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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编制背景

2020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

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

给予补偿。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首次通过列举方式对

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进行了界定，明确除了军事和外交需要

用地的，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

施建设需要用地的，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区综合服务、社

会福利、市政公用、优抚安置、英烈保护等公共事业需要用地的，由

政府组织实施的扶贫搬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需要用地的，以及法

律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其他情形的，

可以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外，在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还进一步明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在城镇开发边界

内集中建设区进行成片开发建设、经编制并获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以下简称成片开发方案）的，方可依法征收土地。

2020年 11月 5日，《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明确了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的依据、原则和成片开发方案的内容、编制程序以及不予

批准成片开发方案的情形。2021年 8月 26日，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印

发了《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辽自然资发〔2021〕

68号），进一步细化了成片开发方案编制的相关要求，明确在国土

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由市、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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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的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的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确需征收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应当编制成片开发方案，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

准后方可实施土地征收。

为贯彻落实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和国家、省关于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的有关规定，编制本成片开发方案。

第二节 编制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维护公共利益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程的规定，符合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年度计划，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要以人民为中心，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提高成

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的比例，

兼顾群众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充分征求成片开发

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二、科学合理编制、确保开发必要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城市（镇）的长远

发展，根据土地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确保开发的必

要性。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编制工作，着重解决实际问题。

三、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尽量避让优质

耕地。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际用地需求、土地利用相关政策

等确定成片开发范围，科学合理规划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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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重绿色发展、保护生态优先原则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编制着眼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不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和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地和

重要环境敏感区等；合理设置生态绿化用地，实现土地综合开发利用

与生态建设的和谐统一。

第三节 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9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10.《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

1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

12.《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13.《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年修订）；

14.《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15.《辽宁省基本农田保护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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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规范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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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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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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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的若干意见》（厅发〔2017〕2号）；

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

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号）；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15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

补平衡的指导意见》（国土资规〔2016〕8号）；

9.《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13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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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号）；

11.《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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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19〕87号）；

13.《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

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

14.生态环境部等 13个部门《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

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环土壤〔2018〕41号）；

1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数据规范

（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48号）；

16.《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

（辽自然资发〔2021〕68号）；

17.《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

（朝自然资发〔2021〕40号）；

18.《朝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事项

的通知》（朝政发〔2020〕16号）。

三、技术标准

1.《土地基本术语》（GB/T 19231-2003）；

2.《土地勘测定界规程》（TD/T 1008-2007）；

3.《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2-2009）；

5.《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6.《农用地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

7.《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

8.《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9.《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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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1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四、相关规划依据

1.《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朝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3.《朝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编制中）；

4.《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5.《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

（编制中）；

6.《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年）》；

7.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城乡建设、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划及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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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片开发基本情况

第一节 开发区域概况

一、自然地理条件

（一）地理位置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喀左县）地处辽西低山丘陵

区，隶属于朝阳市，位于北纬 40°47′12″至 41°33′53″，东经

119°24′54″至 120°23′24″之间，东临朝阳县，西靠凌源市，

南接葫芦岛市建昌县，北连喀左县，是辽冀蒙三省交汇地带，辽西走

廊北通道要塞，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地形地貌

喀左县地处辽西低山丘陵区，海拔一般在 300—400 米之间，

山地、丘陵、平地、河川相间交错，构成“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

貌。西北有努鲁儿虎山脉，自西向北延伸，东南有松岭山脉，由

南伸向东北，形成全县西北和东南高、中间低的槽形地形。

（三）水资源状况

喀左县境内有大小河流百余条，主干河为大凌河，从建昌县流入，

自南向北注入朝阳县，蜿蜒境内 78.55公里，主要支流有榆河、蒿桑

河、渗津河、牤牛河、芍药河。

（四）气候条件

喀左县地处温带半干旱西辽河州向暖温带半湿润冀北山地过渡

地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主要气候特点：春季少雨多旱风，夏季炎

热雨集中，秋季晴朗日照足，冬季寒冷降雪稀。年平均气温为 8.7摄

https://baike.so.com/doc/6411632-662530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11632-6625300.html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6%9C%9D%E9%98%B3%E5%8E%BF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5%87%8C%E6%BA%90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5%BB%BA%E6%98%8C%E5%8E%BF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5%BB%BA%E5%B9%B3%E5%8E%BF
https://baike.so.com/doc/6411632-662530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52794-616573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2194-56503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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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度，年均降水量为 491.5毫米左右，平均日照时数为 2807.8小时，

平均无霜期 144天。

二、社会经济情况

喀左县 202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8.5亿元，同比增长 8%；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1亿元，同比增长 16%，有望突破 18%；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60.9亿元，同比增长 10%；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60

亿元，同比增长 28%；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83亿元，同比增

长 9%；完成进出口总额 5亿元，同比增长 22%；完成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6581元，同比增长 10%。经济运行呈强劲发展态势。

三、土地节约利用状况

（一）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规模及处置情况

近年来，喀左县加大处置力度，压实责任，积极盘活闲置土地，

全力推进消化处置工作。2020年我县批而未供需完成面积 92.28 hm2，

盘活供应 31.18 hm2，消化批而未供土地下降率达 33.79%，闲置土地

0.00 hm2。2021 年我县批而未供需完成面积 108.29 hm2，盘活供应

33.77 hm2，消化批而未供土地下降率达 31.18%，闲置土地 0.00 hm2。

（二）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根据 2020年开发区评价成果，朝阳喀左经济开发区土地供应率

为 95.13，土地建成率为 100%，工业用地率为 83.12%。

（三）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为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喀左县自然资源局全力开展盘活存量

用地，努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迈向高质量。据 2021年底数据统

计，2017-2021 年供地率分别为 64.71%、86.84%、92.57%、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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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7.66%，近五年喀左县平均供地率为 64.71%，有力保障了项目建

设用地和民生用地，维护了土地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第二节 成片开发规模

一、位置、面积及范围

PK01：片区面积 6.5549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1.395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5.1599hm2。包含 DK-1地块，涉及中三家镇。

PK02：片区面积 19.0022hm2，均为集体土地。包含 DK-2、DK-3

地块，涉及公营子镇。

PK03：片区面积 12.2877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2.5612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9.7264 hm2。包含 DK-4、DK-5地块，涉及公营子镇。

PK04：片区面积 8.3632hm2，均为集体土地。包含 DK-6地块，

涉及公营子镇。

PK05：片区面积 8.9129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1.0364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7.8765 hm2。包含 DK-7地块，涉及公营子镇。

PK06：片区面积 7.8309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8557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6.9751 hm2。包含 DK-8地块，涉及公营子镇。

PK07：片区面积 22.5495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2.5309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20.0186 hm2。包含 DK-9、DK-10、DK-11地块，涉

及公营子镇。

PK08：片区面积 0.1915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0702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0.1213 hm2。包含 DK-12地块，涉及甘招镇。

PK09：片区面积 0.5736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1305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0.4431 hm2。包含 DK-13地块，涉及羊角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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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0：片区面积 0.6334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5451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0.0883 hm2。包含 DK-14地块，涉及羊角沟镇。

PK11：片区面积 1.8674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4492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1.4182 hm2。包含 DK-15地块，涉及兴隆庄镇。

PK12：片区面积 10.871hm2，均为集体土地。包含 DK-16地块，

涉及大城子街道。

PK13：片区面积 15.9388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2.205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13.7338 hm2。包含 DK-17地块，涉及利州街道。

PK14：片区面积 23.5591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4.7112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18.8478 hm2。包含 DK-18、DK-19地块，涉及利州

街道。

PK15：片区面积 3.3134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7025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2.6109 hm2。包含 DK-20地块，涉及利州街道。

PK16：片区面积 2.7794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5877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2.1917 hm2。包含 DK-21地块，涉及大城子街道。

PK17：片区面积 1.9275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362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1.5655 hm2。包含 DK-22地块，涉及大城子街道。

PK18：片区面积 2.2642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5219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1.7423 hm2。包含 DK-23地块，涉及大城子街道。

PK19：片区面积 11.1138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2.4196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8.6942 hm2。包含 DK-24、DK-25地块，涉及利州街

道。

PK20：片区面积 4.1571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1.6883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2.4688 hm2。包含 DK-26地块，涉及利州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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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21：片区面积 10.326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5.2185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5.1075 hm2。包含 DK-27地块，涉及利州街道。

PK22：片区面积 3.3822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2909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3.0913 hm2。包含 DK-28、DK-29地块，涉及利州街

道。

PK23：片区面积 43.0541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18.2288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24.8252 hm2。包含 DK-30地块，涉及平房子镇。

PK24：片区面积 1.3065 hm2，其中：国有土地面积为 0.3868 hm2，

集体土地面积为 0.9197 hm2。包含 DK-31地块，涉及坤都营子乡。

表 1 喀左县成片开发片区情况表

单位：hm2

片区

编号

片区

面积

地块

编号
行政区名称

权属

国有 集体

PK01 6.5549 DK-1 中三家镇 1.3950 5.1599

PK02 19.0022 DK-2、DK-3 公营子镇 19.0022

PK03 12.2877 DK-4、DK-5 公营子镇 2.5612 9.7264

PK04 8.3632 DK-6 公营子镇 8.3632

PK05 8.9129 DK-7 公营子镇 1.0364 7.8765

PK06 7.8309 DK-8 公营子镇 0.8557 6.9751

PK07 22.5495 DK-9、DK-10、DK-11 公营子镇 2.5309 20.0186

PK08 0.1915 DK-12 甘招镇 0.0702 0.1213

PK09 0.5736 DK-13 羊角沟镇 0.1305 0.4431

PK10 0.6334 DK-14 羊角沟镇 0.5451 0.0883

PK11 1.8674 DK-15 兴隆庄镇 0.4492 1.4182

PK12 10.8710 DK-16 大城子街道 10.8710

PK13 15.9388 DK-17 利州街道 2.2050 13.7338

PK14 23.5591 DK-18、DK-19 利州街道 4.7112 18.8478

PK15 3.3134 DK-20 利州街道 0.7025 2.6109

PK16 2.7794 DK-21 大城子街道 0.5877 2.1917

PK17 1.9275 DK-22 大城子街道 0.3620 1.5655

PK18 2.2642 DK-23 大城子街道 0.5219 1.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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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编号

片区

面积

地块

编号
行政区名称

权属

国有 集体

PK19 11.1138 DK-24、DK-25 利州街道 2.4196 8.6942

PK20 4.1571 DK-26 利州街道 1.6883 2.4688

PK21 10.3260 DK-27 利州街道 5.2185 5.1075

PK22 3.3822 DK-28、DK-29 利州街道 0.2909 3.0913

PK23 43.0541 DK-30 平房子镇 18.2288 24.8252

PK24 1.3065 DK-31 坤都营子乡 0.3868 0.9197

总计 222.7604 —— —— 46.8976 175.8629

二、基础设施条件情况

（一）道路情况

喀左县城区现有主干道 11条，分别是龙兴街、青年街、民族街、

龙凤大街、胜利路、健康路、建设路、湖北路、湖南路、凤翔路、如

意路；次干路 10条，分别为腾龙街、利州街、育才街、人民街、苏

州街、杭州街、凤鸣街、团结路、上海路；支路 6条，分别为昌盛街、

新华街、金茂街、清安路、利新路、成都路。现状有加油站 7处，无

社会停车场，大部分车辆都停靠在道路两侧，各片区道路通畅。

（二）供水情况

喀左县现有供热公司四个，分别为喀左康泰热力有限公司、喀左

供热有限公司、喀左好旺供热有限公司、辽宁百思特新能源供热有限

公司。喀左康泰热力有限公司，位于县城区团结路，供暖面积 105万

m2，供暖锅炉 4台，总吨位 110吨。喀左供热有限公司，位于县城区

青年街，供暖面积 90万 m2，供暖锅炉 4台，总吨位 110吨。喀左好

旺供热有限公司，位于县城区健康路北，供暖面积 43万 m2，供暖锅

炉两台，总吨位 60吨。辽宁百思特新能源供热有限公司，位于县城

区胜利路西，LGHP1130热泵机组 3台。目前没有集中供暖的热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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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民用建筑 200万 m2，采暖时间：每年 11月 1日零时---次年 4月

1日零时。集中供热普及率 92%。计划在桥南新区建设一座大型集中

供热的热源厂，满足城市建设供暖需求，计划安装 3台 65吨锅炉，

满足 200万 m2的供暖能力，可保障各片区供水条件。

（三）供电情况

喀左电网位于朝阳电网的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受端网络。区内电

网由 220kV、66kV、10kV 三个电压等级构成，现状负荷主要依靠

220kV喀左站（1×180MVA，电源进线为柳城-喀左）支撑。喀左县

县城区配电网共有 2座 66kV变电站，主变 4台，变电总容量 40MVA。

66kV变电站变电所分布密度小，布局不尽合理。部分线路 66kV 变

电站网架不合理，有卡脖子现象，部分重要用户无法满足“N-1”要求，

不能实现两个 220kV系统不同路径供电。部分 66kV架空线路运行年

限超过 20年。导致送电线路限制负荷发展、安全运行存在隐患。在

考虑 10kV侧负荷转供能力的条件下，均无法通过变电站全停校验，

可保障各片区供电条件。

第三节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喀左县2020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成片开发总面积222.7604

hm2，农用地 100.2510 hm2，占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 45.00 %；建设用

地为 105.5515 hm2，占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 47.38 %；未利用地 16.9580

hm2，占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 7.62 %。农用地中，耕地 59.1505 hm2，

园地 5.8221 hm2，林地 24.4073 hm2、其他农用地 10.8711 hm2。建设

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84.5343 hm2，交通水利用地 21.0172 hm2。未

利用地中，水域 0.6232 hm2、自然保留地 16.3347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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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喀左县成片开发片区土地利用现状情况表

单位：hm2、%

片区

编号
合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

用地
小计

城乡建

设用地

交通水

利用地

其他建

设用地
小计 水域

自然保

留地

PK01 6.5549 5.0922 0.0000 0.0000 4.5959 0.4962 1.4156 1.3214 0.0941 0.0000 0.0471 0.0000 0.0471

PK02 19.0022 18.0326 14.2448 2.2912 1.0455 0.4511 0.4701 0.3264 0.1437 0.0000 0.4996 0.0000 0.4996

PK03 12.2877 9.3835 7.0839 0.5341 1.0713 0.6943 2.6519 0.2670 2.3848 0.0000 0.2523 0.2523 0.0000

PK04 8.3632 4.9438 0.3943 0.0000 4.4376 0.1119 3.4194 3.4079 0.011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K05 8.9129 8.2818 2.8951 0.0725 5.1553 0.1588 0.6312 0.0051 0.626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K06 7.8309 1.0848 0.1048 0.0000 0.0005 0.9795 5.7716 4.9357 0.8359 0.0000 0.9744 0.0000 0.9744

PK07 22.5495 17.3429 14.3895 0.0000 1.7402 1.2133 2.8733 0.5853 2.2880 0.0000 2.3333 0.0000 2.3333

PK08 0.191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915 0.1378 0.053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K09 0.5736 0.0455 0.0455 0.0000 0.0000 0.0000 0.5278 0.4368 0.0911 0.0000 0.0003 0.0003 0.0000

PK10 0.633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6334 0.5094 0.124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K11 1.8674 1.4741 1.4741 0.0000 0.0000 0.0000 0.3933 0.0073 0.385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K12 10.8710 3.3053 1.8059 0.0000 0.9553 0.5441 7.4004 6.4713 0.9292 0.0000 0.1653 0.0000 0.1653

PK13 15.9388 4.0384 3.5415 0.0000 0.3960 0.1010 11.8162 8.5175 3.2987 0.0000 0.0843 0.0843 0.0000

PK14 23.5591 4.2990 1.5615 0.0000 2.7374 0.0000 8.2539 3.3879 4.8660 0.0000 11.0061 0.0000 11.0061

PK15 3.3134 0.8122 0.7991 0.0000 0.0131 0.0000 2.5012 1.8446 0.656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K16 2.7794 2.2213 0.0000 0.0000 2.1658 0.0555 0.5582 0.0001 0.558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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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编号
合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

用地
小计

城乡建

设用地

交通水

利用地

其他建

设用地
小计 水域

自然保

留地

PK17 1.9275 0.2091 0.1919 0.0000 0.0171 0.0000 0.4393 0.1120 0.3273 0.0000 1.2792 0.0000 1.2792

PK18 2.2642 0.1455 0.0486 0.0242 0.0000 0.0727 2.1187 1.7498 0.368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K19 11.1138 6.7563 3.9002 2.2929 0.0377 0.5255 4.3561 4.2422 0.1139 0.0000 0.0014 0.0000 0.0014

PK20 4.1571 2.4610 2.4610 0.0000 0.0000 0.0000 1.6961 0.0093 1.686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K21 10.3260 5.4106 0.0000 0.5787 0.0000 4.8318 4.6291 4.1924 0.4367 0.0000 0.2864 0.2864 0.0000

PK22 3.3822 0.3746 0.2341 0.0000 0.0000 0.1406 3.0076 3.007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K23 43.0541 4.1207 3.9747 0.0000 0.0235 0.1225 38.9330 38.1967 0.7363 0.0000 0.0004 0.0000 0.0004

PK24 1.3065 0.4159 0.0000 0.0284 0.0150 0.3725 0.8628 0.8628 0.0000 0.0000 0.0278 0.0000 0.0278

总计 222.7604 100.2510 59.1505 5.8221 24.4073 10.8711 105.5515 84.5343 21.0172 0.0000 16.9580 0.6232 16.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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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片开发总体概况

第一节 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一、着力主攻绿色工业，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的

需要

喀左县积极参与国家“一路一带”经济大格局，抓住京津冀产业转

移和京沈高铁全线贯通两大机遇，主动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依据《喀

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四大产业集群”和“五大产业基地”，

包含冶金铸锻及先进装备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紫陶建材等。喀左县

重点谋划推进一批高质量京津冀产业转移项目，全力建设数字化精密

制造项目、包装加工项目及建设装备制造产业项目，建设特色产业集

聚区。朝阳喀左经济开发区以“161”工程为抓手，围绕装备制造、

信息半导体新材料、陶瓷建材等主导产业，开展高质量招商，全力承

接“飞地”项目，围绕合资合作做大做强开发企业，不断壮大三大产

业集群，重点打造八大产业园，进一步完善开发区产业结构，优化开

发区产业链，实现“强链、补链、健链、延链”，将开发区建成集“工

业化生产+工业体验”的高品质产业园区。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开发区重点喀左首龙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金属箱加工生产建设项目、辽宁润利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年加工 1000

套数控机床项目、大川精工（朝阳）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套组合螺

母建设项目、朝阳华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喀左海川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仓

储冷链物流中心建设项目等重点加工项目等高端技术产业，利州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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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紫陶建材、印刷包装两大产业集群，推进紫砂产业园、印刷

包装产业园建设。以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喀左县经济发展，加快形成以

创新引领、要素富集、空间集约的产业综合体。此次片块规划符合《喀

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为保障项目用地需求，开展土地征收提供

了依据，也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开发区及园区产业集群有着积极的推动

作用。

二、推进精致县城建设，打造高品质宜居宜业现代城的需要

喀左县大力实施城市“东控西优南拓北进”战略，统筹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做实做优县城和重点镇、做美

乡村。依靠中心城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及辖区内山灵水秀、水系发达等

“天时地利”条件，喀左县正围绕“南哨特色小镇”发展定位，以水系宜

居为主导，打造以傍水为主的特色小区，以商务金融、政务办公、文

化核心、城市绿心为多种引擎的新城区。

本方案片区位于中心城区，紧邻北部高铁站片区、南部旅游片区，

与北岸老城区一河之隔，是依托大凌河西支滨水休闲带与大凌河景观

生态带的城市景观界面，打造临绿心公园生态绿带景观城区一线的重

点区域。通过本方案的建设，对片区内现有原有小区进行优化改造，

建成集学、居、生态休闲为一体的新型住宅小区，提升片区居住品质。

本方案片区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7.2127 hm2，包含公园绿地

及防护绿地。防护绿地建设完成后将提升大凌河两侧绿化景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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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建设完成后，将形成生态环境优良的城市生态景观区域，与城市

绿心遥相呼应城市城市居民又一生态景观线。

三、保障民生及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需要

喀左县立足“补短板、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发展思路，

重点解决基础设施规模不足、技术等级不高、服务效率不强等问题，

加快构建整体提升、功能配套、持续有力的基础设施保障体系，提升

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着眼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发展目标，项目建设涵盖医疗、商服、公共

服务、道路交通等多用途开发。

第二节 成片开发的合规性

一、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情况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积极融入国、省重大发展战

略及朝阳市“五大发展”战略，依托辽西率先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立足“工业强县”的发展思路，重点实施冶金锻炼及先进装备智造、印

刷包装等项目；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步伐

加快，实施城市提升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现代农业、多元

化现代服务业发展质量，加快构建整体提升、功能配套、持续有力的

基础设施保障体系，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

本次成片开发的实施可推动喀左县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及

工业转型升级，加快片区开发，提升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绿色工业”的建设，符合《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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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

发展定位和要求，成片开发项目建设利于完成规划目标和任务。同时

喀左县将根据《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编制年度发展计划，将成

片开发项目纳入年度发展计划。

二、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情况

（一）与城市总体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确定

了喀左县的区域发展战略，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将喀左县融入到东北

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整体发展的大环境之中，积极承接京津冀的产

业转移，科学确定发展定位，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服务于区域经济的

整体发展。强化城区“双核”发展动力，以喀左县中心城区和开发区的

建设为突破口，带动全县积极融入京津冀建设之中；拓展腹地，建设

京沈高铁、凌绥高速公路，带动东北地区振兴发展。

根据喀左县城市总体规划，本方案位于喀左县城市总体规划确定

的建设用地范围内。未来在现有工业的基础上，积极承接京津冀地区

的产业转移；同时加大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和建

设步伐。本方案在产业定位和用地性质上均符合喀左县城市总体规划，

并且不涉及总体规划中的强制性内容。

三、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情况

根据国家和省要求，喀左县人民政府正组织编制《喀喇沁左翼蒙

古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尚未取得正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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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城镇开发边界初步划定成果已完成，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城

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成片开发区域内的项目用地布局及规划将

纳入正在编制的规划期至 2035年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1、与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符合性分析

喀左县国土空间规划正在编制中，按照国家、辽宁省和朝阳市工

作要求，正在积极开展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工作。喀左县成片开发方案

编制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充分衔接。

2、与永久基本农田符合性分析

将成片开发范围与喀左县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进行套合分析，本

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方案选址符合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3、与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性分析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项目的开发片区范围均未涉及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开发功能未涉及生态环境管控要求的具体禁止活动，符合

生态环境管控的要求。

第三节 开发片区的合理性

一、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次开发片区总面积为 222.7604 hm2，公益性用地面积 45.5354

hm2。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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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益性用地统计表

单位：hm2、%

片区

编号

片区面

积
用地类型 面积 比例 主要用途

PK01 6.5549 公益性用地 2.4408 37.24 交通运输用地

PK02 19.0022 公益性用地 4.7706 25.11 交通运输用地

PK03 12.2877 公益性用地 2.5612 20.84 交通运输用地

PK04 8.3632 公益性用地 1.4938 17.86
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

空间用地

PK05 8.9129 公益性用地 1.8122 20.33
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

空间用地

PK06 7.8309 公益性用地 2.2017 28.12
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

空间用地

PK07 22.5495 公益性用地 4.9778 22.08
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

空间用地

PK08 0.1915 公益性用地 0.0702 36.65 交通运输用地

PK09 0.5736 公益性用地 0.1305 22.75 交通运输用地

PK10 0.6334 公益性用地 0.1517 23.96 交通运输用地

PK11 1.8674 公益性用地 0.4492 24.06 交通运输用地

PK12 10.871 公益性用地 2.2203 20.42 交通运输用地

PK13 15.9388 公益性用地 3.5097 22.02 交通运输用地

PK14 23.5591 公益性用地 4.7112 20.00 交通运输用地

PK15 3.3134 公益性用地 0.7025 21.20 交通运输用地

PK16 2.7794 公益性用地 0.5877 21.15 交通运输用地

PK17 1.9275 公益性用地 0.4172 21.64 交通运输用地

PK18 2.2642 公益性用地 0.3689 16.29 交通运输用地

PK19 11.1138 公益性用地 2.9365 26.42
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

空间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PK20 4.1571 公益性用地 1.6883 40.61 交通运输用地

PK21 10.326 公益性用地 2.2382 21.68
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PK22 3.3822 公益性用地 0.7699 22.76
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

空间用地

PK23 43.0541 公益性用地 3.8981 9.05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PK24 1.3065 公益性用地 0.4272 32.70 交通运输用地

总计 222.7604 —— 45.53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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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耕地保护情况

（一）少占耕地，避让永久基本农田

项目的选址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和制约，选址具有局限性。用地单

位将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和减少占用耕地作为选址首要原则，为进一步

减少对耕地的占用，通过控制用地规模的方式降低对耕地的影响。

（二）落实耕地占一补一

用地单位将补充耕地、征地补偿、土地复垦等相关费用足额纳入

项目工程概算，并严格按照中央和自然资源部门相关要求，按照“占

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原则，委托喀左县人民政府补

充与占用耕地数量相等、质量相当或相对较高的耕地。

（三）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5年 1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

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剥离

耕作层土壤再利用，确立了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的重要性；《关于建

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69号）也

明确提出了对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要实行剥离耕作层土壤再利

用制度，开展补充耕地土壤改良和培肥工作。根据上述两个文件的要

求，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发布了《关于启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与利用

的通知》（辽国土资发〔2015〕52号），通知针对单独选址项目、

批次实施方案用地占用耕地的，应率先开展耕地耕作层表土剥离与利

用工作，做到“应剥尽剥，即剥即用”。

为保障并一定程度提高耕地质量，工程计初期将耕作层剥离等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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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工程措施作为设计的重要部分，即在施工过程中，将项目区（特

别是临时用地占用耕地）表层实际的耕作层剥离、集中单独存放，用

于新开垦耕地、临时用地复垦、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或

直接运输到土地整治项目区。建设单位拟委托编制耕地耕作层土壤剥

离与利用方案，并承诺耕作层剥离费用将作为工程项目总投资列入项

目工程概算。

三、压覆矿产资源情况

在本次方案编制时，咨询矿产部门，经调查认为调查区没有设置

采矿权、探矿权，无可供工业利用的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分布，

故不存在要进行压覆矿产资源储量评估和压覆矿产价值评估。

四、土壤污染情况

根据土壤污染调查成果，本次成片开发涉及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区域不存在重工业，且周边无工业污染建设项目，不存在土壤污染的

情况和风险。其次，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涉及的拟建项目在建设过程

中均严格执行土壤风险管控，严控土壤污染。

五、避让保护区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未涉及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地、风景名胜区

等。

第四节 主要用途与实现功能

为保障喀左县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打造京津冀区域交通物流枢纽，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喀左县 2022年

成片开发地块用途涵盖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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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地、工业用地等。

其中规划交通运输用地 35.2340 hm2，主要为整合改造道路存量

资源，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改善交通条件，提高道路通达度；规

划工业用地 103.7452 hm2，主要为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规

划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用地 3.0249 hm2、公用设施用地 0.2996 hm2，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7.2127 hm2，主要为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完善教

育设施等；规划居住用地 32.5817 hm2、商业服务业用地 27.5244 hm2，

主要为商业和居住区开发，增加住房供给和就业岗位，提升人居环境

和城市质量，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

表 4 成片开发主要用途和实现功能统计表

单位：hm2

区片

号

地块

编号
地块面积 用途 实现功能

PK01 Z001 3.030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完善教育

设施

PK02 Z002 0.3200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03 Z003 0.5008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04 Z004 1.941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05 Z005 0.5092 工业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PK06 Z006 8.4247
交通运输用地、商业服务

业用地、居住用地

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城市道路

交通网络，提升人居环境和城

市质量

PK07

Z007 5.0404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08 11.2378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09 13.3024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10 18.5635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08

Z011 7.9206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12 3.9500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13 1.9805 交通运输用地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Z014 2.974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15 8.2396 居住用地 增加住房供给，提升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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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

号

地块

编号
地块面积 用途 实现功能

和城市质量

Z016 2.3182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17 0.6525 居住用地
增加住房供给，提升人居环境

和城市质量

Z018 3.9901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19 0.3475 交通运输用地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PK09
Z020 5.3794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21 1.2375 交通运输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0 Z022 1.9316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1 Z023 2.7964 商业服务业用地 增加就业岗位

PK12
Z024 7.4732

交通运输用地、商业服务

业用地、居住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25 0.9331 商业服务业用地 增加就业岗位

PK13

Z026 0.0624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27 0.2493 居住用地

增加住房供给，提升人居环境

和城市质量，培育城市发展新

动能

PK14 Z028 0.0085 商业服务业用地 增加就业岗位

PK15

Z029 3.9851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30 3.3439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31 5.0766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32 3.3640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33 6.6501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34 7.1269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6 Z035 1.2281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7 Z036 2.299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8 Z037 3.6426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9 Z038 2.4367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0
Z039 2.4297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40 2.0717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41 0.6821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1

Z042 3.3332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43 2.2158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44 3.3801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45 3.8942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46 3.3566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47 3.334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48 10.0001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2 Z049 6.8478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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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

号

地块

编号
地块面积 用途 实现功能

PK23
Z050 1.9921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51 4.239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4 Z052 23.2460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5

Z053 17.032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54 0.1126 居住用地
增加住房供给，提升人居环境

和城市质量

Z055 1.0780 交通运输用地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Z056 10.884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6
Z057 2.1162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58 15.139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7 Z059 0.2969 交通运输用地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PK28

Z060 7.1515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61 1.5742 交通运输用地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Z062 1.2686 交通运输用地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Z063 0.2516 交通运输用地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PK29 Z064 0.7580 交通运输用地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PK30
Z065 0.5308 交通运输用地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Z066 0.9546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31 Z067 1.9330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32 Z068 0.761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33 Z069 0.4975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34 Z070 6.9888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35 Z071 2.6668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36 Z072 0.040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完善教育

设施等

PK37 Z073 3.3374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38 Z074 17.9398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39 Z075 0.3396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40 Z076 0.1120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41 Z077 2.1743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42 Z078 1.0418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43 Z079 0.5716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44
Z080 3.9804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Z081 2.8210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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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

号

地块

编号
地块面积 用途 实现功能

Z082 0.4408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45 Z083 2.4259 工业用地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总计 332.71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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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项目安排

第一节 建设项目与开发时序

本次成片开发位于喀左县中三家镇、公营子镇、利州街道、兴隆

庄镇、大城子街道、平房子镇、甘招镇、羊角沟镇等，成片开发范围

的确定是在综合考虑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趋势和我县发展条件，使经

济结构更加优化，生活配套功能更加完善。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共涉及

31个地块 31个项目，其中安排产业发展类项目 24个，面积 103.7452

hm2；公共服务设施类项目 1个，面积 0.3593 hm2；商业开发类项目

3个，面积 27.5244 hm2；住宅开发类项目 3个，面积 32.5817 hm2。

表 5 拟安排的建设项目统计表

单位：hm2

片区编号 地块编号 地块面积 主要功能

PK01 DK-1 4.1141 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完善教育设施

PK02
DK-2 8.0015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DK-3 6.2301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03

DK-4 3.7889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DK-5 5.9375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完

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PK04 DK-6 6.8694
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城市道路交通

网络，提升人居环境和城市质量

PK05 DK-7 7.1007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06 DK-8 5.6291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07

DK-10 4.5417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DK-11 11.6694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DK-9 3.8075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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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编号 地块编号 地块面积 主要功能

PK08 DK-12 0.1213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09 DK-13 0.4431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城市

道路交通网络

PK10 DK-14 0.0883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1 DK-15 1.4182
增加住房供给，提升人居环境和城

市质量

PK12 DK-16 8.6507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3 DK-17 13.7338
增加住房供给，提升人居环境和城

市质量

PK14
DK-18 8.0760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DK-19 10.7718
整合改造道路存量资源，完善城市

道路交通网络

PK15 DK-20 2.6109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6 DK-21 2.1917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提升

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7 DK-22 1.5655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18 DK-23 1.7423 增加就业岗位

PK19
DK-24 3.5197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DK-25 5.1745 增加就业岗位

PK20 DK-26 2.4688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1 DK-27 5.1075
增加住房供给，提升人居环境和城

市质量，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

PK22
DK-28 2.7320 增加就业岗位

DK-29 0.3593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3 DK-30 24.8252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PK24 DK-31 0.9197 提升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总计 164.2106 ——

第二节 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安排

为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征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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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和国土地管理法》《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辽政办发〔2010〕2号）

等文件要求，对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相应的补偿。

喀左县人民政府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组织实施，以及历史

遗留被征地农民生活问题的解决，做好征地补偿工作。有关部门加强

配合、协调，并按如下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具体安排为：

（1）自然资源部门。以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和年度变更调查数

据为依据，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用地数量变化台账，并做好相关

统计工作，受理征地补偿登记，核定被征地农民人数，会同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拟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经喀左县

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

组织实施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将征地补偿安置费

用分别解缴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和支付给被征地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

（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的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测算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标准和

养老补助金标准，经喀左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管理被征地农民社

会保障资金个人账户，为被征地农民办理纳入企业职工社会保险体系

相关手续，为养老年龄段被征地农民核发征地养老待遇并实行社会化

管理。

（3）财政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将资金

足额划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户，并及时将政府出资部分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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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转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

（4）统计部门。负责提供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相关数据。

（5）公安部门。负责相关人员户籍资料的提供和复核工作。

（6）监察、农委、民政、审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征地

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7）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被征地农民的基

本信息等情况进行审核，建立和完善行政村工作平台，做好被征地农

民相关待遇的认定，同时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政策宣传、解释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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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效益评估

第一节 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本方案落实最严格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积极挖潜存量用地，

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发挥土地级差收益，在优化土地结构布局同时，

可以有效改善城市人居环境，降低政府用地成本。充分利用闲置“边

角地”“夹心地”等形态不规整、零散地块，对边角空间进行差异化

建设利用，有利于推动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第二节 经济效益评估

本次片区的开发建设，有利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

题。本方案通过土地征用、划拨和市场手段将土地资源配置到各个土

地使用者手中，为城市建设储存了后备力量与经济发展保障。

本次片区开发区域周边建设用地开发建设相对成熟，片区开发建

设经济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经济效益良好，适宜推进开

发建设。

通过成片开发，提升了喀左县的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突出产业

主导和特色，将生态特色及配套产业发展作为项目区的重点发展方向。

本方案的实施将推动和聚集符合当地资源特点的产业，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能耗，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将促进全县

经济快速发展，提升全县的综合实力，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

第三节 社会效益评估

本项目的实施会对土地利用、增加就业、环境改善等方面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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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有利于解决片区基础

设施不足、落后的问题。商业、住宅的配套，企业的集聚以及其他公

益性设施的配套，有利于吸收周边剩余劳动力，完善市政基础设施，

还将带动开发区及周边的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成片开发的实施，对一

些环境较差、规划条件不理想以及低效土地再开发、再利用，使环境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本方案的实施能够真正实现统一规划、统一配套、

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激活存量土地利用价值，提高城镇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

第四节 生态效益评估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内，从用地布局变化来看，不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及辽宁楼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辽宁省朝阳龙源湖湿地自然公园、

喀左化石沟森林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从生态环境上看，不会降低

区域的水土保持能力、不会影响生物多样性、不会影响防风固沙的能

力、不会出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工业项目未涉及对稀土等重

要矿产品的压覆，无国家禁止、限制类产业项目。大部分工业项目集

中在工业园区内部及周边，少部分项目远离居民聚集区，不会对周边

居民带来噪声污染、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成片开发以清洁

能源、循环经济为基础，采用减量、再用、循环的原则，形成低能耗、

低污染的产业聚集区。改善片区生态环境，在减少水域污染、水土保

持、涵养水源、降低噪音等诸方面发挥显著作用，使项目区域生态环

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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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完善制度建设

完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规范化管理。建立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信息公开制

度，方案编制过程中应当依法公告，充分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等诉求和意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向公众公开成

片开发方案、项目实施进度等信息。充分发挥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社会舆论和广大群众对成片开发实施情况的监督作用。规范成片开发

方案编制、论证、审查、报批和实施等各项工作。

第二节 加强行政管理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以确保全县建

设用地总量不突破，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依法应纳入经市政府批准成片开发方案的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方案。应纳入而未纳入的建设项目，不得申请土地征收。

喀左县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依据经批准

的成片开发方案，组织开展土地征收报批工作。方案批准后不得随意

修改、调整方案内容，确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调整等导致成片开发方案无法实施的，

需严格按照指导意见向原批准机关申请调整成片开发方案。

第三节 保障资金安排

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动作、社会参与的投资机制，充分发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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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对启动社会投资的杠杆作用，以财政投资为主，加快引进外来资

本、工商资本、社会资本参与成片开发。按照“渠道不变、管理不乱、

集中投入、各计成效”的原则，以政府财政投资为主体，引导和聚合

相关资金，实行专账管理，统筹集中使用，切实提高各项资金的综合

使用效益。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监管，严格按照资金用途分类使用，严

格按工程进度拔付，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第四节 强化全程监管

结合自然资源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加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管理信

息化建设，严格按照方案确定的用地规划、实施计划，做好成片开发

方案审批、土地征收、土地供应、开发建设、竣工验收等情况的上图

入库，实行全程动态在线监管，并加强批后监管，促进土地集约节约，

提高土地利用率。

第五节 扩大公众参与

编制成片开发方案期间，喀左县采取有效方式充分听取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充分征求成片开发范围

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

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有效调动公众

参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和实施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公众对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认知程度，增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公

开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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