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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国土空间保护和修复是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统筹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系统指导生态修复行为，以维护国土空间

的生态安全，优化提升生态服务功能。2022年7月，安徽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安徽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年）》，落实国家对于生态修复的要求，统筹

协调全省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指导现状各类生态修复行

为，改善提升全省生态功能与生态质量，并支撑国土空间规划

有效实施。

为贯彻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编

制《怀远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2-2035年）》，以生

态、农业、城镇空间为对象，按照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多种方式并存的原则，严格坚守自

然生态安全底线，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将

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科学布局和组

织实施生态修复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明确生态修复目标和主

要任务，形成近期实施项目，并提出健全规划管理机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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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范围与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2年—2035年。

其中，近期至2027年，远期至2035年。

规划范围

规划期限

本次生态修复规划为怀远县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

国土总面积2192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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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目标

02 目标定位

榴城泽地，淮西明珠
打造山水相汇、城水相融、榴

水相依的
魅力生态城市

打造具有沿淮地区历史文
化魅力的

生态文旅城市山青水秀、林茂田肥、风清景美、美丽宜居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提高，生态安全屏障地位得到巩固，

生态修复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小康目标相适应

坚持战略引领，科学修复。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国家和区域重大

战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按照保证生

态安全、突出生态功能，兼顾生态景观，科

学安排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立足全省自

然地理格局和生态系统现状，准确识别突出

生态问题，科学预判主要生态风险。根据中

长期目标要求，针对重要生态系统、重点区

域主要生态问题，优先部署重大修复工程。

坚持统筹协调，综合施策。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统筹考虑自然生

态系统各要素与农田、城市人工生态系统的

协同性，注重山上山下、岸上岸下、上游下

游、河湖湿地国土空间的整体性、系统性，

体现综合治理，突出整体效益。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机制。深化生态保

护和修复领域改革，探索生态保护修复市场

化机制、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交易机制、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等，创新多元化投入保护监管

模式，积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鼓励公众和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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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目标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有序推进，自然资源生态状况和生物多样

性监测体系基本建立，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战略区域的本底调

查与评估，构建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和相对稳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

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相对稳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自然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

提高，生态保护和修复协调机制全面建立，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改善，巩固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城乡一体的生态网络基本建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有序形成，基本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好怀远建设目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

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绿色成为怀远最动人的色彩，

“山青水秀、林茂田肥、风清景美、美丽宜居”的国土空间新格局基本构建。

最终打造具有沿淮地区历史文化魅力的生态文旅城市。

2027年

2035年

02 目标定位

将山水林田湖草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生态修复规划编制过程中，按照“问

题—目标—分区—修复措施—保障”的逻辑主线开展研究，围绕修复受损自然

生态系统、提升国土空间生态服务功能、优化国土空间分布格局，保障国土空

间生态安全总体战略，以“榴城泽地，淮西明珠”为口号，提出“打造山水相

汇、城水相融、榴水相依的魅力生态城市”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

征求公众意见稿



生态修复总体格局

03 总体格局

以荆山及周边水域为生态全域核心，包括风景名胜区、滨淮省级湿地公园等。

“一心”：荆山生态核心

北淝河-四方湖生态廊道、芡河生态廊道、淮河-怀洪新河生态廊道、涡河生态廊道、茨淮
新河生态廊道。

“五廊”：流域生态廊道

以湿地公园、城市公园、重要湖泊水体等为主的多类型生态节点。

“多点”：重要生态节点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区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区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区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区

山体及森林生态修复区

城市更新及综合治理区

水体和湿地生态修复区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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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分区

03 总体格局

基于怀远县自然生态本底状况，聚焦重要生态区域，瞄准提升生态系统质量、改善生

态系统功能、加强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主要目标，依据生态重要区域，将怀远县划分为4大

生态修复分区：

分区名称 生态修复重点方向

水系和湿地生态修复区 以水域保护治理为主，加强水系治理、水质提升、防洪防涝及湿地保护。

山体及森林生态修复区
以矿山修复，森林培育为主，扩大森林覆盖面，优化树种结构，保护和提升生物多
样性。

城市更新及综合治理区
以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重点，改造低效工业用地，完善公园景观节点建设，打造宜
人蓝绿空间。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区
以农、林、水生态修复为导向，解决耕地碎片化、空间布局无序化、土地资源利用
低效化、生态质量退化等多维度问题。

水系和湿地生态修复区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区

山体及森林生态修复区

城市更新及综合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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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重点区域

03 总体格局

综合考虑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生态演化规律以及系统完整性，综合生态评价和

问题识别的结论，基于重点流域、山体等自然单元，在怀远县域内确定5大重点区域，包

括18项生态修复任务。

重点区域 重点任务

水系和湿地生态修复

（1）北淝河水系修复及湿地保护（2）茨淮新河水系修复及湿地保护（3）怀洪新河水
系修复及湿地保护（4）鳗鲤池水系修复及湿地保护（5）泥黑河水系修复及土地综合整
治（6）芡河湖水系修复及湿地保护（7）淮河水系及湿地修复（8）涡河水系修复及湿
地保护

山体及森林生态修复
（1）荆山山林保护与修复（2）全域国土空间造林（3）重点生态廊道补绿（4）平阿山
山体及林地修复

城市更新及污染治理 （1）城市低效用地利用及污染治理（2）城市公园提升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 （1）高标准农田建设（2）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及现代农业建设

综合防灾减灾 （1）淮河防洪及土地综合整治（2）地质灾害治理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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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重点工程

04 重点工程

5大类生态修复重点工程，70个重点项目。

其中近期重点工程28项，远期42项。

基于上位规划及本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格局和修复分区，依托重点区域，根据

生态问题的紧迫性、严重性和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和恢复能力，部署

重点工程名称 实施措施

水系和湿地生态修复工程
水质提升，河道疏浚，修复整治岸线，堤坝、涵闸、泵
站加固和维护，保护湿地，建设湿地公园

山体及森林生态修复工程
矿坑危岩治理、拦土坝建设、植被补种、低质林提升，
开展全域国土空间造林工程和重点生态廊道补绿工程

城镇更新及污染治理工程
低效工业用地整治，城中村改造，城市绿化景观提升，
城镇污染治理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恢复耕地，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建设和美乡村

综合防灾减灾工程
采煤塌陷治理、崩塌灾害治理、水土保持治理、洪涝灾
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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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重点工程

04 重点工程

远期工程

近期工程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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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实施保障

建立项目安排机制

制定综合整治和修复实施管理办法，专项规划应在详细调查和诊断区域生态问

题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各类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空间，落实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

划分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区和修复区，分区应明确生态保护修复目标任务，布局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提出保障措施。

完善部门联动机制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平台，推进区域城乡规划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同发

展和信息沟通共享等方面协调统筹，保障区域协同发展；

明确任务分工，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组

织各项工程的申报和实施管理各项工作，合力推进生态修复工作。

搭建全过程、全方位的公众参与平台，建立贯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全过程的公

共参与机制，保障公众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并有效反馈意见；

明确公众参与方式，完善公众参与程序，提高民主决策水平，切实做到生态保

护修复前公众自愿、生态保护修复中公众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后公众满意，奠

定公众基础。

建立国土生态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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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监管措施

 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技术力量

 落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传导

建立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监管系统，对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

矿山生态修复等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构建全国国土

空间生态本底数据库并及时更新；建设全国生态修复项目承担单位信用体系；

开展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库建设和重大备选项目备案、生态修复项目申报和实施情况

监测修复和效果评估、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信息化支撑。

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提高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

目的综合能力和管理水平。

加强与国家级科研院所、高校和安徽省科研机构开展密切合作，利用当前先进技术、

方法、理念和经验应用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项目当中。

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项目管理队伍、专业技术支撑队伍和专家咨询机构的建

设，建立一批具有丰富项目经验、具备专业知识技术的人才管理队伍。

05 实施保障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具有群众性、社会性和综合性的事业，必须强

化政府的组织管理。

• 加强统一领导。县级人民政府要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将规划确定的生态修复工作目标和任务，安排专项资金，并组织实施。

• 落实任务传导。根据实际情况，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总目标、总任务进行分解，将

中长期规划的要求也可以进行分解为若干阶段性的短期的可操作性的计划。

• 落实规划传导。在乡镇和村庄层面的规划中，纳入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相关内容，

特别是在下一级的生态修复规划、耕地保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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