。



2.2发展规模

 人口规模：至2035年，门楼任乡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4.15万人，集

镇区常住人口为0.28万人。

 用地规模：至2035年，门楼任乡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25.10公顷以

内，村庄建设用地控制在832.19公顷。

尉氏县门楼任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公示版）

2.3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策略

区域协同 新格局

醉美田园 美生境

文旅赋能 新引擎

1

2

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1落实“三区三线”

3.2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3.1落实“三区三线”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859.48公顷

依据《尉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门楼任乡不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面积25.1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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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心三轴、两廊四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心：集镇中心区

 三轴：G240乡村发展主轴、G343乡村发展主轴、X023—X036发展次轴

 两廊：南康沟河廊道、西三干渠廊道

 四区：综合发展区、农产品（生产、加工）重点发展区、高效农业发

展区、工业发展区

3.2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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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格局
4.1生态安全空间格局

4.2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与修复



三廊

两带

安罗高速廊道、国道G240廊道、国道G343廊道

南康沟河水系带、西三干渠干渠水系带

4.1生态安全空间格局

稳固“三廊、两带”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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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与修复

统筹山水林田湖保护，全面开展生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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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空间格局
5.1农业空间格局

5.2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

5.3土地综合整治

5.4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体系



5.1农业空间格局

构建“三区、多点”的农业空间格局

三区：粮食生产功能区、优质集中耕地、重要农产品生产功能区

多点：特色养殖业、特色种植业

尉氏县门楼任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公示版）



5.2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

严保永久 
基本农田

01

保障粮食 
自给空间

02

加强耕地 
功能恢复

03

持续提升 
耕地质量

04

全面实现 
多田套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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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城镇空间综合整治与修复

开展生态空间综合整治与修复

开展农业空间综合整治与修复

5.3土地综合整治

推进土地综合整 
治与生态修复

宜耕后备资
源开发

耕地功能
恢复

“百千万” 
建设

建设用地综
合整治

高标准农田 
建设

多田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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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优化乡村用地布局

完善土地用途管 
制 ，加强农村用 
地规划管理。

坚持节约集约原
则，推行乡村土
地整理。

推进农村有机更
新，积极盘活存
量建设用地。

5.4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体系

 合理引导村庄分类

集聚提升类村庄（8） 整治改善类村庄（14）

深化三产融合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特色种植示范区，创建乡村旅游精品线

构建配套政策体系，支撑保障产业振兴

城郊融合类村庄（1）

特色保护类村庄（1） 搬迁撤并类村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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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镇区发展格局
6.1规划分区

6.2用地布局



6.1规划分区

5类国土空间二级规划分区

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工业发展区、物流仓储区

5类国土空间二级规划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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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用地布局

落实空间结构，优化用地布局

集镇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优先保障民生服务，重点产业用地、绿

地与开敞空间用地，服务城镇产业发展和环境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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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空间
7.1历史文化保护



省级文保:新庄遗址

县级文保:冯玉祥将军柏林、花张古寨

未定级文物:任瑰墓、侯家村墓地、门楼任村墓群、裕禄井、三皇庙

遗址、张庄东北汉墓群、西周杨村南汉墓群、木香陈村墓群

7.1历史文化保护

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1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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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韧性支撑体系
8.1便捷的道路交通体系

8.2配套的公服体系

8.3健全的市政体系

8.4稳固的城镇安全体系



8.1便捷的道路交通体系
建设“外联内畅”的尉氏南部交通枢纽

外联:高速：安罗高速；国道：G240；县道：X007、X023、X036

内通：村村通道路全部覆盖

交通设施：公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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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3



8.2配套的公服设施

构建“乡级、重点村、基层村”三级配套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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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健全的市政体系

落实重大交通设施，完善市政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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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稳固的城镇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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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安全高效、智慧协调的公共消防安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