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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2023-2035）

规划概况



1、项目历程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规划》（2020-2035）于2021年9 月获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

实施。2023年1月按相关部门要求“村庄规划严格落实‘三区三线’划定成果（2022 年11 月经

自然资源部批复实施）、实事求是划定村庄开发边界、开展村庄规划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针对

性地提出分类防治措施，评估结论及相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经审定后，纳入村庄规划。经评估

，那受村村庄规划纳入本次修编范围。在此背景下开展本次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的具体工作。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村建设庄规划（2023-2035）》于2023年2月正式开展编制工

作，2023年6月通过专家评审会，并于2023年8月正式获得三亚市人民政府同意批复。

2、规划范围

本次那受村规划范围885.47公顷（约13282亩），东至南岛农场，西到马脚村，北接那会村

，南靠马亮村。

3、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2023-2035年，规划近期2020-2025年，规划远期2026-2035年。

4、村庄区位

那受村位于三亚市育才生态区东部，东至南岛，西到马脚，北接那会，南靠马亮。距离育才

中心片区3公里，经089乡道、314省道通达育才中心片区，交通便利。距三亚市中心约28公里，

距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约18公里，距三亚站约25公里。

5、现状概况

村辖区内包含8个自然村，为黎苗族村落，其中南塔苗寨为特色民族村寨保护村落。目前村

内共521户，共2460人。

那受村自然资源禀赋，有大面积水田、橡胶园、果园、乔木、灌木林地等，有良好的农业生

产空间基底。根据基础数据核算，农用地面积共800.37公顷，占比高达90.4%；现状建设用地

38.83公顷，占比其中那受村权属乡村建设用地面积30.02公顷。

村中有较多古树，包括509年的一级古树和154年的二级古树；雨季伴随有瀑布景观，飞流直

下，浩浩荡荡，颇为壮阔。2018年，那受村被评为海南省第三批三星级美丽乡村。

6、经济产业收入

那受村现状主要以一产农业种植为主，主要种植芒果和槟榔，部分区域种植有冬季瓜菜、水

稻、百香果及橡胶。农业种植基地有百香果基地，柚子种植基地。

根据调查统计，那受村民家庭主要收入以种植水稻、芒果、槟榔等农作物为主，约占47%，

分散耕种，产值普遍较低；养猪等畜牧业收入较少，约占4%。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2-3.6万元为

主；6万元以上的及其少数。年收入1.2万元以下人口占比较高，约59%，年收入6万元以上占比

约1%。

那受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现状主要包括村委会出资投资入股三亚育才生态旅业有限公司，按合

同约定公司每年分红给村委会；村级分布式光伏电站、村委会发包地“那麻”坡地。2019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共计6.3万元，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共计6.4万元。

7、总体定位

根据上位规划，结合原村庄规划评估，依据村庄自然资源禀赋，合理确定村庄发展定位，研

究制定村庄发展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结合目前对那受村的初步分析，那受村的总体发展定

位：

依托现有的产业资源、人文资源及自然资源条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造集优质稻种植、

循环农业种养、果蔬采摘体验、乡村研学体验、黎苗文化体验、生态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区、三亚黎苗民俗体验基地、乡村研学旅游度假村。

8、本次规划要点

落实国土空间底线约束：根据“三区三线”成果及公益林数据，明确生态保护红线以及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对与保护范围产生冲突用地尽可能作腾退处理；

落实区域发展项目：落实育才农村公路改扩建项目、南塔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以及热带养殖基

地等项目；

开发边界及宅基地调整：根据最新宅基地确权资料以及村民意见，通过对现状宅基地进行整

理，在保留现状宅基地的基础上，通过插建（在现状用地指标的基础上新增）和新增宅基地的方

式节地布局，节约用地发展村庄产业；新增宅基地原则上不得占用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公

益林、水库保护范围以及相关重要水文保护范围等，选址也应避开经评估地质灾害点。根据“一

户一宅”的政策，那受村宅基地建设按照每户宅基地面积不超过175㎡原则布局。规划重点保障

5—10年分户需求；

开展地质灾害防护规划：开展村庄规划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针对性地提出分类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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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规划控制性指标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结合村庄类型，充分考虑人口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

、人居环境整治等要求，明确16项控制指标，主要涵盖村庄发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人居环境整治目标等方面，规划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两大类指标，其中约束性

指标6项，用以管控规划期限内建设用地规模、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等内容，预期性指标10项，用以引导规划期限内户籍人口数量、设施建设水平等内

容。（详见附表—规划控制指标表）

第二条 村庄分类发展引导

根据《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2023年7月修订版）要求，那

受村整体是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主，因此定位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基于村域的整

体发展环境，根据各自然村在行政村的地位与功能、现状基础与发展条件，将那受村

自然村分为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基础整治类三类。集聚提升类村庄主要为永介

村、那受村、那头村和保月村，特色保护类为南塔村，基础整治类村庄主要为冲顺村

、那阳村、那炳村。

第三条 村域建设用地布局规划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衔接相关规划，结合那受村庄发展实际，明确至2035年规

划期末，那受村建设用地总规模55.69公顷，其中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7.76公顷。

第四条 产业发展用地规划

结合那受村的山水林田、特色资源要素及现状产业基底，充分发挥村庄区位与资

源优势，对村域各类用地梳理，通过土地腾挪、集约节约发展土地原则，规划产业用

地共6处，3.67公顷：

1.经营性用地5处，总用地面积3.51公顷，主要用于发展商贸服务、民宿、农家

乐等项目，包含那受村研学中心1.07公顷、南塔村乡村振兴文化中心项目0.59公顷、

永介村农产品基地0.81公顷、冲顺水库热带养殖基地0.71公顷以及那炳村黑山羊基地

0.34；

2.留白用地1处：0.15公顷；

第五条 农房建设管理

1.“一户一宅”

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一百七十五平方米，村民

建房不得超出划定的聚居点界线范围的原则，村民建房鼓励保留适当院落空间，新建

住宅基底面积不得超过130 平方米，建筑层数不得超过三层（第三层建筑面积不得超

过首层的三分之二），建筑屋顶檐口高度控制12米以内。鼓励通过整合宅基地集中兴

建联体住宅。

2．“近控远调”

聚居点建设及宅基地分配使用，结合三亚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工作推进情况，采

取“近控远调”原则和方式，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道稳步推进。

第六条 建设用地开发控制及建筑设计指引

1. 建筑退距控制

各建设用地地块建筑退村庄道路红线两侧各2米，退乡道道路红线两侧各5米。不

同性质建设用地地块具有共同边界时，建筑各退共同边界2米。

2. 建筑高度控制

农村住宅用地建筑限高12米，层数不超过3层，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建筑限高

12米，中小学用地建筑限高12米（局部15米），商业用地建筑限高12米（局部15米

）。

根据《海南省村庄规划管理条例》规定，“农村新建住房不得超过三层，高度一

般不得超过12米。”

根据“高质量推进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审批和入库工作”(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2023年7月)，若部分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因生产工艺需要、功能要求，确需在

风貌管控可放宽的郊区、密集建设村庄周边突破12米的，可局部、适当突破。

3. 容积率控制

农村住宅用地不限容积率，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建设地块容积率≤0.6，中小

学用地：建设地块容积率≤0.6，商业用地：建设地块容积率≤1.0。



第七条 抗震防灾规划

1. 设防标准：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规划区抗

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05g。原则上按地震基本裂度不低于7

度设防。

对现有建筑中达不到设防标准的，要进行抗震加固。对城区现有建筑密集、房屋

质量差、道路狭窄的老平房区进行整体改造，按新居住区规范建设管理。

2. 防灾区划分：规划将村委会规划为消防中心，卫生室规划为应急医疗点，小学

划为重点防灾区，这些用地内或人流集中，可实行救援功能，是地震防护的重点区域

。要求在此区域兴建的建筑物能够经强烈的地震波而不受较大影响，抗震级别要高于

其他建筑至少一级。

其他用地划为一般防震区，在整个规划区范围内的所有建筑设施都应符合当地防

震设计等级。

3. 应急避难场地：充分利用规划区的公共绿地、健身场地、休闲广场，以及其他

建筑物少、用地开阔的地点，开辟为地震灾期疏散用地，保证村域人口每人有1.0平

方米以上的震时疏散空地，起到灾期受灾人员的疏散作用。

4. 防灾疏散通道：规划089乡道、093乡道作为在灾害发生时的主要防灾疏散通

道；村域主要干路为灾害发生时的次要防灾疏散通道，在村内重要区域为游客明示应

急避难疏散方式及通道标识。

第八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结合《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规划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那炳村、

南塔村、那阳村西部、那受村东部、保月村东部一带宅基地位于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

区，为建设用地基本适宜区，对于靠山一侧宅基地建设形成的边坡或岩石陡坡，应采

用合适的工程支护措施，如修建挡墙；其他村域宅基地位于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为

建设用地适宜区。建议村民实时观察灾害可能的发展情况，减少开挖坡体以及减小边

坡高度、规模，可采取简易的支挡措施，有效做到自我保护。

对地质灾害隐患库地质灾害点附近设立地质灾害重点监测点，以预防为主，坚持

“群测群防”加强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附表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建议表

指标名称 指标属性 指标单位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备注

户籍人口规模 预期性 人 2460 282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约束性 公顷 159.61 159.61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约束性 公顷 70.74 70.74

生态公益林保护面积 约束性 公顷 36.13 36.13

建设用地总规模 约束性 公顷 38.8 55.69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约束性 公顷 30.02 37.76 

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规模
预期性 公顷 1.81 2.50 

自来水普及率 预期性 % 100 100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预期性 % 75 100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预期性 % 70 100

农村黑臭水体消除率 预期性 % 50 90

农户家庭卫生厕所覆盖率 预期性 % 85 100

村内道硬化率 预期性 % 80 100

农村学前三年教育普及率 预期性 % 90 100

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率 预期性 %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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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规划修编（2023-2035）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区位分析图

育才生态区位于三亚市中北部，东邻保亭县，南接天涯区，西接崖州区，北与乐东县接壤。

规划第二高速公路

至三亚市区

至乐东县

那会村

抱安村

青法村

明善村

雅林村

雅亮村

马脚村

龙密村

育才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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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村

南岛居

抱便水库

大隆水库

宁
远

河

什
会
河

毛公山旅游景区

生态休闲区

吖啦咪苗寨

马脚村火龙果基地

育才湿地公园

那受村在育才的区位

那会村百香果
基地

吉阳区

崖州区

天涯区

三亚市中心

海棠区

本项目

育才生态区

育才生态区

育才生态位于海南省南部，是海南南部山区的重要交通节点

那受村位于育才生态区东部山区，是黎族苗族群众聚居地，089乡道、旅游资源路穿越村域，交通便利。距

离三亚市中心约32公里，距离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约20公里，距离三亚站约25公里，距离三亚崖州站约18公里，

距离育才镇区约10公里。

育才生态区在海南省的区位

育才生态区在三亚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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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村域建设用地总体布局规划图

村域规划建设用地结构调整表

说明：
数 据 基 于 《2021年 土 地 利 用 变 更 调 查 数 据 （ 三 亚 ） 》 ， 根 据 《 国 土 空 间 调 查 、 规 划 、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源部（2020年11月 ）、《海南省村庄规划数据库规范
（试行）》（2023年12月修订版 ）、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等资料 ，结合现状调研、分户需
求情况，落实《海南省“三区三线”划定》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等约束性指标，对村域国土资源做出适当调整优化，进一步优化和细化各类国土空间用途 。

城镇村道路用地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中小学用地

商业用地

公路用地

水工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留白用地

规划范围

公益林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河道治导线范围或水库管理范围线

河道管理范围或水库保护范围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0 9 3 乡 道

⚫ 那会村

南塔
那阳

那受

永介

那炳

冲顺

⚫ 那受村

至水库

大隆水库

保南水库

那头 保月

冲顺水库

那北水库

阜隆尖岭

那个敢
水库⚫ 马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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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地类型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值

面积(公顷） 比重(%）面积(公顷） 比重(%）
面积(公
顷）

居住用地
（07）

城镇住宅用地（0701） 2.62 6.76 0 0 -2.62 

农村宅基地（0703） 24.53 63.18 29.21 52.45 4.68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74 1.91 1.46 2.63 0.7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1.47 3.78 1.04 1.86 -0.43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0.00 0.00 3.51 6.31 3.51 

交通运输用地（12） 6.80 17.51 18.65 33.49 11.19 

公用设施用地（13） 1.97 5.07 1.63 2.93 -0.34 

特殊用地（15） 0.04 0.093 0.04 0.06 0.00 

留白用地（16） 0.00 0.00 0.15 0.27 0.15 

小计 38.83 100 55.69 100 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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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产业发展布局规划图

循环农业
产业发展区

热带果蔬
产业发展区

生态农业
产业发展区

发

主

展

游

产

业

乡村振兴
文化体验基地

乡村研学
体验基地

游

旅

旅

产 发

展

轴

次
轴

产业发展轴

体验基地

热带果蔬产业发展区

生态农业产业发展区

循环农业产业发展区

规划范围

图例

村域产业空间发展布局

结合村庄资源优势与实际情况，规划打造“两轴、两基地、

三发展区”的产业空间结构。

那受村产业发展如下表所示：

功能分区 发展项目

乡村研学
体验基地

研学度假酒店、综合活动中心、自然教育中
心、大地艺术体验、儿童自然运动营、星空

露营、山地探险运动

乡村振兴
文化体验基地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苗家民宿、苗家美食、
文化表演场地

生态农业
产业发展区

结合农业种植园，打造生态观光、乡野体验，
发展生态农业观光、生态旅游观光

热带果蔬
产业发展区

百香果种植基地、柚子种植基地、水果采摘
体验、火龙果种植基地

循环农业
产业发展区

现代化黑猪养殖基地、林下养殖园、优质稻
种植园（19香）

0 9 3 乡 道

089乡道

⚫ 那会村

南塔
那阳

那受

永介

那炳

冲顺

⚫ 那受村

至水库

大隆水库

保南水库

那头 保月

冲顺水库

那北水库

阜隆尖岭

那个敢
水库⚫ 马亮村

大

隆

水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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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经营性产业用地布局图

1-06

商业用地

留白用地

规划范围

图例

地块编码 NS-NT-02

使用用途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用地面积 0.59ha

容积率 1.0

建筑高度 15m

地块编码 NS-NS-02

使用用途 研学中心

用地面积 1.07ha

容积率 1.0

建筑高度 15m

地块编码 NS-NS-03

使用用途 热带养殖基地

用地面积 0.71ha

容积率 1.0

建筑高度 12m

地块编码 NS-YJ-06

使用用途 农产品基地

用地面积 0.81ha

容积率 1.0

建筑高度 15m

村域产业用地布局

结合那受村的山水林田、特色资源要素及现状产业基底，充

分发挥村庄区位与资源优势，对村域各类用地梳理，通过土地腾

挪、集约节约发展土地原则，规划产业用地共6处，3.67公顷：

1.经营性用地5处，总用地面积3.51公顷，主要用于发展商

贸服务、民宿、农家乐等项目，包含那受村研学中心1.07公顷、

南塔村乡村振兴服务中心0.59公顷、永介村农产品基地0.81公顷、

冲顺水库热带养殖基地0.71公顷以及那炳村黑山羊基地0.34。

2.留白用地1处：0.15公顷’

至水库

大隆水库

保南水库

0 9 3 乡 道

地块编码 NS-NB-02

使用用途 黑山羊基地

用地面积 0.34ha

容积率 1.0

建筑高度 15m

南塔

那阳

那受

永介

那炳

冲顺

那头
保月

那会村

地块编码 NS-NT-03

使用用途 留白用地

用地面积 0.15ha

容积率 ——

建筑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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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安全防灾减灾规划图

图例

主要防灾疏散通道

次要防灾疏散通道

微型消防站

应急医疗点

消防重点设施

应急避难场地

地质灾害重点监测点

河道治导线范围或水库管理范围线

河道管理范围或水库保护范围

规划范围线

避

★

1、消防规划∶结合那受村委各设置一处微型消防站。配备义务消防值

班室和义务消防组织，配备通信设备和灭火设施。

2、防洪规划：结合村庄内道路建设，沿路修建排水沟，设置排水管渠，

保证雨水就近排入天然水体、低洼湿地等区域，避免村庄内涝。防洪主要通

过湖泊以及周边河道疏挖、护砌来防治过境洪水，通过山区水土保持、小流

域综合治理以及疏挖截洪沟、排洪沟等工程措施，防治本流域内山区洪水。

3、抗震防灾规划：规划区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建筑抗震设防按照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执行。

4、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结合《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规划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那炳村、南塔村、那阳村西部、那受村东部、保月

村东部一带宅基地位于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为建设用地基本适宜区，对

于靠山一侧宅基地建设形成的边坡或岩石陡坡，应采用合适的工程支护措施，

如修建挡墙；其他村域宅基地位于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为建设用地适宜区。

建议村民实时观察灾害可能的发展情况，减少开挖坡体以及减小边坡高度、

规模，可采取简易的支挡措施，有效做到自我保护。

对地质灾害隐患库地质灾害点附近设立地质灾害重点监测点，以预防

为主，坚持“群测群防”加强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避

避

避

★

避

避

避

避

避

避

避

保月

南塔

那阳

那受

永介

那炳

冲顺

那头

那阳村地质灾害点重点监测点

那受村地质灾害点重点监测点

至水库

大隆水库

保南水库

0 9 3 乡 道

⚫ 那会村

⚫ 马亮村

⚫ 那受村

那北水库

那个敢
水库

大

隆

水
库

冲顺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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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庄规划用地分类
面积

（公顷）
比例
（%）

1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0703） 5.69 64.4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73 8.25 

2 中小学用地（080403） 1.04 11.72 

3 商业用地（0901） 0.81 9.14 

4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0.57 6.44 

村庄建设用地总计 8.83 100.00 

备注：规划人口489人，160户；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80.63㎡/人，
户均建设用地552.04㎡/户。

2-04

永介村庄规划建设用地结构表

永介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图

图例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中小学用地

商业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永 介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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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介村居民点道路交通规划图

乡道

村庄主路

村庄次路

村庄支路

生态停车场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P

永 介 村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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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介村居民点公服设施布局规划图

类别
设置 数量 用地规模

（㎡）
建筑规模
（㎡）

备注
等级 （个/处）

公共服务
设施

村委会
行政村 1 5170 1081 现状保留

（含卫健室）

小学 行政村 1 10353 3400
现状小学，规
划增建幼儿园

文化室 自然村 1 171 97 现状保留

球场
自然村 1 1295 —— 现状保留

（含停车位）

活动场地 自然村 2 653 ——
现状1处
规划1处

商业服务
设施

便民服务点 自然村 1 653 200 规划1处

合计 6 18296 4778

永介村庄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中小学用地

商业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村委会

文化室

活动场地

小学

幼儿园

卫健室

球场

停车场

便民服务点

文

活

小

卫

P

服务设施

球

★

永 介 村

便

活
文

P

球

★

P

活

小

便

球
幼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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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介村居民点宅基地建设布局规划图

永 介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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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保留宅基地

近控远调宅基地

规划搬迁宅基地

规划新建宅基地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永介村庄宅基地建设布局说明

根据“一户一宅”的政策，一组村庄的宅基地建设按照每户宅基地面积不超

过175㎡原则布局。规划重点保障5—10年分户需求，共计安排宅基地160户。

布局情况为以下四种情况。

(1)符合规划，现状保留：115户。

通过对现状居民点进行梳理，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且符合上位规划的乡村建设用地要求，则保留现状原宅基地。

(2)近控远调，现状保留：3户。

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且符合上位规划乡村建设用地

管控的零散居民点，规划按现状保留乡村建设用地，但限制原址重建，远期待村民

有重建需求时，引导村民向村庄建设边界内居民点集中建设。

(3)规划搬迁，村内集中：12户。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或占用生态红线等不符合上位规划管控情况的现状建筑，

以及涉及“两违图斑”的建筑，规划建议搬迁。结合保障村民基本居住的要求，在

村庄建设边界内为搬迁户规划宅基地，引导村民集中居住。

(4)规划新增，保障分户：42户。

在满足多规乡村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现状村庄建设用地，

通过插建和新增方式节地布局宅基地，保障村民5—10年内的分户建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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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村庄规划用地分类
那头村 保月村

面积
（公顷）

比例
（%）

面积
（公顷）

比例
（%）

1
居住用

地（07）

农村宅基地
（0703）

3.73 87.36 3.46 91.07 

农村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
（0704）

0.07 1.60 0.03 0.75 

2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0.47 11.04 0.31 8.18 

村庄建设用地总计 4.27 100.00 3.80 100.00 

备注：
1.那头村规划人口284人，98户；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50.44㎡/人，
户均建设用地435.97㎡/户；
2.保月村规划人口241人，89户；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57.59㎡/人，
户均建设用地426.74㎡/户；
3.由于建设用地的局限性，规划将那阳村新增的10户布局在保月村，
引导村庄聚集发展。

那头村和保月村庄规划建设用地结构表

那头村和保月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图

那 头 村 和 保 月 村

图例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保月

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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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道

村庄主路

村庄次路

村庄支路

生态停车场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P

P

P

那 头 村 和 保 月 村

保月

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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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村和保月村居民点道路交通规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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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村和保月村庄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图例

文化室

活动场地

球场

停车场

活

球

服务设施

文

P

P

活

P

文

活

文

类别
设置 数量

用地规
模（㎡）

建筑规模（㎡） 备注
等级

（个/
处）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室 自然村 2 451 212 
现状1处

规划1处

球场 行政村 1 596 —— 规划1处

活动场地 自然村 2 860 —— 规划2处

合计 5 1830 212 

那 头 村 和 保 月 村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保月

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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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那头村和保月村居民点公服设施布局
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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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那头村和保月村庄宅基地建设布局说明

那头村和保月村居民点宅基地建设布
局规划图

那 头 村 和 保 月 村

现状保留宅基地

近控远调宅基地

规划新建宅基地

村庄建设边界

保月

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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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户一宅”的政策，一组村庄的宅基地建设按照每户宅基地面积不超

过175㎡原则布局。规划重点保障5—10年分户需求，那头安排宅基地98户，保月

安排宅基地89户，共计安排宅基地187户。

布局情况为以下四种情况。

(1)符合规划，现状保留：

那头：61户、保月：59户。

通过对现状居民点进行梳理，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且符合上位规划的乡村建设用地要求，则保留现状原宅基地。

(2)近控远调，现状保留

保月：1户。

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且符合上位规划乡村建设用地

管控的零散居民点，规划按现状保留乡村建设用地，但限制原址重建，远期待村民

有重建需求时，引导村民向村庄建设边界内居民点集中建设。

(3)规划搬迁，村内集中

保月：1户。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或占用生态红线等不符合上位规划管控情况的现状建筑，

以及涉及“两违图斑”的建筑，规划建议搬迁。结合保障村民基本居住的要求，在

村庄建设边界内为搬迁户规划宅基地，引导村民集中居住。

(4)规划新增，保障分户：

那头：37户、保月：29户。

在满足多规乡村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现状村庄建设用地，

通过插建和新增方式节地布局宅基地，保障村民5—10年内的分户建房需求。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 (2023-2035)

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序号 村庄规划用地分类 面积（公顷）比例（%）

1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0703） 2.11 83.70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18 7.00 

2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0.23 9.29 

村庄建设用地总计 2.52 100.00 

备注：规划人口233人，64户；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08.24㎡/人，户
均建设用地394.05㎡/户。

图例

冲顺村庄规划建设用地结构表

冲顺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图

冲 顺 村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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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村庄主路

村庄次路

村庄支路

生态停车场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P

冲顺村居民点道路交通规划图

P

冲 顺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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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 (2023-2035)

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图例

文化室

球场

活动场地

停车场

文

球

P

服务设施

冲顺村庄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冲顺村居民点公服设施布局规划图

类别
设置
等级

数量
（个/处）

用地规模
（㎡）

建筑规模
（㎡）

备注

公共
服务设施

文化室（含
球场）

自然村 2 1766 268 现状保留

活动场地 自然村 1 190 — 规划1处

道路设施 生态停车 自然村 1 90 — 现状保留

合计 4 2046 268

活

文

P

球

冲 顺 村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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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图例

冲顺村庄宅基地建设布局说明

冲顺村居民点宅基地建设布局规划图

冲 顺 村

现状保留宅基地

规划搬迁宅基地

规划新建宅基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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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户一宅”的政策，一组村庄的宅基地建设按照每户宅基地面积不超

过175㎡原则布局。规划重点保障5—10年分户需求，共计安排宅基地64户。

布局情况为以下四种情况。

(1)符合规划，现状保留：50户。

通过对现状居民点进行梳理，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且符合上位规划的乡村建设用地要求，则保留现状原宅基地。

(2)规划搬迁，村内集中：1户。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或占用生态红线等不符合上位规划管控情况的现状建筑，

以及涉及“两违图斑”的建筑，规划建议搬迁。结合保障村民基本居住的要求，在

村庄建设边界内为搬迁户规划宅基地，引导村民集中居住。

(3)规划新增，保障分户：14户。

在满足多规乡村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现状村庄建设用地，

通过插建和新增方式节地布局宅基地，保障村民5—10年内的分户建房需求。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 (2023-2035)

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序号 村庄规划用地分类
面积

（公顷）
比例
（%）

1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0703） 5.18 70.66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12 1.65 

2 商业用地（0901） 1.78 24.27 

3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0.25 3.42 

村庄建设用地总计 7.33 100.00 

备注：规划人口540人，147户；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35.81㎡/人，
户均建设用地498.88㎡/户。

那受村庄规划建设用地结构表

那受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图

那 受 村

图例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089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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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乡道

村庄主路

村庄次路

村庄支路

生态停车场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P

那受村居民点道路交通规划图

P

P

那 受 村

089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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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 (2023-2035)

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那受村庄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那受村居民点公服设施布局规划图

球

文

P

P

类别
设置 数量

（个/处）

用地规模 建筑规模
备注

等级 （㎡） （㎡）

公共服务设
施

文化室（含
球场）

自然村 1 1209 146 现状保留

道路设施 生态停车场 自然村 2 144 — 规划1处

合计 3 1153 146 

那 受 村

图例

商业用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089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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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室

球场

生态停车场

文

球

服务设施

P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 (2023-2035)

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那受村庄宅基地建设布局说明

那受村居民点宅基地建设布局规划图

那 受 村

089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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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户一宅”的政策，一组村庄的宅基地建设按照每户宅基地面积不超

过175㎡原则布局。规划重点保障5—10年分户需求，共计安排宅基地147户。

布局情况为以下四种情况。

(1)符合规划，现状保留：111户。

通过对现状居民点进行梳理，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且符合上位规划的乡村建设用地要求，则保留现状原宅基地。

(2)近控远调，现状保留：5户。

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且符合上位规划乡村建设用地

管控的零散居民点，规划按现状保留乡村建设用地，但限制原址重建，远期待村民

有重建需求时，引导村民向村庄建设边界内居民点集中建设。

(3)规划搬迁，村内集中：27户。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红线、规划道路等不符合上位规划管控情况的现状

建筑，以及涉及“两违图斑”的建筑，规划建议搬迁。结合保障村民基本居住的要

求，在村庄建设边界内为搬迁户规划宅基地，引导村民集中居住。

(4)规划新增，保障分户：31户。

在满足多规乡村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现状村庄建设用地，

通过插建和新增方式节地布局宅基地，保障村民5—10年内的分户建房需求。

图例

现状保留宅基地

近控远调宅基地

规划搬迁宅基地

规划新建宅基地

村庄建设边界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 (2023-2035)

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序号 村庄规划用地分类
面积

（公顷）
比例
（%）

1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0703） 2.69 92.2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05 1.55 

2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0.18 6.20 

村庄建设用地总计 2.92 100.00 

备注：
1.规划人口444人，84户；人均建设用地面积65.66㎡/人，户均建
设用地347.05㎡/户；
2.由于建设用地的局限性，规划将那阳村新增的10户布局在保月村，
引导村庄聚集发展。

图例

那阳村规划建设用地结构表

那阳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图

那 阳 村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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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乡道

村庄支路

生态停车场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P

那阳村居民点道路交通规划图

P

、

那 阳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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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 (2023-2035)

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图例

文化室

生态停车场

文

服务设施

那阳村庄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那阳村居民点公服设施布局规划图

文

P

P

类别
设置 数量

（个/处）

用地规
模

建筑规模
备注

等级 （㎡） （㎡）

公共服务设
施

文化室 自然村 1 452 80 现状保留

道路设施 生态停车场 自然村 1 144 — 规划1处

合计 2 596 80

那 阳 村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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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庄建设规划 (2023-2035)

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那阳村庄宅基地建设布局说明

那阳村居民点宅基地建设布局规划图

那 阳 村

根据“一户一宅”的政策，一组村庄的宅基地建设按照每户宅基地面积不超

过175㎡原则布局。规划重点保障5—10年分户需求，共计安排宅基地84户。

布局情况为以下四种情况。

(1)符合规划，现状保留：73户。

通过对现状居民点进行梳理，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且符合上位规划的乡村建设用地要求，则保留现状原宅基地。

(3)规划搬迁，村内集中：9户。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红线、规划道路等不符合上位规划管控情况的现状

建筑，以及涉及“两违图斑”的建筑，规划建议搬迁。结合保障村民基本居住的要

求，在村庄建设边界内为搬迁户规划宅基地，引导村民集中居住。

(4)规划新增，保障分户：11户。

在满足多规乡村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现状村庄建设用地，

通过插建和新增方式节地布局宅基地，保障村民5—10年内的分户建房需求。

6-07

图例

现状保留宅基地

规划搬迁宅基地

规划新建宅基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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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序号 村庄规划用地分类
面积

（公顷）
比例
（%）

1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0703） 2.79 71.06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25 6.43 

2 商业用地（0901） 0.59 15.05 

3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0.14 3.62 

4 留白用地（16） 0.15 3.84 

村庄建设用地总计 3.93 100.00 

备注：规划人口229人，69户；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71.66㎡/人，户
均建设用地569.72㎡/户。

图例

南塔村庄规划建设用地结构表

南塔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图

南 塔 村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

留白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093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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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介

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乡道

村庄主路

村庄次路

村庄支路

生态停车场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P

南塔村居民点道路交通规划图

P

南 塔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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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图例

文化室

球场

生态停车场

文

球

服务设施

南塔村庄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南塔村居民点公服设施布局规划图

球

文

P

P

类别
设置 数量

（个/处）
用地规模 建筑规模

备注
等级 （㎡） （㎡）

公共服务
设施

文化室 自然村 1 1244 80 现状保留

球场 自然村 1 450 — 现状保留

道路设施 生态停车场 自然村 2 167 — 规划1处

合计 4 1861 80 

南 塔 村

商业用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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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南塔村庄宅基地建设布局说明

南塔村居民点宅基地建设布局规划图

南 塔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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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户一宅”的政策，一组村庄的宅基地建设按照每户宅基地面积不超

过175㎡原则布局。规划重点保障5—10年分户需求，共计安排宅基地69户。

布局情况为以下四种情况。

(1)符合规划，现状保留：52户。

通过对现状居民点进行梳理，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且符合上位规划的乡村建设用地要求，则保留现状原宅基地。

(2)近控远调，现状保留：1户。

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且符合上位规划乡村建设用地

管控的零散居民点，规划按现状保留乡村建设用地，但限制原址重建，远期待村民

有重建需求时，引导村民向村庄建设边界内居民点集中建设。

(3)规划搬迁，村内集中：1户。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红线、规划道路等不符合上位规划管控情况的现状

建筑，以及涉及“两违图斑”的建筑，规划建议搬迁。结合保障村民基本居住的要

求，在村庄建设边界内为搬迁户规划宅基地，引导村民集中居住。

(4)规划新增，保障分户：16户。

在满足多规乡村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现状村庄建设用地，

通过插建和新增方式节地布局宅基地，保障村民5—10年内的分户建房需求。

093乡道

图例

现状保留宅基地

近控远调宅基地

规划搬迁宅基地

规划新建宅基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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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编制单位：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年12月

序号 村庄规划用地分类
面积

（公顷）
比例
（%）

1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0703） 3.55 85.52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04 1.06 

2 商业用地（0901） 0.34 8.08 

3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0.22 5.34 

村庄建设用地总计 4.15 100.00 

备注：规划人口360人，112户；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15.29㎡/人，
户均建设用地370.56㎡/户。

那炳村庄现状建设用地结构表

那炳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图

那 炳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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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农村宅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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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道

村庄主路

村庄次路

村庄支路

生态停车场

村庄建设边界

图例

P

那炳村居民点道路交通规划图

P

那 炳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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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炳村庄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那炳村居民点公服设施布局规划图

文

P

类别
设置 数量

（个/
处）

用地规
模

建筑规模
备注

等级 （㎡） （㎡）

公共服务
设施

文化室 自然村 1 441 100 现状保留

道路设施 生态停车场 自然村 2 144 — 规划2处

合计 3 585 100 

那 炳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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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文化室

生态停车场

文

服务设施

P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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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炳村庄宅基地建设布局说明

那炳村居民点宅基地建设布局规划图

那 炳 村

8-07

根据“一户一宅”的政策，一组村庄的宅基地建设按照每户宅基地面积不超

过175㎡原则布局。规划重点保障5—10年分户需求，共计安排宅基地112户。

布局情况为以下四种情况。

(1)符合规划，现状保留：67户。

通过对现状居民点进行梳理，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且符合上位规划的乡村建设用地要求，则保留现状原宅基地。

(2)近控远调，现状保留：2户。

现状建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且符合上位规划乡村建设用地

管控的零散居民点，规划按现状保留乡村建设用地，但限制原址重建，远期待村民

有重建需求时，引导村民向村庄建设边界内居民点集中建设。

(3)规划搬迁，村内集中：9户。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红线、规划道路等不符合上位规划管控情况的现状

建筑，以及涉及“两违图斑”的建筑，规划建议搬迁。结合保障村民基本居住的要

求，在村庄建设边界内为搬迁户规划宅基地，引导村民集中居住。

(4)规划新增，保障分户：43户。

在满足多规乡村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现状村庄建设用地，

通过插建和新增方式节地布局宅基地，保障村民5—10年内的分户建房需求。

图例

现状保留宅基地

近控远调宅基地

规划搬迁宅基地

规划新建宅基地

村庄建设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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