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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区位分析图

注：底图采用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公布的标准地图，审图号：黑S（2020）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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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域综合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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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格局

双富村坐落于长白山余脉与三江平原衔接的过渡地带，属丘陵

和半丘陵地带，总体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村域内人口居住较比较

集中，村域中部形成1处中心村，村域北部形成1处自然屯，分别为

大小双富屯，村屯外另有少量分散户，其余为广袤的耕地和林地。

村庄西临云峰山，海拔350米，东临筒子沟山，海拔320米。中部

有东环路和铁路南北贯穿而过。总体呈现出“谷中双花绽，二龙南

北穿”的自然资源格局，自然资源禀赋比较优秀。

现状交通情况
村域内有城市东外环路和1条乡道呈“Y”形穿过，向西到达中

心城区，向北通往太保镇，向南通往长盛乡，交通十分便利。

现状人口规模
户籍户数400户，户籍人口1200人，常住人口700人。
现状土地利用
村域土地总面积717.05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408.97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86.60%；建设用地面积58.3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35%；其他用地面积4.9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05%。

现状产业结构分析

双富村以农业种植和畜牧业养殖为主导产业，全部为旱田。以

种植玉米为主。另有家庭分散禽畜养殖、家庭作坊和工厂。

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2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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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域综合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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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
现状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

增减(公顷)面积(公顷) 比例(%) 面积(公顷) 比例(%)

土地总面积 717.05 100 717.05 100 ±0

农
用
地

耕地 448.87 62.60 452.52 63.11 +3.65

园地 15.52 2.16 15.94 2.22 +0.42

林地 98.74 13.77 112.91 15.75 +14.17

草地 17.64 2.46 0 0 -17.64

其他农用地 15.13 2.11 18.94 2.64 +3.81

合计 595.90 83.10 600.31 83.72 +4.41

建
设
用
地

城镇建设用地 6.29 0.88 6.29 0.88 ±0

村庄
建设
用地

宅基地 41.87 5.84 38.06 5.31 -3.81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0.23 0.03 0.30 0.04 +0.07

经营性建设用地 11.09 1.55 9.79 1.37 -1.30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4.56 0.64 6.07 0.85 +1.51

公用设施用地 5.46 0.76 5.55 0.77 +0.09

绿地与广场用地 3.32 0.46 1.88 0.26 -1.44

留白用地 0 0 1.21 0.17 +1.21

其他
建设
用地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21.90 3.05 21.90 3.05 ±0

采矿盐田用地 3.73 0.52 3.45 0.48 -0.28

特殊用地 0.07 0.01 0.07 0.01 ±0

合计 25.70 13.74 94.57 13.19 -3.95

其
他
用
地

湿地 1.68 0.23 1.68 0.23 ±0

水域 20.52 2.86 20.49 2.86 -0.03

自然荒野土地 0.43 0.06 0 0 -0.43

合计 22.63 3.16 22.17 3.09 -0.46

指标 属性 规划基期年（公顷）规划目标年（公顷）

耕地保有量（公顷） 约束性 448.87 452.5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约束性 320.00 320.00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约束性 - -

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约束性 66.53 62.86

其
中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公顷） 预期性 0.23 0.30

基础设施用地规模（公顷） 预期性 10.02 11.62

户均宅基地规模（平方米/户） 约束性 1047 350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调
整
表

安邦乡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二〇二三年五月 03



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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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公共服务，推进便民服务、文体活动、科技服务等公益

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村屯整体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

为吸引投资、发展产业、集聚人口、改善民生创造良好环境。

结合村庄类型和规模，规划设置19项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

公用设施，集中于村庄建设边界内。

01村委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办公地；

02警务室：公安局驻村警务室和治安联防站办公地；

03消防站：消防指挥和值班室，装备存放地；

04卫生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疾病初诊治疗；

05养老服务站：老年人康养、心理疏导、社会交流等；

06文化活动室：村民文化交流、阅读、棋牌曲艺等场所；

07健身场地：户外健身器材和运动场地；

08便民商店：销售日常食品、日杂、工器具等场所；

09快递网点：邮政快递或物流包裹集中收寄和暂存场所；

10客运停靠点：长途客车等候和停靠地；

11供电设施：变电、配电、开闭等电力设施所在地；

12通信设施：交换机、微波站等通信设施所在地；

13给水设施：水源、水泵和净水设施所在地；

14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净化设施所在地；

15垃圾收集站：垃圾集中存放、分类、分拣和中转站；

16公共厕所：集中公共厕所所在地；

17农机具停放场：农机具集中维护保养、停放场地；

18晒场：粮食露天晾晒场地；

19禽畜养殖区：家禽、家畜集中管理和养殖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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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道路交通规划图

风
玫
瑰
与
比
例
尺

图

例

道
路
交
通
规
划

位

置

图

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沿用原有道路路由。村域内乡村道路用地分为村道

用地和村庄内部道路用地。

村道用地：指在农村范围内，乡道及乡道以上公路以外，

用于村间、田间交通运输，服务于农村生产的对地表耕作

层造成破坏的硬化型道路。规划村道用地宽度3-6米，采用

路基挖方碎石敷设方式。

村庄内部道路用地：村庄建设边界内的道路用地，包括

交叉口用地。规划道路宽度4-7米。

交通设施规划

规划设置1处客运停靠点，位于公路与村庄内部道路交

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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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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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现状基础产业，促进双富村种养加一体、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生活富裕、产业兴旺，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

双富村产业布局规划有村庄人居聚集区、农产品精深
加工发展区、乡村旅游发展区、生态农业发展区、现代农
业示范区、生态涵养区等6个产业空间。

第一产业：绿色种植和生态农业。

立足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合理布局，科学引导不同

类型区域农业生产。依托双富村粮食资源与产业优势，着

力建设优质粮食基地，大力培育推广玉米和大豆新品种。

第二产业：农产品初级加工业和冷链存储。

积极推动粮食产地初加工，推行低温储粮、散粮流通

的粮食贮运模式，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大力

推进智能仓储、智能物流。加强产业加工专用原料基地建

设，提升原料加工、运输冷链技术及设施装备水平。

第三产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依托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有

规划地开发休闲农庄、乡村酒店、特色民宿、自驾车房车
营地、户外运动等乡村休闲度假产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
旅游观光、养生养老、创意农业、农耕体验、乡村手工艺
等，促进休闲农业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整合优化、重
点打造符合本村特色的点线面结合的休闲农业品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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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景观风貌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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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休闲设施主题景观化、房屋风貌改造主题景观化

及主景点打造措施，形成乡村全域空间景观化的格局。

保留和传承农业劳作的农业生产景观，注重主要道路

两侧植物景观塑造，提升河流及两侧湿地、林地形成的自

然风景带，保护村域林田水草等全要素自然资源。

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

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整治美化村庄聚落风貌，保存村庄的整体格局和村庄

肌理，延续村庄与农田、村庄与道路、村庄与山林的空间

关系，适度整合聚落，集中布局。

村内建筑以低层为主，建筑风格、色彩、材质和布局

应体现本村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风貌控制

要求。

自
然
山
林
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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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安全和综合防灾减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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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避灾疏散应综合考虑各类灾害的防御要求，包括地震、地

质、风灾、雪灾、冻融、火灾、洪水、防空等，统筹推进避灾疏散

场所与避灾疏散道路的安排与整治。

村庄综合防灾指挥部设在村委会，临时医疗救护站设在村卫生

所。

应急避难场地

（1）规划采取分区疏散、集中避灾方式，将粮食晒场和活动

场地作为避灾疏散场地，确保人群至最近避难场地的距离不大于

500米，人均场地面积不小于5平方米。

（2）避灾疏散场地应避开危险用地区段和次生灾害严重地段，

避开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存放点和严重污染源。

（3）避灾疏散场地内的应急功能区与周围易燃建筑等一般火

灾危险源之间应设置不少于30米的防火安全带.

（4）疏散场地具备临时供电、供水条件并符合卫生要求。

（5）避灾疏散场地应有多个进出口，便于人员和车辆进出，

并有一定规模的物资存放空间。

（6）村庄防洪保护区应制定就地避洪设施规划，有效利用安

全提防，合理规划和设置安全庄台、避洪房屋、围埝、避水台、避

洪杆架等避洪场所。

应急疏散通道

（1）规划乡道和村庄干路为主要疏散通道，田间路、支路和

巷路为次要疏散通道。

（2）村庄道路出入口数量不宜少于2个，村庄与出入口相连的

主干道有效宽度不宜小于7米，避灾疏散场所内外的疏散主通道的

有效宽度不宜小于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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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近期实施项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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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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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类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规模

用地

面积

风

貌管控

投

资

额

资金

来源

备

注

建

设年限

生

态修复
1

自然荒野

土地修复

0.43

公顷

尊

重现状

合

理修缮

突

出乡土

特色

维

持风貌

与差异

化

政府

202

3-2025

国

土综合

整治

2
高标准农

田

100

公顷
政府

产

业发展
3 乡村旅游

0.50

公顷
政府

基

础设施

4 管网敷设 政府

5
客运停靠

点
政府

6
道路硬化

亮化绿化

公

共服务

设施

7
禽畜养殖

区

2.99

公顷
政府

8 晒场
0.9

公顷
政府

人

居环境

整治

9
村庄环境

综合整治
政府

9



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庄建设区规划图

风
玫
瑰
与
比
例
尺

图

例

规
划
用
地
一
览
表

位

置

图

村庄建设边界内土地总面积49.09公顷，中心村42.54公

顷，其中含非建设用地1.4公顷，占建设边界线面积的

3.29%；建设用地41.14公顷，占建设边界线面积的96.71%。

各类用地管控规则详见说明书。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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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用地性
质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公顷）

配套设施
备

注
1 水域 0.33

2 其他农用地

A8 1.07 晒场、农机具停放场

A17 禽畜养殖区
村庄建
设区之
外

3 宅基地
N1-N20
S1-S24

32.35 便民商店

4
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

A1 0.26

村委会、警务室、消
防站、快递网点、文
化活动室、公共厕所、

变电设施

A2 0.04 卫生室、养老服务站、

5
经营性建设

用地
A5 0.23

6
公用设施用

地
A4 0.09

污水处理设施、垃圾
收集站

7
绿地与广场

用地
A3/A10-A16 1.78 健身场地

8
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

- 5.53

9 留白用地 A6/A7 0.86
总计 42.54



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庄道路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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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庄公用基础设施规划图

风
玫
瑰
与
比
例
尺

图
例

用
量
预
测

项目 定额 数量 总计
数值 70L/人·ｄ 800人 56m³/d

项目 定额 数量 总计
数值 60L/头·ｄ 200头 12m³/d

项目 定额 数量 总计
数值 80m³/(h㎡·d) 10.09h㎡ 326.87m³/d

项目 总用水量 排放系数 总计
最高日污水量（m³/d） 875.2m³/d 0.8 700.16m³/d
最高时污水量（m³/h） 91.25m³/h 0.8 73m³/h

项目 定额 数量 总计
数值 400kWh/(人·a) 800人 32万kWh/a

项目 定额 数量 总量
固定电话门数 0.5门/户 400户 200门
移动通信拥有量 1.0部/人 800人 800部

用电量预测表

电话数量预测表

用电负荷预测表
用地类型 定额 数量 小计
宅基地 100kW/h㎡ 28.13h㎡ 2813kW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00kW/h㎡ 0.30h㎡ 60kW
经营性建设用地 300kW/h㎡ 9.79h㎡ 2937kW
公用设施用地 100kW/h㎡ 0.30h㎡ 60kW
绿地与广场用地 10kW/h㎡ 0.04h㎡ 0.4kW
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
1kW/h㎡ 6.01h㎡ 6.01kW

留白用地 200kW/h㎡ 0.35h㎡ 70kW
总计 6441.41kW

居民生活用水量预测表

饲养禽畜用水量预测表

办公和生产经营用水量预测表

污水量预测表

垃圾总量预测表
项目 日排不均匀系数 人口变动系数 人口数量 人均日排重量 总量

数值 1.3 1.03 800人 1.1kg/（人·d） 1.18t/d

位

置

图

安邦乡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二〇二三年五月 12



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庄整治规划（一）

安邦乡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二〇二三年五月 13



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庄整治规划（二）

安邦乡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二〇二三年五月 14



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庄整治规划（三）

安邦乡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二〇二三年五月 15



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庄整治规划（四）

安邦乡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二〇二三年五月 16



双鸭山市尖山区安邦乡双富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村庄整治规划（五）

安邦乡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二〇二三年五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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