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展定位

广东生态文化旅游体验节点、现代生态农业产业技术创新示范镇。

◼ 目标愿景

到2025年，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山水林田湖草空间管控基本落实到位，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品质进一步优化，产业

用地使用效率显著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到2035年，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格局稳固，土地开发利用效率和水平显著提升，

惠民便利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基本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国土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基本实现。

到2050年，国土空间格局更加协调，社会经济环境更加协调可持续，自然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斐然，产业实

力显著增强，全面建成“灵山秀水·长寿长布”。

◼ 发展规模

规划至2035年，镇域常住人口规模约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规模约1.0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17.5%。

规划至2035年，镇域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115平方米/人，镇区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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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包括镇域和镇区两个层次。镇域包括长布镇行政辖区内

全部陆域空间，下辖2个社区和25个行政村，总面积304.20平方公里。

镇区涉及红旗村、中心村、长生村，面积 19.07平方公里。



◼ 镇域发展格局

“两心”：城镇主中心及副中心。即以红旗村、长生村为城镇主中心，中心村为城镇副中心，打造镇政治、经

济、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为周边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现代特色生态农业产业发展提供综合服务。

“两带”：

城镇综合服务发展带。依托省道S120，贯穿镇域，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联动，向西融入河源市紫金县城，推动

镇区中心沿线辐射带动各村发展，强化沿线现代农业种植、田园观光、休闲旅游等生态绿色产业建设。

乡村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带。依托县道X151，向北联合紫市镇南客寮等红色革命文化传承点，打造红色文化体

验及游学路线，推动美丽乡村和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串珠成链。依托省道沿线的福兴石灰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插天嶂

自然保护区，整合自然资源、红色革命、宗祠文化等资源，发展美丽乡村特色旅游产业。

“四片区”：

城镇综合服务发展片区。包括镇区，引导人口适度集聚，提供城镇就业和公共服务配套功能。

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创新片区。包括太平村、粘坑村、横江村、梅塘村等东南部村庄，强调依托粘坑梅占茶、太

平夏威夷坚果、达济鸡、梅塘金柚等农产业，大力培育“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推进“多元化经营”模式，构建以

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产学研相结合的绿色创新体系，从而推动片区生态农业产业发展。

乡村文旅融合示范片区。以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五华•元坑建设为契机，推动“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独特的球乡足球文化。整合自然资源、红色革命、宗祠文化等资源，以元坑遗址为核心，打造老禾仓、福兴

石灰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特色文化旅游节点。

七目嶂生态涵养片区。包括以七目嶂自然保护区为主的核心保护区，具体涵盖嶂下村、青岗村、长安村等村庄，

重点进行生态维育，培育林业、生态旅游等经济功能，突出山体森林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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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保护利用◼ 三区三线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到2035年全镇耕地保有量不

低于17.80平方公里。将现状集中连片、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的稳定利用耕地

划为永久基本农田，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少于16.36平方公里。

生态保护红线：全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91.93平方公里，占镇域总面积的

30.22%。

城镇开发边界：严格避让资源环境底线、灾害风险、历史文化保护等底线，

落实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要求，合理优化建设用地布局，推动城镇紧凑发展和

节约集约用地，全镇划定城镇开发边界0.62平方公里，全部为城镇集中建设区。

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加强水资源利用与湿地保护：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河长制、

湖长制。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维护和修复重要水系生态功能。加强湿地资源保护力度，推进特色鲜明、覆盖城乡的湿地公园网

络建立。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利用：以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为核心，以产业发展为重点，统筹城乡绿化。严格执行项目用林审批制度，实

施森林面积占补平衡制度，推进森林覆盖率和碳排放资源权益交易，实现建设项目节约集约使用林地。

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利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从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促进新增建设不占或尽量少占稳

定耕地，全面提升耕地质量，加强耕地提质改造项目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垦造水田项目的有机结合，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

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范围内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强矿产资源保护利用：严格实施采矿权准入管理，落实采矿权、采石场总量控制指标。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统筹协调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制定绿色矿山标准体系和管理制度，统筹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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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村体系

规划形成“镇区-重点村-一般村”三级等级体系结构。镇区包括红旗村、中心村、长生村3个村，按照小型镇

标准建设，提升镇级综合服务中心职能，重点布局行政管理、居住和就业服务等功能。中心村包括大客村 、梅塘

村、源潭村、太平村4个村，按照特大型村庄标准建设，重点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一般村共18个，按照

大型村庄标准建设，优化村民居住条件和生态环境。

镇域镇村体系结构规划表

◼ 乡村发展分类

长布镇下辖行政村共25个。其中，发展类10个，为长生村、长安村、太平村、源潭村、红旗村、粘坑村、梅

塘村、大客村、青岗村、中心村；调整类15个，为蓝塘村、琴塘村、栋岭村、金华村、北洋村、栋新村、石础村、

横江村、嶂下村、大径村、大坑村、福兴村、高福村、五彩村、樟村。

◼ 产业发展

围绕“生态森林+特色农业+休闲旅游”融合发展思路，引导镇域形成城镇片区、生态旅游

体验片区、文旅融合发展片区、特色农业示范片区等四个产业分区。

城镇片区：

包括红旗村、蓝塘村、太平村、中心村4个村，是城镇集中建设区域，重点发展商贸物流和

旅游综合服务等产业。

生态旅游体验片区：

包括长安村、青岗村、嶂下村3个村，充分利用以七目嶂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的绿色生态资源，

探索都市农业和耕地景观模式，发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农业旅游等产业。

特色农业示范片区：

包括源潭村、长生村、琴塘村、北洋村、栋岭村、栋新村、横江村、梅塘村、粘坑村、石

础村等10个村，重点发展大田柿花、粘坑梅占茶、夏威夷坚果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引导配套设

施规范建设。

文旅融合发展片区：

包括金华村、大径村、大客村、福兴村、高福村、大坑村、漳村、五彩村等8个村，以现有

“果合柿”、老禾仓、达济鸡及福兴村红色文化为基础，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产业。

◼ 历史文化保护

重点保护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五华•元坑遗址，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旅游价值，

加大保护利用力度，推动文化旅游发展。

围绕“绿色之美、红色之魂”，活化串联一批历史文化、特色乡村、旅游景点等展现民俗

风情和生态景观的节点，构建覆盖全镇的“五华•元坑-插天嶂自然保护区-大田柿花-老禾仓-福

兴村革命老区村-插天嶂自然保护区-粘坑梅占茶-夏威夷坚果”旅游环线，加快推进中国内地现

代足球发源地——五华•元坑的建设，推动“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独特的球乡足

球文化。发挥福兴村“革命老区村”党建示范作用，加强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继续挖潜红

色文化资源，深入推进与周边乡镇、街道相关红色资源的历史渊源研究，共同打造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

城镇等
级

数
量

具体范围

镇区 3 红旗村、中心村、长生村

重点村 4
大客村 、梅塘村、源潭村、太平

村

一般村 18

长安村、青岗村、嶂下村、长生
村、琴塘村、北洋村、栋岭村、
栋新村、横江村、粘坑村、石础
村、金华村、大径村、福兴村、
高福村、大坑村、樟村、五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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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用地用海规划图

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表

◼ 用地用海规划

全面摸清全域乡村地区存量建设规模底数情况，细致梳理各类建设需求，通过规模腾挪布局，精准保障村民建房、各类民

生设施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空间支撑，实现建设用地资源“供""需"空间匹配，形成全域用途管制“一张图"。

用地用海类型
2020年 2035年 规划期间面积

增减(公顷)比重 面积(公顷) 比重 面积(公顷)
耕地 5.86% 1781.35 5.85% 1779.99 -1.36 
园地 0.59% 179.54 0.59% 179.26 -0.28 
林地 88.68% 26975.79 88.67% 26974.42 -1.37 
草地 0.26% 80.53 0.26% 80.53 0.00 
湿地 0.01% 4.21 0.01% 4.21 0.0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27% 82.46 0.27% 82.46 0.00 
居住用地 2.91% 886.31 2.94% 894.29 7.9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0.01% 4.51 0.02% 4.75 0.24 
科研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文化用地 0.00% 0.44 0.00% 1.07 0.63 
教育用地 0.06% 17.03 0.06% 17.03 0.00 
体育用地 0.00% 0.00 0.00% 0.31 0.31 

医疗卫生用地 0.00% 0.90 0.00% 0.90 0.00 
社会福利用地 0.00% 0.00 0.00% 0.25 0.25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0% 0.11 0.00% 0.11 0.00 
工矿用地 0.08% 25.15 0.06% 17.66 -7.50 
仓储用地 0.00% 0.18 0.00% 0.18 0.00 

交通运输用地 0.31% 95.50 0.31% 95.50 0.00 

公用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排水用地 0.00% 0.27 0.00% 0.27 0.00 
供电用地 0.00% 0.00 0.00% 0.28 0.28 
供燃气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供热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通信用地 0.00% 0.06 0.00% 0.06 0.00 

广播电视设施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环卫用地 0.00% 0.46 0.00% 0.46 0.00 
消防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干渠 0.00% 0.00 0.00% 0.00 0.00 

水工设施用地 0.02% 7.33 0.02% 7.33 0.00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0.00% 0.14 0.00% 0.14 0.00 

绿地与开敞空间 0.01% 2.92 0.01% 3.73 0.81 
特殊用地 0.01% 4.24 0.01% 4.24 0.00 
留白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陆地水域 0.89% 269.60 0.89% 269.60 0.00 
其他土地 0.00% 1.22 0.00% 1.22 0.00 
国土总面积 100.00% 30420.24 100.00% 30420.2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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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图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 公共服务体系

构建镇级生活圈：构建镇级（15分钟生活圈）——村级二级城乡生活圈。

教育设施：完善职业教育院校建设，对长布小学、红旗小学、第二中心小学等3处中小学优化提质。

医疗卫生设施：保留现有长布镇卫生院，重点加强妇儿、老年人、精神康复等薄弱领域卫生设施建

设，有序增加医疗卫生用地供给。

文体设施：完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和自助图书室建设，乡村地区体育设施结合小学运动场进行布置。

社会福利设施：结合长布镇敬老院优化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功能，每个村设置居家养老服务的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 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综合交通：依托省道120（原省道239）、省道238构建“x字型”外联通畅公路网，优化提升通达

五华县城的公路建设等级。推进镇村交通一体化，逐步完善省道、县道与乡村公路间的道路连接，重

点优化镇域东北部地区的瓶颈路段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市政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至2035年，保留提升长布仙溪

自来水厂的集中供水能力，预留新建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设施；现状保留长布镇污水处理厂，污水管

网覆盖范围外的村庄采用分散式处理；优化提升电力设施布局，规划新增大田110kV变电站；改善燃

气供应方式，优化环卫收运体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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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项目安排

围绕交通、电力、消防、旅游、给排水、民生及其他7个项目类型安排重点建设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用地规模（公顷） 涉及区域

1.交通

省道120线五华县长布至华城
段

升级改造
2022-2025年 —— 镇域

省道S238线五华县长布至安
流段改建工程

升级改造 2022-2025年
—— 镇域

S238线 升级改造 2022-2025年 —— 镇域

五华县长布至水寨公路 升级改造 2022-2025年 —— 镇域

长布镇梅塘村道路 升级改造 2022-2025年 —— 梅塘村
MZ092线五华县长布镇大平
至柘口桥段公路升级改造工程

（新升县道）

升级改造 2022-2025年
—— 镇域

MZ097线五华县蓝塘至益塘
段公路升级改造工程（新升县

道）

升级改造 2022-2025年
—— 镇域

2.电力 新建大田110kv变电站 新建 2022-2025年 0.28 大田社区

3.消防 新建二级消防站 新建 2022-2025年 待定 待定

4.旅游 五华•元坑景区建设 提升改造 2022-2025年 —— 源潭村
仙溪自来水厂扩建 扩建 2022-2025年 0.35 长布社区

5.给排水

五华县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
套管网（二期）工程

新建 2022-2025年
—— 待选址

五华县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
套管网（二期）工程

新建 2022-2025年
—— 待选址

6.民生

红旗村预留期项目 新建 2022-2025年 1.97 红旗村

长布镇栋新村兴业新村 新建 2022-2025年 2.86 栋新村

梅塘村综合活动中心 新建 2022-2025年 0.63 梅塘村
源潭村居民新村 新建 2022-2025年 3.38 源潭村
梅塘小学足球场 新建 2022-2025年 0.31 梅塘村

敬老院 新建 2022-2025年 0.25 长布社区
公园广场建设 新建 2022-2025年 0.81 中心镇区

大田圩镇综合服务中心 新建 2022-2025年 0.35 大田社区

7.其他
长布地块2 新建 2022-2025年 0.61 红旗村

长布地块1 新建 2022-2025年 0.16 红旗村

总计 —— —— —— 11.68 ——

◼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国土综合整治重点：乡村地区统筹推进农用地综合整治，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垦造水田建设、建

设用地复垦等措施有效挖潜农用地潜力，促进农业用地集中连片布局发展。加快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优

化低效无序的农村宅基地布局，推动旧村庄改造，改善乡村风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条件。

农用地整理项目：规划

到2035年，新增耕地总面

积226.4476公顷，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3016.48公顷，

开展耕地集中连片综合整治

892.5022公顷。以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为首要任务，建

设满足机械化耕作要求的高

标准田块，进行田、水、路、

林、电的综合治理，耕地质

量提升1-2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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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实施与传导

以行政村为单元形成村庄规划通则，按照“两图、两表、一手册”的形式，作为村庄建设基本管理需求，以中心村为例：

村庄建设边界图 土地使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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