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发布

8 月 9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

求，《贵州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进一步明确了

“三区三线”的管控措施。

按照“先布棋盘、后落棋子” 的总体思

路，“先农田、后生态、再城镇” 的划定优先

序，我省自 2022年 4月启动“三区三线”划

定工作，划定成果于 2022年 11月获国家批

准。

全省共划定耕地保护面积 5028.04 万

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613.97 万亩、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6141.26 万亩，城镇开发

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 2020 年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的 1.3倍以内。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规划》进一

步明确了“三区三线”的管控措施。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将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图斑带位置下达， 逐级签订耕

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书。 实施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

殊保护制度，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

实行生态保护红线分级管控。 生态保

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

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禁止开发性、生产性

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

重大项目外， 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

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严格城镇开发边界管理。 城镇开发边

界内，各类建设活动严格实施用途管制，实

行“详细规划 + 规划许可” 的管制方式，依

法履行相关规划许可手续。 城镇开发边界

外不得进行城镇集中建设， 不得规划建设

各类开发区和产业园区， 不得安排城镇居

住用地。

科学划定“三区三线” ，对我省加快形

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

大意义。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坚持耕地保护应

保尽保应划尽划， 永久基本农田划足划优

集中连片，全省超过 98%的现状耕地纳入耕

地保护目标，超过 90%的可长期稳定利用耕

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巩固生态安全格局。 按照生态功能不

降低、性质不改变的要求，优化生态保护红

线，在“四山八水” 等生态安全区域划定的

生态保护红线超过全省的 77%， 筑牢 “两

江” 上游生态屏障。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坚持绿色发展，集

约紧凑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统筹考虑“强省

会” 战略实施和“六大产业基地” 建设，新

增空间重点向“一群三带” 和重大平台、重

大产业等倾斜，引导资源要素集聚。

据天眼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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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9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国

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

称 《规划》）， 整合集成了主体功能区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在“目标、指

标、坐标” 三个方面的优势和特点，实现了

从各类空间性规划“九龙治水” 到国土空

间规划“多规合一” 的华丽蝶变，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获国务院批复。

《规划》共 10 章 41 节，包括“目标任

务－空间格局－支撑体系－保障措施” 四

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含 1-2 章，主要是在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

价基础上，梳理分析全省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的现状特征、 存在问题和面临挑战，结

合对发展趋势和未来机遇的研判，明确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策略和

目标任务。

第二部分包含 3-6 章，主要是优化主

体功能分区，划定“三区三线” ，确定“农

业、生态、城镇” 三大空间布局。 构建“一

环两区五片” 的农业空间格局，助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筑牢

“四山八水两屏” 的生态安全格局，巩固

“两江” 上游生态屏障，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先行区。 构建“一群三带” 的城镇空间

格局，引导基础设施、资源要素和重大生

产力集聚，带动沿线及周边区域城镇组群

集聚协调发展。

第三部分包含 7-9 章，主要是构建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能矿资源、文化魅力、

区域协同“五大” 支撑体系。 按照规划指

标化、指标项目化、项目空间化的思路，分

级分类提出各类基础设施、 服务设施、安

全设施的总体安排、 项目清单和布局要

求。 按照区域协调发展具体化、布局化、措

施化的要求，推动构建全方位、多领域、多

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四部分为第 10 章， 主要是从党的

领导、制度体系、规划传导和实施监督等

四个方面，提出体制机制建设和全生命周

期管理等具体措施，确保“一张蓝图干到

底” 。

此外，《规划》 具有以下六大鲜明特

色。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多规合一”

的重大决策部署， 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的有机融合。

《规划》深度对接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四五” 规划发展构想，综合统筹

各部门“十四五” 专项规划空间需求，全

域全要素作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

修复的相关安排，为重大战略、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落地实施提供了强有

力的空间保障。

构建与区域经济布局相适应的国土

空间体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

府重要战略部署。《规划》对照国家要求，

结合贵州实际，提出“一环两区、四山八

水、一群三带、双向开放” 的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新格局，为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

主战略实施和“四区一高地” 主定位实现

提供了坚实的空间保障。

划定以“三条控制线” 为核心的各类

管控边界，全方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安全。 《规划》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先

序，以及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统筹划

定落实三条控制线，做到“数、线、图” 一

致，可审计、可考核、可追责，为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空间支撑。

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空间布局，塑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品质

国土空间。 《规划》统筹了能源、交通、水

利和新型基础设施等规划布局， 谋划了

3000 余个近远期重点项目，积极完善各级

城乡生活圈体系，引导教育、医疗、养老、

文化、体育、安全、应急等各类服务设施高

效配置和均衡布局，塑造更高品质的人居

环境、提供更加普惠的公共服务，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强化对工业转型发展、全域旅游格局

的支撑保障，助力开创经济兴、百姓富、生

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规划》全面强

化对“六大产业基地”“富矿精开” 的空

间保障，牢固树立“亩产论英雄” 的导向，

促进产业用地提质增效和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 《规划》立足我省风景名胜资源丰

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等特点，遵循“护好

生态颜值、催生经济价值” 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思路，塑造多姿山水景观、多元历

史遗存相融合的多彩贵州魅力空间格局，

全力支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打造。

注重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提升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 充分发挥贵州大数据领域创新优势和

自然资源系统空间数据平台优势，同步建

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实施监督信息

系统， 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审批、实

施、监督全过程留痕和在线管理，未来还

将在重大项目选址、重要控制线监测和用

地审批、土地出让、规划许可、执法督察等

自然资源全链条、全过程管理中发挥重要

基础支撑作用，通过“数字赋能” ，推动国

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不断提升。 据天眼新闻

《规划》进一步明确“三区三线”管控措施

本报讯 8 月 8 日， 中国－东

盟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展示中心

新址正式启用。

中国－东盟中医药对外交流

合作展示中心新址位于贵阳铁建

城贵阳国际时尚发布中心，面积约

800 平方米，具备展览贸易、高端

会务、宣传服务等功能。 该中心由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贵州省中

医药管理局批准建设，省中医药管

理局与南明区政府共同指导，贵州

青旅康养文旅有限公司承办及运

营，是贵州省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产

品展示的重要平台，也是连接和服

务境内外产业合作伙伴的重要桥

梁。

据 了 解 ，2021 年 5 月 ，

RCEP产业合作研究院、中国—

东盟中医药行业合作委员会秘

书处落地南明区。 南明区借此

有利时机， 深入推进省级中医

药综合服务示范区建设， 依托

贵州省丰富的药产和悠久的民

族医药文化，发挥自身区位、交

通、商贸、服务等优势，积极推

动中国—东盟中医药对外交流

合作展示中心于 2022年 9月建

成投用， 着力对接 RCEP 和东

盟两个市场， 推动黔药和黔医

走向国际市场， 并引进国际优

质中药资源和服务。

据贵州青旅康养文旅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中国—东盟中医药

对外交流合作展示中心投用以来，公司以中

心为平台， 充分发挥贵州省中医药资源优

势，坚持以“中医药 + 旅游” 为工作抓手，通

过线上线下综合运营，大力推动贵州省中医

药文化和产品出山出海。 同时，公司联合贵

阳日报传媒集团研发并发布 10 条特色康养

文旅线路， 充分展现贵州省中医药康养资

源。

本次迁址，旨在提升贵州中医药文化和

产业宣传的窗口形象，加强贵州与东盟国家

中医药和文旅产业联动，进一步推动贵州省

中医药康养文旅事业面向市场，奋力打造中

医药康养文旅新赛道，助力贵州经济高质量

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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