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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1.1 规划实施评估报告摘要 

（1）规划批准与评估情况。《铁岭县横道河子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于 2012 年编制完成。2012 年 7 月铁岭市人民政府下

发了《铁岭市人民政府关于铁岭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的批复》(铁政﹝2012﹞52 号）文件，批准了横道河子镇等 14 个乡镇（街

道、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铁岭县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以下简称现行规划）于 2017 年编制完成。2018 年 5 月铁岭市人民政府

下发了《铁岭市人民政府关于铁岭县横道河子镇 14 个乡镇（乡、场）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的批复》（铁政﹝2018﹞27 号）

文件，批准了横道河子镇等 14 个乡镇（乡、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2）规划目标任务实现程度。经评估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全镇实现

了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现有耕地面积 4559.26 公顷，比全镇

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 4158.80 公顷多出 400.46 公顷。2376.5 公顷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全部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并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逐级签

订了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全镇建设用地总面积 923.20 公顷，其中城乡建

设用地规模为 671.26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251.94 公顷。

城乡建设用地中，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124.08 公顷。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底，全镇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180.90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

167.20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57.6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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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修改区域概况 

横道河子镇位于铁岭县南部，东南及南部与抚顺市相接，西与沈阳市

接壤，北与李千户镇相依，东北与大甸子镇毗邻。全镇下辖武家村、横道

河子村、后营盘村、八家沟村、下石碑村、百贯屯村、上石碑山村、东三

岔子村、西三岔子村及四冲村等 10 个行政村。 

1.3 规划修改目的 

（1）优化建设用地布局，保障科学发展用地。通过规划修改，优化各

类建设用地布局，调整规划建设用地实施时序，有效保障基础设施项目的

实施，促进城镇发展及新农村建设，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通过规划修改，统筹城

乡和区域土地利用，科学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促进各类产业规模

经营。 

（3）完善规划实施管理，强化土地宏观调控。通过规划修改，完善土

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适应程度，保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势性。 

1.4 规划修改的背景 

更好地保障横道河子镇“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化、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切实落实“十分珍惜、合

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统筹安排横道河子镇各区域、

各业、各类用地，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构建和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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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和有序的土地利用模式。 

1.5 规划修改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是民生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本次规

划修改调入地块面积 13.6773 公顷，项目建设后可以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促进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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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修改的总体要求 

2.1 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把握新一轮东北老工业

基地全面振兴等战略机遇，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守住生态安全为主线，

保护和合理利用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协调推进土地生态建设，

强化规划管理及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完善城乡一体化用地

新机制，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对全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能力。统

筹安排横道河子镇各区域、各业、各类用地，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

化配置，构建和谐、高效、优化和有序的土地利用模式。 

2.2 规划修改的基本原则 

（1）评估前置原则。按照国家关于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动态评

价机制的要求，一般规划修改前必须进行规划实施评估，规划实施评估是

规划修改的前提和基础。 

（2）空间管制原则。规划修改必须维护现行规划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的

相对稳定。本次规划修改在确保允许建设区面积不增加的前提下，对局部

地区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进行调整，不改变城乡建设用地禁建边界。 

（3）保护耕地原则。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

占耕地，并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和土地整治项目区，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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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实现。 

（4）优化配置原则。本次规划修改遵循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通过对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的调整，推进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引导城乡

建设用地合理、集约、高效利用，使城乡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

更加匹配。 

（5）改善生态原则。本次规划修改按照保护优先、兼顾治理的要求，

注重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确保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基础性

生态用地比重不降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6）公众参与原则。本次规划修改广泛听取修改涉及区域社会各界的

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并对修改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以提高规划修改方

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3 规划修改的控制性要求 

2.3.1 主要约束性指标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不改变横道河子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约束性调控

指标，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和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规模保持不变，以保证规划实施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2.3.2 耕地和基本农田控制 

本次规划修改以保护耕地为前提，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避让基本农

田保护区和土地整治项目区，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的

实现。规划修改不涉及土地整治项目区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区。 

2.3.3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1）修改规模控制。本次规划修改中，修改为允许建设区的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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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调入地块总面积为 13.6773 公顷，全部为限制建设区。 

（2）管制边界控制。本次规划修改对允许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的空间

布局形态进行调整。规划修改后，横道河子镇允许建设区、限制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的面积保持不变。 

（3）规划协调控制。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 5 块，分别分布在下石碑

村、东三岔子村和百贯屯村。规划修改过程中，尽量满足城镇和产业发展

的合理用地需求，提高城乡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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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修改的主要依据 

3.1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8）《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3.2 政策规范依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

号）； 

（3）《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8﹞138 号）； 

（5）《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

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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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

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7 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1﹞224 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

土资发﹝2012﹞2 号）； 

（9）《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 号）； 

（10）《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

的通知》（辽国土资办发﹝2015﹞1 号）； 

（1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6﹞7 号）； 

（12）《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6﹞8 号）；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

（中发﹝2017﹞4 号）； 

（14）《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3 号）；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

1 号）； 

（16）《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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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规﹝2018﹞1 号）； 

（17）《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

（辽自然资发﹝2019﹞53 号） 

（18）《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19）《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20）《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3.3 相关规划依据 

（1）《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铁岭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3）《铁岭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4）《铁岭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5）《铁岭县横道河子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6）《横道河子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7）铁岭县农用地分等成果。 

（8）铁岭县区域发展、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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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修改的规模与布局 

4.1 规划修改规模 

（1）规划建设用地调入 

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入规划建设用地 5 块，总面积为 13.6773 公顷，其

中下石碑村 0.1288 公顷，东三岔子村 10.5563 公顷，百贯屯村 2.9922 公顷。 

（2）规划建设用地调出 

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出规划建设用地 1 块，总面积为 13.6773 公顷，位

于上石碑山村。 

规划修改前后全镇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调出

地块面积表 4-1。 

表 4-1 调入、调出地块面积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调入地块 调出地块 建设用地增减变化 

下石碑村 0.1288 — 0.1288 

东三岔子村 10.5563 — 10.5563 

百贯屯村 2.9922 — 2.9922 

上石碑山村 — 13.6773 -13.6773 

合计 13.6773 -13.6773 0.0000 

4.2 土地用途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 3.1099 公顷一般农地区、

10.5177 公顷林业用地区、0.0497 其他用地区全部修改为城镇建设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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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涉及 13.677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全部修改为一般

农地区。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见表 4-2。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土地用途区对比，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林业

用地区、其他用地区面积发生了变化，其中一般农地区减少了增加了

10.5674 公顷，林业用地区减少了 10.5177 公顷，其他用地区减少 0.049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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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横道河子镇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土地用途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农地

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 

其他用

地区 

横道河

子镇 

规划建设

用地调入 

TR-01 
修改前 0.1217   0.1217           

修改后 0.1217     0.1217         

TR-02 
修改前 0.0070   0.0070           

修改后 0.0070     0.0070         

TR-03 
修改前 10.3312           10.3312   

修改后 10.3312     10.3312         

TR-04 
修改前 0.2252   0.0386       0.1866   

修改后 0.2252     0.2252         

TR-05 
修改前 2.9922   2.9425         0.0497 

修改后 2.9922     2.9922         

小计 
修改前 13.6773   3.1099       10.5177 0.0497 

修改后 13.6773     13.6773         

规划建设

用地调出 

TC-01 
修改前 13.6773     13.6773         

修改后 13.6773   13.6773           

小计 
修改前 13.6773               

修改后 13.6773               

合计 

修改前 13.6773   3.1099 13.6773     10.5177 0.0497 

修改后 13.6773   13.6773 13.6773         

修改后与修改前

相比增减变化 
0   10.5674      -10.5177 -0.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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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涉及将 13.6673 公顷限制建

设区全部修改为允许建设区；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涉及将允许建设

区 13.6773 公顷全部修改为限制建设区。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见

表 4-3。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建设用地管制区对比，规划修改后，各建设用

地管制区面积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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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横道河子镇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地块编号 修改情况 

建设用地管制区及面积 

面积小计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横道河

子镇 

规划建设用

地调入 

TR-01 
修改前 0.1217     0.1217 

修改后 0.1217 0.1217     

TR-02 
修改前 0.0070     0.0070 

修改后 0.0070 0.0070     

TR-03 
修改前 10.3312     10.3312 

修改后 10.3312 10.3312     

TR-04 
修改前 0.2252     0.2252 

修改后 0.2252 0.2252     

TR-05 
修改前 2.9922     2.9922 

修改后 2.9922 2.9922     

小计 
修改前 13.6773     13.6773 

修改后 13.6773 13.6773     

规划建设用

地调出 

TC-01 
修改前 13.6773 13.6773     

修改后 13.6773     13.6773 

小计 
修改前 13.6773 13.6773     

修改后 13.6773     13.6773 

合计 

修改前 13.6773 13.6773   13.6773 

修改后 13.6773 13.6773   13.6773 

修改后与修

改前相比增

减变化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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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土地利用结构修改 

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总面积为 13.6773 公顷，其

中农用地 11.4683 公顷 （耕地 0.1474 公顷、林地 11.3209 公顷）；

建设用地 0.0306 公顷（均为公路用地）；其他土地 2.1784 公顷（均

为自然保留地）。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总面积 13.6773 公顷，全部

为农用地（耕地 13.4150 公顷，林地 0.2623 公顷）。 

通过规划修改前后各地类变化情况对比，规划修改后，农用地增

加 1.9467 公顷，其中耕地增加 13.2676 公顷，林地减少 11.0586 公顷，

建设用地净减少 0.0306 公顷，其中公路用地减少 0.0306 公顷，其他

土地减少 2.1784 公顷，均为自然保留地。建设用地的净减少量量等

于农用地和其他土地的净增加量。规划修改前后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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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横道河子镇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地块编

号 

地类及面积 

修改前管制

区类型 
面积小

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

用地 
小计 建制镇 

公路用

地 
小计 

自然保留

地 

横道

河子

镇 

规划建

设用地

调入 

TR-01 0.1217 0.1217 0.1217                 限制管制区 

TR-02 0.007 0.007 0.007                 限制管制区 

TR-03 10.3312 10.3312     10.3312             限制管制区 

TR-04 0.2252 0.1945 0.0186   0.1759   0.0306   0.0306     限制管制区 

TR-05 2.9922 0.8138     0.8138         2.1784 2.1784 限制管制区 

小计 13.6773 11.4683 0.1474   11.3209   0.0306   0.0306 2.1784 2.1784 - 

规划建

设用地

调出 

TC-01 13.6773   13.415   0.2623             
允许建设区

（新增） 

小计 13.6773 13.415 13.415   0.2623             - 

调出与调入相比

增减变化 
-  1.9467 13.2676   -11.0586   -0.0306   -0.0306 -2.1784 -2.17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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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修改的实施影响评价 

5.1 对现行规划主要目标实现的影响 

5.1.1对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1）对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的影响。本次规划修改不涉及对基

本农田保护任务修改，不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布局。规划修改不涉及

农用地调整。规划修改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耕地 0.1474

公顷，均为旱地；规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占用耕地 13.4150 公顷，均

为旱地。规划修改前后耕地面积增加 13.2676 公顷，规划修改对现行

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无不利影响。 

（2） 

依据铁岭县农用地分等成果，确定规划建设用地调入、调出地块中的

耕地利用等。其中规划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占用的耕地利用等分布在

11-12 等，加权平均利用等指数为 939，加权平均利用等为 11 等；规

划建设用地调出地块的耕地利用等为 11 等，加权平均利用等指数为

940。通过以上数据分析，确定规划修改后，耕地质量不降低，数量

不减少。规划修改涉及耕地质量变化对比见表 5-1。 

表 5-1 涉及耕地质量变化对比表 

                                                      单位：公顷 

地块位置 地块编号 利用等 
利用等

指数 

占用耕地面积 

小计 水田 旱地 水浇地 

调

入

地

块 

下石碑村 TR-01 11 934     0.1217   

下石碑村 TR-02 11 934     0.0070   

东三岔子村 TR-04 12 975     0.0186   

合计（平均） 11 939     0.1474   

调

出

地

块 

上石碑山

村 
TC-01 11 940 13.4150   13.4150   

合计（平均） 11 940 13.4150   13.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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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对土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对土地用途区中的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和其他用地区进行修改，符合土地用途区的土地利用调控

方向，规划修改对土地用途区内部结构和布局进行优化，更有利于土

地用途管制目标的实现。 

5.1.3 对建设用地管制目标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是在允许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之间进行的空间布

局形态调整，使规划富有弹性，不仅保障了横道河子镇经济社会发展

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

置，促进全镇建设用地管制目标的实现。 

5.2 对现行规划实施可行性的影响 

此次规划修改与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布局变化相

协调，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进城镇化，强化区域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次规划修改延续了现行规划对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

管制的思路和理念，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确保了重点区域和重点项

目的用地需求，同时还注意吸收了有关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

众的意见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保证现行规划

实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确保现行规划得以更加有效地实施。 

5.3 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节约集约用地是现行规划落实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手段，

也是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措施。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一方面要

节约用地数量，另一方面还要强调以效益为中心增加对建设用地资



 19 

金、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实行资金集约型、劳动集约型和

技术集约型的用地模式。 

通过此次规划修改，不仅可以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保

障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

展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的规模效应。 

5.4 对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影响 

本次规划的调入调出地块调整后，耕地面积增加 13.2676 公顷，

横道河子镇在辽宁主体功能区定位为辽宁农产品主产区乡镇，对《辽

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所规划的地区有积极影响，对横道河子镇的开

发与发展有积极影响。 

5.5对城乡规划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符合横道河子镇城乡规划管控要求，规划修改遵循

合理用地、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空间协调发

展的原则，促进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本次规划

修改对横道河子镇实现城乡建设管控无不良影响。 

5.6 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原则，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土地用途分区及建设用

地管制区遵循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方针。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

会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情况下，生态用地会对生态

环境产生正面影响，建设用地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

响，而农用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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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修改对基础型生态用地规模不产生影响；结合横道河子

镇生态环境建设要求，不位于生态环境保护红线范围内，不涉及对禁

建边界的修改，因此，本次规划修改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用

地的原则，注重各土地用途分区的布局对生态区的保护，有利于生态

区功能的形成，体现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在经济发展中高度重

视生态保护的方针。 

5.7 实施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5.7.1主要评价结论 

（1）规划修改思路符合要求。本次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符合国

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循了不改变城乡建设用地禁建

边界，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及建设用地规模不突破的原则，依法履行

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关程序，规划修改理由充分、依据可靠、布

局合理，符合国家关于规划修改的相关规定。 

（2）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本次规划修改对现行规划确定的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用途管制、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等主要调控指标无不利影响，规划修改方案与现行规划衔接

良好，既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又保障了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

的建设用地，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3）规划修改预期效益明显。本次规划修改注重了土地综合利

用效益的发挥，不仅有利于全镇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促进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和持续高效利用，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对横道河子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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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规划实施建议 

（1）严格实施规划。规划修改方案依法批准后，要严格按照修

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实施，全面落实土地用途区和建设用地

空间管制制度，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2）注重维护权益。规划实施中，要尊重农民的主要地位，切

实维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合法权益，依法依规对农民给

予补偿，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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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修改方案的实施保障措施 

6.1 行政管理措施 

本规划修改方案经审批后，应切实采取措施，强化落实土地用途

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有关部门批准、核准的各类建设项目，

必须符合规划修改方案；涉及农用地转用的，必须取得农用地转用许

可，完善备案制度，强化跟踪监管。规划实施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严把补充耕地质量，保证补充

耕地与被占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 

6.2 技术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一经批准，要立即对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

进行修改，制作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增量包，并报上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备案，确保规划数据库及时更新。 

6.3 公众参与措施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乡级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方式及时进行

规划修改成果公示，公开征询各方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对规划

实施的监督，并由上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规划修改方案及

其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进行评审论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规划修改方案

编制和实施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公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认知程

度，增强规划修改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