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深化落实

《双牌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新要求，充分发挥乡镇国土

空间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优化麻江镇国土空间格局，

完善镇域空间资源配置，统筹安排全镇各项保护和建设活动，规范引导乡镇

规划建设，进一步促进麻江镇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特编制

《双牌县麻江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本规划”）。

本规划是镇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和指导各类建设的行

动纲领，是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

据。

本次规划期限与上位国土空间规划保持一致。规划目标年为2035 年，

近期年为2025 年。

规划范围为麻江镇辖区内的全部国土空间和2处国有林场、1处争议地，

分为镇域全部、镇政府驻地两个层次。其中镇域规划面积为105.93 平方公

里；镇政府驻地规划面积为24.6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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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定位目标

1、发展目标

至2025 年，乡镇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产业

结构得到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公共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人民精神文

明得到满足，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得到优化，

最终乡镇实现健康均衡发展。

2025发展目标 

至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

济实力提升明显，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城乡

基础设施实现均等化，城镇建设显著提高，

社会发展显著进步，全面形成绿色的生产

生活方式，最终以农业为主导，以生态文

化旅游为重点的产业发展型小镇全面建成。

2035发展目标 

2、发展定位

结合阳明山西入口的优越位置和现状良好的农业基础，确定麻

江镇发展定位为：

以农业为主导，以生态文化旅游为重点的

产业发展型小镇

特色农产品 生态旅游 文化旅游



1、总体格局

规划构建“一心一轴一廊四区”的总体空间格局

一心 四区一轴 一廊

为麻江镇镇区，为

镇域的经济、文化、

政治中心。

综合服务区

生态休闲区

农业生产区

生态旅游区

沿S230 形成的南北

向农旅融合互促发

展轴。

沿麻江河沿岸形成

的滨水生态景观廊

道。

二、国土空间格局



2、三条控制线

二、国土空间格局

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规划至2035年，麻江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6353.32 亩。

规划至2035年，麻江镇生态保护红线范围面积为1485.32公顷，其

中自然保护地面积为3.55 公顷。

规划至2035年，麻江镇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26.93公顷。



3、合理划定规划分区

二、国土空间格局

生态保护区：禁止建设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划定面积1485.32公顷

生态控制区：限制建设区域，划定面积3458.24公顷

农田保护区：禁止建设区域，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划定面积475.37公顷

城镇发展区：城镇集中建设区域，划定面积26.93公顷

乡村发展区：其中村庄建设区206.13公顷，为村庄集中建设区域；一般农业区201.07公顷，

为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的区域；林业发展区4697.67公顷，为以林业生产为主的区域。

矿产能源发展区：以矿产能源生产为主的区域，划定面积5.71公顷



1、生态环境保护

三、国土空间保护

自然保护地 河流水库 公益林 天然林

自然保护地
境内有1处自然保护地，为湖南双牌阳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

3.55 公顷。

其空间管制规则按照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执行。

河流水库
麻江境内重要水域河流主要为横江河、麻江河以及其支流，横江河和麻

江河河湖划界管理范围71.11 公顷。

保护范围内禁止建设可能影响保护目标实现的建设项目。

公益林
麻江境内公益林面积3341.04 公顷，其中国家公益林170.05公顷，省级

公益林3170.99公顷。

管控规则按照国家、省公益林管理办法执行。

天然林

麻江境内天然林3473.29公顷。

将纳入生态红线、公益林以及为现状地类为乔木林地的天然林划为保护

重点区域。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

及其他破坏天然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



2、耕地资源保护

三、国土空间保护

耕地保护目标

耕地保护目标：规划至2035年，麻江镇全镇耕地保有量面积不低于6824.75亩。

耕地后备资源：规划至2035年，麻江镇全镇耕地后备资源面积166.65亩。



3、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三、国土空间保护

麻江镇境内有 2 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为秦驰古道

双牌段、麻江古井。

对已发现公布的所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严格保护，同时积极做好查和申报工作，

加强对各类文物特别是文化遗址的保护和修缮。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工程必须

依法征得有关人民政府批准和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文物保护单位

麻江镇历史文化资源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类别 级别 所在行政区 备注

1
秦驰古道双

牌段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的不可移动文物

—— 麻江村

2 麻江古井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的不可移动文物

—— 麻江村



1、镇村体系

四、国土空间开发

合理构建镇区、中心村、一般村三级镇村体系

镇区

中心村

一般村

廖家村、黄江源村为镇区所在地，是全镇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流活动中心。

确定白水岭村、麻江村2 个村为中心村，中心村与镇区、一般村交通方便，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相对完善，为周边村庄提供教育、商贸服务、物流运输等公共配服务。

确定横江源村、新湾福村、荷叶塘村、南漯村4 个一般村，是辖区内为村民提供生活聚集

和活动的区域，满足村民日常基本生活需求。



2、建设用地布局

四、国土空间开发

➢ 城镇建设用地

规划至2035 年，麻江镇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26.97 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

0.25%。

➢ 村庄建设用地

规划至2035 年，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36.08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1.28%。其

中乡镇可对部分指标统筹使用，留白指标的申请使用应满足一定使用规则

主要包括农村住宅用地、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村庄基础设施用地

等。

➢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规划至2035 年，区域交通设施用地规模为70.05 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0.66%。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主要包括铁路用地、公路用地等

➢ 其他建设用地

规划至2035 年，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10.85 公顷。

其他建设用地主要包括采矿用地、特殊用地等。



3、产业发展规划

四、国土空间开发

产业体系构建

产业发展布局

立足与生态环境与现状产业基础，以山区种植业和畜牧养殖业为主，大

力发展特色水果、阳明雪茄、油茶等种植产业，促进农业现代化、规模化、

特色化、生态化，构建水果、烟草、油茶三大重要农产品生产区。

根据现状资源环境，第二产业以水电产业、风电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为

主。以天子山抽水蓄能为重点项目。

依托阳明山4A 级风景区，积极发展旅游产业。以生态休闲旅游为开发

方向，依托境内汉文化小镇、天子山抽水蓄能、天坑景点、生态农业产业

园等，加快各项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发展特色民宿、餐饮、生态观光、

农耕体验等，建设集休闲观光、生态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度假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体布局：规划构建“两心三区多点”的产业空间布局

两心

一轴

三区

多点
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阳明雪茄种植基地、天子山抽水蓄能项目、天坑景区、

特色民宿等

两心：即麻江镇产业发展配套核心和旅游服务核心

一轴：沿省道S230 形成的产业发展轴

三区：生活服务区、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山林生态保育区



4、综合交通规划

四、国土空间开发

规划期内，规划形成“一纵一横”的交通网络体系。

一纵：省道S230；一横：省道S343——红阳公路。
交通体系

道路交通
规划

交通设施
规划

省道：规划对省道S343进行路面升级改造；省道S230路面进行改造及拓宽。

村道：规划新建黄江源村至南漯村通村道路、荷叶塘村新建通景路；规划廖家、

荷叶塘、万里塘通景路提质改造。

停车场：规划新增1处旅游停车场于白水岭村，提升当地旅游服务能力。

旅游标识：在省道S343、省道S230上、镇区、白水岭村、荷叶塘村、麻江村

内设置旅游交通引导标识。



5、配套设施

四、国土空间开发

规划保留现状镇级公共管理设施及各村公共管理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镇域范围内的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数量及规模

镇区扩建现状卫生院；村庄结合“一村一室”要求，对村卫生室进行提质，提

升医疗服务水平

镇区保留并扩建现状敬老院，完善敬老院配套设施；村庄与村委会联合设置居

家养老服务站或设置老年活动中心

镇区配置农贸市场、超市、电商网点、便利店、银行网点等；各中心村结合实

际完善小型农副产品市场、便利店等

公共管理
设施

给水工程
规划对麻江水厂进行扩建，镇区及周边临近村庄由麻江水厂统一集中供水；偏

远村庄采用分散供水。

排水工程
规划保留现状镇区污水处理厂和污水干管，镇区污水由干管收集至污水处理

厂；村庄规划采用新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化粪池进行处理和回用。

电力电信
工程

规划保留现状变电站，改善镇村中压配电网络结构，改造老化设备，规划在麻

江村建设湖南省双牌天子山抽水蓄能电站。镇区保留现状电信支局及邮政支局，

中心村结合村部设置邮政代办网点和邮政投放处，开展综合服务业务。

环卫工程
采用“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垃圾收运处理模式。规划保留现状

垃圾转运站，各村设置垃圾收集点。规划镇区、村庄配备环卫工人，定时清理

镇区、村组公共场所，保障镇区、乡村卫生环境。%。

教育设施

医疗设施

社会福利
设施

商业服务
业设施

镇区完善文化娱乐设施，可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合并设置；村庄设置文化活动

室、农家书屋、健身场地等。
文体设施



1、国土综合整治

五、国土综合整治修复

2、生态保护修复

规划期末，麻江镇实施高标准农田提质建设296.94 公顷，涉及廖家村、黄江源村、麻江村、新

湾福村4 个村。

➢ 高标准农田

规划期末，镇域宜耕资源土地开发新增耕地指标20.36 公顷（305.4 亩），涉及麻江村、黄江

源村、廖家村、麻江工区1。

➢ 土地开发

规划期内，基本完成区域内横江河、麻江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完成区域内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山塘清淤防。

➢ 湿地生态修复

涉及廖家、横江源等8 个村和2 处林场。。重点关注公益林、天然林的保护以及宜林区域、采

伐地和疏林地的植被恢复，分区差异化实施植被恢复和管护。

➢ 林地生态修复

规划期内，主要对农业污染土地进行修复，涉及麻江村、廖家村、黄江源村、新万福村、荷叶

塘村。

➢ 污染土地修复

在二广高速两侧至第一层山脊线或平原区1 千米范围内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对生态系统完整性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影响的可建区域通过相关措施建设省级生态廊道。

➢ 生态廊道建设



六、镇政府驻地规划

➢ 用地结构调整
规划期内，镇区用地调整方向主要为减少居住用地，增加商业服务业用地及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 配套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期内，扩建卫生院与敬老院，其余与现状保持一致。
基础设施：与现状保持一致。

➢ 绿地与开敞空间
至规划期末，规划在镇区南部新增1处广场用地。

延续现状，结合发展方向，对镇区用地结构进行微调



七、重点建设项目

充分衔接“十四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和落实乡镇发展需求，

麻江镇重点建设项目计划，主要涉及交通、水利、能源、旅游、产业、民生等方面。

交通 水利 能源 旅游 产业 民生

省道提质

旅游道路

通村道路

……..

鳖栏江水库

麻江水厂

……..

天子山抽水蓄能

……..

天坑景点

地下河旅游开发

旅游驿站

……..

阳明雪茄基地

……..

卫生院扩建

敬老院扩建

液化气站

……..

生态

麻江河治理

横江河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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