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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时间

2024年04月17日-2024年05月17日，为期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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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德厚镇国土空间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请于公示期内将意见和
建议以电子邮件、 邮寄信件等方式反馈至德厚镇人民政府。

邀请您共同描绘

注：本公示为征求公众意见稿，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文

件，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德厚镇，作为我们共

同生活的家园，其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更是牵动着每一位居民的心。为此，

我们特此发布《德厚镇国土空间规划征求公众意见稿》，旨在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规划更加贴近实际、更加符合民意。

本规划稿从德厚镇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出发，对

镇域内的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了全面梳理

和规划。我们深知，规划的实施离不开广大居民的支持和参与，因此，我们

真诚地希望各位能够积极参与到规划的讨论中来，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深知，规划的过程是一个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过程。我们期待着

与您共同探讨德厚镇的未来发展方向，共同绘制出一张符合德厚镇实际、具

有前瞻性的国土空间规划蓝图。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德厚镇的繁荣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各位对德厚镇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

期待着与您共同见证德厚镇的美好未来。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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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1.1 辖区概况
1.2 规划范围
1.3 规划期限
1.4 地理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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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集镇区常住人口预测结果，

至2035年，德厚集镇区总人口约

为12000人。其中镇区人口约为

10530人，新建镇区人口约为

1470人。因此，至2035年，德

厚集镇区达到中型镇等级。

全镇现辖德厚乐西、朝阳、乐龙、

水结、铁则、大龙、感古、明湖、

湖海、以诺、以奈黑、亚拉冲、菲

古14个行政村，94个自然村，至

2021年共计人口42822人。

1.1 辖区概况



德厚镇全镇土地总面积321.496平方公里，现有耕地15479.91公

顷，占总用地的48.15%；林地面积14076.29公顷，占43.78%；果园

499.19公顷，占1.559%。

1.3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年-2035年， 其中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

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1.2 规划范围



德厚镇地处云南省滇东南高原地带，隶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

市，位于东经104°2´—104°24´，北纬23°36´—23°54´之间，东邻马

塘镇、红甸乡，南与薄竹镇为界，西接蒙自县的老寨、鸣鹫乡，北靠砚

山县平远镇。整个地形成椭圆形，东西贯长43公里，南北纵宽22公里，

总面积321.37平方公里。政府所在地距离文山市区50公里，距砚山县

平远镇17公里；距省会昆明280公里。省道“201”线贯穿境内，是文

山通往平远昆明的必经之地。

1.4 地理区位



落实区域战略
明确城镇定位和发展目标

2.1 总体定位
2.2 发展目标
2.3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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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总体定位

以城镇建设为引领，农业为基础，乡村旅游为助

力，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和谐共进，旨在塑造一

个现代化且独具魅力的特色乡镇。

优化工业结构，形成龙头企业，深化与农业、乡村旅游的产
业融合；实现农业全面现代化，形成特色品牌；打造知名的
乡村旅游目的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农业、乡村旅
游三产的深度融合，成为区域发展典范。

实现农业现代化与生态化的完美结合，成为全球标杆；成为全
球知名的乡村旅游胜地，提升城市形象；形成高效、绿色、可
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三产融合发展的典范和引领者。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断优化 ，引进新项目，增强市场
竞争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效率与品质；打造乡村旅游景
点，完善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初步形成农业、乡村旅游三产
互动发展格局。

2.2 发展目标

2025年

2035年

2050年

近期

远期

远景



强化环保治理，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保护水资源，促进城乡

绿色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我们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

环境的和谐共生。

深化区域协同，强化开放引领，充分发挥与文山市的地理区

位优势，共筑发展新高地。

创新驱动，工业提质。通过引进新技术、新理念，推动工业

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实现产业质

量的全面提升。

建设高品质开敞空间，塑造特色景观风貌，加强民生保障，

提升服务设施水平，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品质提升     
高效集约

区域协同     
开放引领

创新驱动     
产业提质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2.3发展战略



严守底线约束
优化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

3.1 构建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3.2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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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构建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一核引领，双轴联动，多片共荣”

一核即城镇发展核心区，这是整个区域发展的引擎和中
心，承载着重要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功能，引领着整个
区域的发展方向。城镇发展核心区通过引领和带动周边
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提升和跨越式发展。同时，它还承
担着推动区域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品质和综合竞争力
的重任，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核引领

两轴”指的是德厚城镇发展轴和平远街—文山—都龙经
济轴。这两条轴线不仅连接了德厚镇与周边地区，更是
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通，加强了德厚镇与周
边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通过这两条轴线，德厚镇能
够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大局，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推动城镇的快速发展。

双轴联动

“多片”则包括多个生态农业区，这是德厚镇绿色发展
的重要体现。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德厚镇能够充分利用
其丰富的农业资源，推动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农
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生态农业的发展也
有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多片共荣



3.2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 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 划定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结构、 

规划产业发展、 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优先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生态空间
（717公顷）

合理划定
城镇开发边界      
约束城镇空间
（120公顷）

严格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      
保障农业空间
（14031公顷）



留住乡愁记忆
塑造现代绿色农业农村空间

4.1 优化布局农业生产空间
4.2 实施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4.3 优化布局乡村发展空间
4.4 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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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优化布局农业生产空间

结合现状农业基础，构建农业空间格局。
一是科学评估资源条件，明确优势与限制；二是合理划分功能区域，实

现精细化布局；三是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升农业支撑能力；四是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五是强化政策引导与扶持，促进产业升

级。通过这些措施，可推动农业生产空间的高效、优质和可持续发展。



4.2实施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实施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严格落实耕地占补

平衡和进出平衡，推动耕地布局优化和质量提升， 坚决制止耕地

“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加大耕地资源挖潜，有效增加耕地面积

全面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制度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以坝区为重点严格保护耕地资源



逐步引导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村庄易地     搬迁，严控新建、扩
建。

有序推进改造提升、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引导     
周边自然村居民向该类型村庄集聚。

整治提升人居环境，配套完善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 因地制     
宜优化用地布局，改善提升村庄生活、生产、生态品质。

统筹乡村产业布局，壮大村集体经济， 加快推动与城镇公共     
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保护村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适度发展乡村特色旅游。

4.3 优化布局乡村发展空间

1.集聚发展类

2.整治提升类

3.城郊融合类

4.特色保护类

5.拆迁撤并类



4.3 优化布局乡村发展空间
序号 行政村 村小组

1 德厚 街上、下寨、芷车

2 乐西 乐西村、坝头村、双贵村

3 朝阳 朝阳、上季理、下季理、河外、河内、清水塘、上卡作、下卡作

4 乐龙 下寨、斗米冲、迷勒、上寨、坡头、小寨、白虎山、乐龙、凹子

5 水结 上水结、下水结、土基冲、新寨、写捏、黄厂、对门寨、旧寨、磨所磨、白马寨、扯卡白

6 铁则 铁则、下期乌、上期乌、羊皮寨、羊烟塘、对门寨、双龙潭、底蚱、凹塘

7 大龙 白鱼洞、小龙、大龙本寨、五峰村、清水沟

8 感古 大寨、小寨、马荣、母侧、新寨、舍白、克地、菲泥白

9 明湖 大明湖、小明湖、双宝、小寨、凹子、新海尾

10 湖海 湖海、沿海、石榴红、老海尾

11 以诺 以诺、长山、卡西、跑马地、乌龟塘

12 以奈黑 下新寨、三家寨、里白克、左诺、哈以、以奈黑、凹塘、麻地

13 亚拉冲 亚龙新村、新寨、五家寨、马脚基、下五里冲、上五里冲、深凹塘、城子山

14 菲古 凹窝、小塘子、旧寨、长地、田尾巴、卧龙岗、伐木柯



•    推进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    加强农村低效用地整治
•    保障乡村发展用地

推进坝区农用地整理

4.4 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筑牢生态屏障
系统维育生态保护空间

5.1 构建生态保护格局
5.2 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5.3 积极推进流域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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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构建生态保护格局

构建生态保护格局需全面调查评估生态资源，强化生态修复与治

理，发展生态产业，并加强生态监管与执法。通过这些措施，实

现生态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耕地资源
牢守耕地红线，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措施。落实耕地保护 

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形成耕地严保严管的 

工作格局。

水资源与湿地资源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严守水资源开发

利用总量控制。划定河湖保护线和饮用 

水源保护区，划定水体保护线，  落实

保护区域。

森林资源
加强林地保护，优化林地结构与布局，

提高森林蓄积量，增强森林碳汇功能；

多途径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蓄积量， 

增强森林碳汇功能。

矿产资源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实行分区管

控，合理调控开采总量，  优化矿产资源开采 

布局，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5.2 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4    推进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维护生物多样性

开展河湖沿边带生态修复工程； 构建天然湖滨生态系统； 维护   
生物多样性。

3    加强生态湿地管控与建设，提升湿地环境效能

加快推进湿地建设，恢复湖滨湿地自然属性； 实施湿地水系连   
通工程，充分发挥湿地净水效益；提升湿地生态品质，建立湿   
地长效管理机制。

开展主要河道水质提升工程，支流沟渠清污分流工程，改善入   
湖河道水质；针对全年断流时间较长的河道开展生态补水工程，  
提升河道生态环境;修建生态补水联合工程， 合理利用水质净
化厂尾水，配合河道内改造措施，完善河道补水机制恢复水景  
观 。

以德厚河及河道流域统筹推进全镇河湖水污染防治、水生态涵  
养提升，加强河流管控范围内建设用地侵蚀生态空间整治、河  
道耕地复垦，通过河道清淤、河堤加固、护岸工程推进碧道建  
设，逐步恢复河湖生态空间，以保护促利用， 营造宜人滨水公
共空间。

统筹推进德厚河及其河道流域生态修复

强化河道综合治理，提升入湖河流整治

5.3 积极推进流域生态修复

1

2



推进区域协同
构建集约高效城镇空间

6.1 深度融入文砚丘平城市群建设
6.2 构建“-功能组团-城乡社区”城乡体

系
6.3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和空间布局
6.4 打造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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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德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凸显自然景观、传承地方历史、彰显民族特色，凝练特色魅力形象，

整合重要魅力资源，积极融入沿边开放多彩文化魅力带建设。

融入沿边开放多彩文化魅力带

6.1 深度融入文砚丘平城市群建设

融入中越大通道。而德厚做为文砚丘平城市群核心城市区域，其综合交通的发展尤其是文砚同

城交通系统的发展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融入中越大通道

进一步突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商贸金融中心，智慧城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滇东南科技教

育中心和专业化制造基地等功能。

融入省、州战略布局

加快构建出边出省互联互通，高效快捷联通周边各地市州，有效串联周边各县、产业园区和人

口聚集地的综合运输通道。

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多向互联互通大通道



城镇社区：加强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对乡村地区的统筹作用，积极推进农民进城镇社区集中居   

住;根据自身特色，促进特色发展。

乡村社区 :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保护传统乡村风貌，修复自然生态环境，推动乡村振兴为基本 

原则，在保留保护村的基础上形成乡村社区。

培育功能组团的区域带动能力

改善城乡社区宜居功能

6.2 构建“功能组团-城乡社区”城乡体系

以集镇区、集镇新区为核心，优化空间布局，集聚人口，培育枢纽性功能，带动文山市腹地发展。



6.3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和空间布局

德厚镇属能源资源富集区，保障铝土矿、锌、铟、锰、钨、

金、锑、锡等矿产资源的 安全稳定供应，合理安排能源和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空间。

以生态宜居为重点，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牌。以生态文明

建设为平台，以乡村振兴规划为依托，以扶贫产业发展为抓手，

推进一批生态旅游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助推德

厚集镇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打造桃、草莓、蔬菜基地等。



构建“15分钟-10分钟-5分钟”城乡生活圈，
关注“一老一小”补短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城乡全域覆盖。

建设“城镇级、重要节点”两级公共 服务中
心体系，统筹布局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提高
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覆盖面。

构建覆盖全域的

城乡生活圈

6.4 打造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完善公共服务中

心体系



6.4 打造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设施类
别

设施项目名称
配置级别

特大型乡
镇

大型
乡镇

中型
乡镇

小型乡
镇

基础设
施

集中供水（自来水厂） ● ● ● ●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 ● ●

燃气站 ● ● ● ●
生活境圾收集（转运）设施 ● ● ● ●

公共厕所 ● ● ● ●
移动通信基站和光纤交接点 ● ● ● ●

变电站 ● ○ ○ ○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 ○ ○ ○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 ○ ○ ○

公共管
理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 ● ● ●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 ● ● ●

公共教
育

高中 ○ ○ ○ ○
初中 ● ● ● ●
小学 ● ● ● ●
幼儿园 ● ● ● ●

文化体
育

综合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 ● ● ● ●
室内体育设施 ● ● ● ●
室外活动场地 ● ● ● ●
图书馆（室） ● ● ● ●

医疗卫
生

卫生院 ● ● ● ●

社会保
障

养老院 ○ ○ ○ ○
敬老院 ● ● ● ●

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 ● ● ●
殡仪馆 ● ○ ○ ○

商业服
务

农贸市场 ● ● ● ●
电商网点 ● ● ● ●
冷链物流 ○ ○ ○ ○

银行（储蓄所） ● ● ● ●
便民超市 ● ● ● ●

公共安
全

警务室 ● ● ● ●
防灾避灾场所 ● ● ● ●

消防站 ● ● ● ●
防洪工程 ○ ○ ○ ○

备注：1.●表示必设项目，○表示可设项目。2.特大型乡镇人口规模大于50000人，
大型乡镇指人口规模为30001-50000人，中型乡镇人口规模为10001-30000人，小型
乡镇人口规模小于等于10000人。人口规模按照现状人口预测到2035年该乡镇的常
住人口。



加强风貌塑造
彰显山水人文魅力

7.1 强化历史文化保护

7.2 历史文化利用与旅游发展

7.3 塑造城镇特色景观风貌格局

7.4 加强“山、水、城” 风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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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移动文物：  包含石刻、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非物质文化遗产：  包括手工技艺、戏曲、民俗、节庆、表演艺术等。

有价值文化遗产：  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的近现代重要史迹、代表性建筑、重要实物、文化线路，  以及民间传说、   

习俗、传统医药等无形遗产。

7.1 强化历史文化保护

强化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根据历史文化资源分布、资源特征打造特色历史文化区和文化线路。

三个层次：不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价值文化遗产

序号 名称 级别 类别 备注

1
文山地区第一个
党支部成立旧址

州级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民国十六年

2 德厚小龙墓地 州级 古墓葬 春秋战国时期

3 德厚清水沟岩画 州级 石窟寺及石刻

4 期乌营盘山营垒 县级 古遗址 明----清

5 乐西石厥 县级 石窟寺及石刻 清

6 乐西白塔 一般文物 古建筑
清乾隆十七年
（1752年）

7
小龙村单孔石拱

桥
一般文物 古建筑 清代

8 铁则风雨桥 一般文物 古建筑 清代

9 参玄洞摩崖石刻 一般文物 石窟寺及石刻 民国



7.2 历史文化利用与旅游发展

根据历史文化资源分布、资源特征打造特色历史文化区和文化线路；历
史文化利用与旅游发展包括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绿色生态脉络三条主
线。

德厚镇是傣族、壮族、汉族多个民族聚居的地方，多民
族团结共进。规划中按不同民族村寨融入不同的民族元
素，打造民族团结示范点。利用建筑风貌、景观手法、
标识标牌等元素展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可体验各民
族的餐饮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图腾文化、酒文
化等。

民族文化轴

德厚镇具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拥有云南省第一个农
村党支部、文山州第一个党支部——洒戛竜支部；云南
省第一支少数民族武装游击队——小塘子武装游击队；
拥有云南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同志在文山地区开展
秘密战斗居住过的洞吴澄洞。

红色文化轴

围绕德厚河、千亩良田、喀斯特地貌、地下溶洞奇观，
挖掘地域特色，打造多个独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绿色生态轴



一轴：
城镇发展轴，它作为城乡联系的主线，承载着推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使命。通过优化城镇发展轴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可以促进城乡资
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多心：
多个风貌中心，这些中心各具特色，包括红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种文
化元素。红色文化中心以革命历史遗址、纪念馆等为载体，传承和弘扬革命
精神，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少数民族文化中心则依托各民族的传统建
筑、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展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情。

城镇景观：
城镇绿色开展空间打造，提升乡镇生态环境，通过科学布局绿地、建设公园
、修复生态，并结合政策引导，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居民创造宜
居、宜业、宜游的生活环境。

7.3 塑造城市特色景观风貌格局
依托德厚镇 “大山大水 ” 格局 ， 顺势形成 “一轴多

心 ” 的城乡风貌格局风貌格局 ， 打造山清水秀、 活

力多元的开敞空间 ， 塑造城镇特色魅力空间。



7.3 加强“山、水、城” 城镇风貌管控

加强对 “ 山-水-城 ”大山大水城市自然格局的风貌管控 ， 

形成浑然天成的山水城镇 ， 强调自然与城市有机交融的风

貌特色。



强化设施支撑
共建共享安全韧性城市

8.1 构筑区域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8.2 构筑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8.3 建立健全综合防灾减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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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厚镇是全市城镇体系的中心镇，文山市北部区域性交通枢纽和物资集
散地；提升高速、快速对外交通网络建设，  完善城市之间道路交通体系
，建成文蒙铁路、绕城高速（追栗街—德厚）及县乡道路，构建便捷高
效的立体交通网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城乡联系，提升交通效率。

加快城镇道路交通网络体系和交通枢纽建设

8.1构筑区域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8.2  构筑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构建系统完备、智能绿色、韧性安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市政基

础设施复合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保障超大城市系统安全。

坚持绿色生态的发展要求，  推进规划改建、新建电源、变电设

施、电力通道选址落地。构建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智能电网。

建立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体系 。落实专项规划中

的污水收集系统、处理系统和循环再生系统的选址与建设。

加快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建设，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满足生活污

水处理需求。

建设节水型城镇。  科学预测水资源需求和配置，推进水质净化

厂复合式建设，促进水资源优化利用。
供   

水    

排   

水     

能   

源      

环   

卫



8.3 建立健全综合防灾减灾体系

统筹共建，优化综合防灾应急体系，  提高科技支撑水平，  全面提升城镇

防灾、救灾、减灾能力，保障城市系统安全。

健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  优化消防安全布局，加快推进消

防站缺口的补足，补齐消防站建设短板，加强消防给水、      

消防通道、消防通讯系统建设。

提高洪涝灾害应对能力。  建立洪涝风险评估体系，  建立健

全洪涝灾害检测预警网络。加强河道的泄洪能力， 整体提     

升区域防洪能力。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以   
“医防融合、资源整合”服务为基础，提升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预留公共卫生医院、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楼等，    
提高处理急难险重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抗震设防基本烈度以7度为标准，适度提高重要设施如公

共建筑及生命线工程、灾害高风险地段抗震设防等级。

加强人防及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建设。  建成布局合理、种类   
齐全、功能配套、连片成网、数量充裕的人防工程体系和   
点、线、面相结合的整体格局。

消防规划

人防规划

抗震规划

公共卫生

防洪规划



健全治理体制
提升现代化空间治理能力

9.1 规划传导体系
9.2 实施保障机制
9.3 一张图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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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市级规划-详细规划纵向传导和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的横向传导机
制。

  构建“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规划体检与评估机制。

  深化完善土地要素配置、存量低效用地盘活、城市用地混合开发      
利用等政策。

  纵向构建市级总体规划-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的传导体系，逐级       
分解传导核心指标和管控内容。

  横向构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的传导体系，构建专项规划编制清单     
及计划，并依据区总体规划按清单编制各类专项规划。

  依托文山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作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强化规划     

实施监督的依据和支撑。

9.3 一张图信息化管理

9.1 规划传导体系

9.2 实施保障机制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