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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宁津街道地处荣成市东南部，东与东山街道、桃园街道接壤，

北东南三面环海，街道办事处驻宁津所村，街道总面积 68.33 平方

公里，海岸线长 48.76 千米。山水格局优越，街道风貌兼具山、海、

滩、田、城等要素。宁津街道境内大部为山前平原，地势西高东低，

农田被山、城、河、海环绕分布于街道中西部区域。镇村景观风貌

基本要素有山（丘陵）、河、湖、海、滩、城，山、海自然景观条

件极佳。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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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展开国土空间规划工作

的通知》（自然资发 [2019]87 号）要求，体现人民需求，建立和

完善荣成市“市－街道（镇）”两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镇域

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促进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指引，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保护，立足宁津街道的资源环境禀赋和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编制《荣成市宁津街道国土空

间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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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总则

1.1 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

1.2 规划范围与规划期限



1.1 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

指导思想

规划原则

1. 底线思维，生态优先；

2. 统筹协调，系统规划；

3. 节约集约，绿色发展；

4. 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5.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和十九届历次会议精神，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促进宁津街道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利用、修复，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结合宁津

街道自身发展实际需要，开展宁津街道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统筹全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提高全域国土空间品质，

形成全域国土空间新格局。



1.2 规划范围与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

全域范围：宁津街道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

6833.03 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 246.46 公顷。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1-2035年; 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2. 目标策略

2.1 城镇性质

2.2 发展目标

2.3 发展策略



2.1 城镇性质

生态精致特色小镇，核能产业示范城镇
以“生态农业、海洋牧场”为基础，以渔业、旅游、海洋食品加

工等产业为支柱的生态精致特色小镇，以核能产业为特色的核能产业

示范城镇。



2.2 发展目标

建设成为荣成开放发展门户，基本建成山东省重要的海洋高端
产业基地、滨海生态休闲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功能和品质
大幅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 

全面建设成为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国际领先的深蓝零碳
“蓝色硅谷”核心区，海洋城市魅力全面彰显，幸福精致品质
全面提升。

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滨海精致幸福家园，成为山东半岛对外
开放、经济合作的重要门户，带动烟威都市区东部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指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山东省内率先实现共同富裕。

2025 年

建设成为荣成开放发展门户，基本建成山东省重要的海洋高端
产业基地、滨海生态休闲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功能和品质
大幅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 

全面建设成为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国际领先的深蓝零碳
“蓝色硅谷”核心区，海洋城市魅力全面彰显，幸福精致品质
全面提升。

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滨海精致幸福家园，成为山东半岛对外
开放、经济合作的重要门户，带动烟威都市区东部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指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山东省内率先实现共同富裕。

2035 年

建设成为荣成开放发展门户，基本建成山东省重要的海洋高端
产业基地、滨海生态休闲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功能和品质
大幅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 

全面建设成为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国际领先的深蓝零碳
“蓝色硅谷”核心区，海洋城市魅力全面彰显，幸福精致品质
全面提升。

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滨海精致幸福家园，成为山东半岛对外
开放、经济合作的重要门户，带动烟威都市区东部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指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山东省内率先实现共同富裕。

建设成为荣成开放发展门户，基本建成山东省重要的海洋高端
产业基地、滨海生态休闲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功能和品质
大幅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 

全面建设成为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国际领先的深蓝零碳
“蓝色硅谷”核心区，海洋城市魅力全面彰显，幸福精致品质
全面提升。

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滨海精致幸福家园，成为山东半岛对外
开放、经济合作的重要门户，带动烟威都市区东部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指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山东省内率先实现共同富裕。

人文及自然资源得到合理保护利用，初步构建全域旅游框架体系；
海洋产业得到一定提升，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

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全面建设成为荣成市全域旅游示范区，
海洋食品高端产业发展区，核电产业综合发展基地，滨海城镇魅力全
面彰显，幸福精致品质全面提升。



2.3 发展策略

约束底线

加强管控

多规合一

全域统筹

优化结构

科学布局

综合整治

挖掘潜力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落实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线，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 ; 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坚持生态
保护优先;统筹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城镇无序蔓延，
同时为未来发展留有开发空间。

构建全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统筹全域布局
国土空间全要素，构建包括能源网、安全网、交通网、
水利网、信息网在内的区域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形成
支撑区域建设开发格局的“骨架”。

优先保护基础性生态空间，高效保护耕地和基本
农田，统一管控城乡建设用地，合理布局区域基础设
施及特殊用地，集中布局产业用地空间，塑造宁津特
色景观风貌。

围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和生态
环境提升为总目标，按照生态保护优先、土地节约集
约优先的总要求，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
修复工程，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



3.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3.1 落实底线约束              

3.2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3.3 规划分区和布局          

3.4 农业空间发展格局

3.5 生态保护修复              

3.6 镇村发展格局



3.1 落实底线约束

1. 严 格 落 实 耕 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

标 ;

2. 严格落实生态保

护红线管理要求 ;

3. 严守城镇开发边

界；

4. 严格落实核电规

划限制区管控要求。

严格落实荣成市下达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到 2035 年宁津街

道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 1576.66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目标不低于 1284.25 公

顷。

宁津街道内生态保护红线 561.77 公顷；主要分布在街道北侧滨海区域以

及西侧朝阳洞山区域。

落实荣成市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宁津街道城镇开发边界 246.56 公顷。

核电规划限制区位于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厂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

（以反应堆为中心）半径 5公里范围内。



3.2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构建“绿屏蓝带、

一心四片区”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

绿屏蓝带

绿屏：西侧朝阳洞山—甲子山生态山林屏障；

蓝带：环绕镇街北东南三面的滨海生态保护及产业发展带；

一心四片区

一心：街道驻地处综合服务中心片区；

四片区：滨海产业片区、特色农业种植片区、核能利用国际创新示范片区、

海岛生态渔家片区。



3.3 规划分区和布局

在宁津街道全域层

面划分农田保护区、生

态保护区、生态控制

区、 城 镇 发 展 区、 乡

村发展区、海洋发展

区、矿产能源发展区 7

类规划一级分区。



3.4 农业空间发展格局

山水田园休闲观光环

国家级海洋
牧场示范区

休闲海钓基地

东楮岛 3A 级景区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传统
村落（海草房）

留村国家级传统村落
（留村石墓群）

渠隔国家级
传统村落

口子村省级
传统村落

东墩国家级
传统村落

马栏耩国家
级传统村落

北杨家省级
传统村落

东苏家省级
传统村落

所后王家省
级传统村落

甲子山高效茶文化产业园

南夏家苗圃基地

东南海瓜果生态采摘园

留村观光农业产业园

止马滩省级
传统村落

林家流省级
传统村落

传 统 村 居 游
览体验区

海岛渔家体验区

十里古乡传统村落区

滨海特色游览区

所后卢家省
级传统村落

构建“一环、三区、多点”乡村振兴发展格局



3.5 生态保护修复

山体修复：对境内甲子山、二登山等开展山体综合整治工程，统筹开展

山体修复、周边环境整治、植被修复等；

矿山复垦治理：对境内甲子山等废弃矿山开展矿山复垦治理工程，改善

山区矿区的生态环境；

湿地修复工程：保护沿海湿地空间；建设生态林带、生态护坡；加强河流、

水库等水系连通修复，改善水生态环境；积极开展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建设；

森林修复工程：大力开展造林绿化，增加森林资源总量；开展沿海基干

林带退化防护林修复工程。



3.6 镇村发展格局

街道

社区

村庄

构建“街道 + 社区 + 村庄”三级镇村体系

街道：即宁津街道，是行政、经济、文化中心。

社区：1 城镇社区为宁津社区；3农村社区包括以马兰耩村为核心的

马兰耩社区、渠隔村为核心的渠隔社区、以及刘庄村为核心的刘庄社区。

村庄：单个行政村，是最小的行政管理单元。



4. 支撑保障体系

4.1 构建内联外通的综合交体系 

4.2 建立均衡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系 

4.3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4.4 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水平



4.1 构建内联外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对外交通 镇域交通

街道对外交通主要依托北侧滨海

生态路，中部 X301 县道以及南部朝

阳东路。

落实交通发展目标，结合宁津

街道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镇域交通系

统，规划形成完成的交通路网框架。



4.2 建立均衡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科研设施
初中、小学：保留镇驻地现状初中、完全小学各一所；

幼儿园：按照生活圈及需求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
统筹街道级综合医院、卫生站等服务设施布局；预留重大公共卫

生安全突发发事件保障空间，根据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社会实

际需求，有序适度扩大医疗卫生用地供给。

文化设施
实施“街道 - 社区”二级文化设施体系，街道级建设综合文化站

镇级建设综合文化站涵盖放映室、图书室和阅览等功能；社区级

配建文化室，包括图书阅览室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室等功能。

体育设施
结合居住区和主要公共绿地布置体育设施场地，保证 100% 的社区

配建有体育健身设施，公园、广场，乡村空地等场所逐步增设公

共体育健身设施。

社会保障设施
加强社会福利设施建设，构建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保留 1 处街

道级养老院。

构建覆盖全域的社区生活圈层级和类型，覆盖全域、城乡一体
的公共服务体系。

鼓励公共服务设施符合利用

鼓励公共设施集中配置，促进设施提质增效，将功能和服务方式类似的

公共服务设施相对集中布局，形成各级邻里中心。 

合理引导现状闲置用地、建筑进行功能置换、改造升级，合理引导现状

建筑性质优先转变为公共服务功能。



4.3 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4.4 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水平

给排水设施
保留现状供水水池一处，规划污

水处理厂（站）两处。

供热设施
采用核能集中供热 + 清洁能源分

散式供热，助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助力低碳城镇建设。

电力设施
保留一处 35KV 变电站，规划一处

110KV 变电站，完善供电系统。

燃气设施
保留现状燃气调压站一处，扩大

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尽早实现“村村通”

供气格局。

应急指挥系统
规划建设应急指挥中心，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

程度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宁津街道应急指挥中心位于宁津街

道办事处内。

应急避难场所
利用城市公园、绿地、广场、文体场馆和学校操场等作为应急避灾场所。

应急通道
依托城市快速路及主次干道建设应急救灾和疏散通道，连接城市应急避难

场所、医疗机构、客运枢纽及城市对外交通干道。

生命线工程
建立安全可靠高效的供水、供电、供气、通信、交通等城市生命线系统工程，

提高抵御灾害的能力。



5. 地方特色塑造

5.1 历史文化保护

5.2 蓝绿空间组织



5.1 历史文化保护

宁津街道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 1 个、中国传统村落 4 个、省级

传统村落 7个；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及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 7处。

传统村落 历史文物



5.2 蓝绿空间组织

                 山
             林   

        生

  态

屏

    障

海岛生态渔家片区

城郊片区

田园景观片区

滨海渔家风貌片区

滨

海

生

     态

       景

         观
            
       带

结合生态基底、山水格局、文化底蕴等要素，打造“一屏、
一带、三片区”的蓝绿开敞空间结构。



6. 规划实施保障

6.1 实施保障机制



6.1 实施保障机制

强化规划主体责任

健全规划实施监管制度

完善规划协调机制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落实宁津街道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主体责任，强化规划严肃性，
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各级各类专项规划必须
严格执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

完善规划监管信息平台，强化对规划实施信息化监管，促进行政
机关和有关主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健全规划实施考核制度，将国土
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健全规划实
施问责机制，对违反规划和落实规划不力、造成严重损失或者重大影
响的，坚决严肃查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区域层面建立协调机构和长效对话机制，落实协同发展战略，重
点实现生态环境的区域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
共享，推进跨界地区协同发展。

搭建全过程、全方位的公众参与平台，建立城镇发展重大问题和
重大项目规划咨询机制，引导各领域专家和公众在规划编制、决策和
实施中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