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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孝坪镇位于辰溪县境北部，东邻田湾，

南接辰阳，北界船溪，西邻沅水，与湘西

浦市古镇隔江相望。辖区面积98平方公里，

下辖16个行政村，4个社区，全镇总人口

5.2万人，常住人口2.3万余人。

基础

交通优越 --沅辰高速、603、604乡道、223省道大大

增强孝坪镇的可达性。

文化璀璨 --工业文化（兵工文化）、农耕文化、水运文化、革命文化和七姓瑶民族文

化等。

设施配套 --配套设施较为完善，现有供水、供电、学校、

医院、宾馆、运动场设施等自成一体。

特色资源 --一水-酉溪、两老-老建筑/老人文、三洞、四兵-兵工人 、四兵-兵工厂 。

酉溪自东向西贯穿孝坪核心镇区，并经罗依溪村、溪口新村注

入沅水百里画廊，屋舍俨然，良田美景，溪水清澈，宛若陶渊明笔

下的世外桃源。孝坪也因酉溪而更加灵动。

两老孝坪镇保留着众多老建筑，这些老建筑，见证了八六一厂

的繁荣兴衰。 爱国村里一排排前苏联风格的“红色建筑”，既是时

代记忆的遗存，也是中苏友谊的见证，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此外

还有俱乐部、白云宾馆、白云医院等特色老建筑，无不诉说着一段

段历史故事。

四兵-云箭集团（代号八六一厂）的前身是张之洞在1890年创办的湖北枪炮厂，后改名

汉阳兵工厂。因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汉阳搬迁至辰溪县孝坪镇，至今已有128年

历史，为振兴民族兵工、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三线建设的大本营，更是中国

近代军工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立足优势，明确发展目标

发展定位
以机械制造业和特色兵工旅游业为主，农业、乡村旅游业为辅的

文旅融合型城镇

城镇职能

充分发挥酉溪、老建筑、老人文、江东寺、村BA等优势，保护修缮历史建
筑、景观环境，通过“红色-生态文旅”的理念优化城镇旅游配套，探索实践新型
城镇化的道路，打造文旅融合示范镇。

兵工文化、历史资源、村BA

充分发挥兵工业龙头优势，开发部分工业用地，引进机械制造企业，大力推
动机械制造业的振兴和发展，实现经济转型。

机械制造

镇域中部、北部打造农业示范区、休闲农业体验。合理运用自然环境、历史
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节点、打造孝坪镇红色-生态旅游线路。

农业、乡村旅游业

目标愿景
按照上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要求，统筹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将

孝坪镇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工业城镇。

开发保护策略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侧重实施、加强联动传承文化、彰显特色

以人为本、注重品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生态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坚持保护优先、节约优先，严
控增量、盘活存量，促进城乡
发展内涵提升转变，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镇级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的抓手，统筹优化空间布
局，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
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构建和谐城乡关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
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
发展阶段，保障公共服务和
公共空间供给，提升人居环
境品质，不断提升城乡居民
幸福感、获得感。

充分认识自然与人文禀赋，深
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自
然山水格局，延续文脉，突出
地域特点、文化特色、时代特
征，建设富有活力的特色城镇
和有文化底蕴、有田园乡愁的
美丽乡村。

明确对详细规划的指导要求，
加强上下联动，镇级规划可
与镇区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同
步编制，确保镇级国土空间
规划的可实施和城乡发展的
可持续。



2、统筹资源，构建开发保护格局

落实三条控制线划
定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从严保护永久基本农田、落实优化城镇开发边界

三线控制图

构建“一带二道二屏”的总体生态格局
修复和提升沅水生态保护带

依托乡道603、604打造主干绿道。
保护朱家-白岩、朱家-花山生态屏障。

保障农业生产空间
严格耕地占补平衡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遏制耕地
“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强化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严格耕地用途管
制。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及耕地整备区

以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和耕地恢复调查
成果为基础，结合规划期内全区耕地“占
补平衡”“进出平衡”的需求，划定耕地
整备区。

加强耕地储备资源

科学规划，有序合理利用耕地后备资源，
在确保现有耕地不被破坏的条件下对耕地
后备资源进行开发，同时注意生态环境的
保护，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合理安
排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坚持“控制数量，
提高质量”的原则，高效持续利用土地。



2、统筹资源，构建开发保护格局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构建“镇区—重点村—特色保护村—一般村”的四级镇村体系

构建“一心多核三轴带”的总体格局
构建开发保护总体格局

一心：孝坪镇综合服务中心

多核：多个集聚发展中心村

三轴带：产城融合主要发展轴、城镇次要发展轴、滨水旅游发展带

以镇区建设为核心，带动全镇社会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以重点村（溪口新村、中溪村、

塘里村、千里坪村）为支点，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特色旅游，引领全镇各村经济

建设。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2、统筹资源，构建开发保护格局

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构建涵盖不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严格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全面开展修缮维护，划定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档案，

整治周边环境。完善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管控的法规和机制。

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相关要求，

保护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空间载体，做好建档和挂牌工作，通过

多种方式加强展示与宣传。

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

强化对外交通功能构建由高速公路和公路形成的“三横一纵”公路网格局。

完善镇域乡道网络镇域内干路以乡道为主，结合镇区、行政村、产业空间、旅游节点等进

行布置，形成干路公路网的有效补充。

提升农村客货物流水平加快推进“快递进村”，在中心村及其他有条件的建设村规划村级

物流节点，完善货运物流的末端服务功能，提升农村物流公共服务水平。

水源保护--加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完善水源保护区划，建立保护区生态补偿

机制、加强保护区长效管理机制。

给水工程--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打造农村饮水安全“升级版”。规划远期以城市供

水体系为主体，通过城区管网的延伸为村庄供水。

排水工程--规划采用雨污完全分流制。

供热工程--规划采用清洁能源供热为主的供热体系，通过使用吊炕、电暖地板等方式满足

不同住宅的需求。

燃气工程--近期规划采用液化气罐供生活生产能源使用，结合商户设置代送点，统一收集

后到镇液化气换瓶点罐装。

供电工程--规划镇区内采用地下电缆敷设，将现有杆上变压器逐步增容改造为箱式变电站

供电，同时升级改造老旧供电设备及线路。镇域内村庄仍采用架空式线路敷设，并将高低

压镇域线路整合到同一杆上。

通信工程--规划镇区内现状通信架空电力线路近期保留远期拆除改线，通信线路全部采用

地下通信管道排管的方式敷设，多家通信公司共用同一路由，避免重复建设。镇域内村庄

近期仍采用架空敷设方式，并将移动、电信、联通、有线电视等线路整合到同一杆上。

优化公用设施布局

建立综合交通体系



3、乡村振兴与村庄建设

分类优化指引村庄振兴
将孝坪镇划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其他类村庄，

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形成差异化发展指引。

集聚提升类--村庄宜居宜业建设，聚焦产业

发展，合理规划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能

力。

城郊融合类--村庄融入城镇发展，推动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

特色保护类--全面保护

文物古迹、历史建筑、

传统民居等传统建筑；

合理利用村庄特色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

业。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加快发展绿色生态旅游业和

生态农业，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

深入挖掘历史古村落旅游资源，持续实施“一村一名片、一村一特色”工程，加大对江

东村、当江洲村、板桥村等村庄宣传推介，通过市场化运营机制，推动实现乡村旅游产品

化。



3、乡村振兴与村庄建设

整治修复，加强资源保护利用

推进生态修复

林地生态修复

落实林地修复重点工程，开展退化
林和残次林修复，修复和保育受损
生态系统。

水生态修复

将沅水、酉溪作为水环境和生态修
复重点区，恢复水环境自然生态、
丰富河道景观、提高水质，恢复健
康水生态。

推进国土综合整治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恢复治理，强化闲置土地的处置和盘
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

建设用地整治

落实“三旧”改造及城市更新，保
留城镇文脉,通过完善公共配套、市
政交通设施，消除安全隐患，增加
公共开敞空间等提升生活品质。

农用地整治

因地制宜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推
进耕地恢复。逐步实现细碎化耕地
集中归并、连片耕种，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需要。落实农村建设用地拆
旧复垦工程。

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

围绕“三旧”改造、城市更新、存
量工矿用地再利用等方式，盘活存
量土地，解决建设用地供需矛盾，
促进结构调整，优化布局。



4、要素保障，强化配套体系支撑

保障住房，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蓝绿空间，保护历史资源

优化布局--统筹居住空间与交通节点、公共服务配套等的空间分布，增加产业社区居住和

公共服务配套，促进产城融合。

控制总量--根据人口规模与空间分布，合理确定居住用地供给，同时控制新增居住用地规

模。

提升品质--提升住房建设品质，优化居住环境，完善公共服务配套。

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补齐镇级公共服务设施，形成“综合性服务中心+产业园专业化服

务中心”的复合公共中心。

完善蓝绿空间--修建污水处理、整修酉溪，强化酉溪管制；修建社区公园绿地、道路绿地

构建完善的蓝绿空间体系。

保护历史资源—划定历史文化资源四线，合理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



5、实施保障，提升空间治理能力

加强规划传导与管控
构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规划传导体系。

总体规划--作为传导落实怀化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辰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研究，

并指导下层次详细规划编制的依据。

详细规划--建立以单元为核心的规划传导机制， 划定详细规划编制单元，明确详细规划和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范围，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不得突破相关约束

性要求。 落实总体规划的指标传导和空间管控要求。

以重点项目为引领制定近期实施计划
衔接怀化市、辰溪县国土空间规划等上位规划近期行动计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对规划近期做出统筹安

排，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任务落实实施。

建立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考核机制
建立“实施-监测-评估-维护”机制--纳入全市统一、上下联动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建立“实施-监测-评估-维护”机制，开展国

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建立“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定期评估机制，加强

规划实施监管。

健全监管与考核机制--根据规划方案，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管考核。明确考核制度、监督

监测等，构建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保障规划落地实施。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规划实施过程中，切实保障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权，加强公众参与

度，发挥公众媒体监督作用。

期待您为孝坪镇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建议
公众意见提交
电子邮箱：cxxgtkjgh@163.com
联系地址：辰溪县自然资源局空间规划股
联系电话：18874518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