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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青法村村庄建设规划（2023-2035）

规划概况



1、项目历程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青法村村庄规划》（2019-2035）于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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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法村村

庄规划纳入本次修编范围。在此背景下开展本次青法村村庄建设规划的具体工作。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青法村村村建设庄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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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划范围1071.14公顷，东至宁远河，南至雅亮村、宁远河，西至抱便水库，北至保国农

场。

3、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2023-2035年，规划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4、村庄区位

青法村属于育才生态区，位于三亚市育才生态区北部，规划区东南临海南第四大河流——宁远

河。314省道从村庄内经过，距离育才镇区约13公里，距离海南环岛高速公路27公里，距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约39公里，距三亚站约48公里。

5、现状概况

青法村为黎族村落，村民多为黎族。村内包含6个自然村，9个村小组。目前村内在籍408户

，共2239人。

青法三面临山，群山环抱，属于丘陵山地地貌，气候温润。村庄有大片的农田、槟榔、山体

、河库等，景观资源丰富，视线开阔，风光旖旎，景观资源得天独厚，生态资源本底优越，适宜农

田果园种植。

根据基础数据核算，现状建设用地32.44公顷，其中村庄建设用地26.62公顷。

6、经济产业收入

青法村现状主要以一产农业种植为主，农用地面积约3586亩，主要种植水稻、瓜菜、芒果、橡

胶、槟榔等农作物。村集体对外承包的农用地约180亩，占总农用地面积的5.35%，少量村民外出

打工，尚未有第二第三产业。村集体主要收入来源为芒果地出租、光伏电网发电以及育才生态旅游

企业分红，村集体年收入约7.8万元。

根据调查统计，青法村约61%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种植水稻、芒果、槟榔等农业林产，生

产方式传统，产品结构单一，产值普遍较低，收入不高，约44%的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年收

入5万元以上家庭占比约15%，部分家庭依靠社会保障生活。村民每户每月生活支出费用较低，约

50%的家庭人均月生活支出在1千元以下，大多自给自足。

7、总体定位

根据现状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上位规划等因素，对接双评价，结合原村庄规划评估，

研究制定村庄发展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综合确定青法村的总体发展定位为：

以山水林田为生态基底，以热带高效农业为产业主题，以农旅融合为产业驱动，以组团式聚落

为空间载体，打造具备独有新时代黎村风貌的集生态农业种植、传统文化体验、观光度假旅游于一

体的田园黎家山村。

“三亚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和谐文化、法治文化、黎族优秀传统文化

示范村；全省乡村社会治理示范样板”。

围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结构合理、功能配套完善、环境自然和谐、生产生活

便利、村容村貌整洁”的总体思路，实现青法村乡村经济快速增长，农业、休闲旅游业等特色产业

有序发展，农旅深度融合，村庄产业兴旺人，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治理有效，成为三亚乡村振兴标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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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村庄产业发展用地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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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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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法村整体是以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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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青法村

自然村分为集聚提升类、基础整治类两类。

集聚类包括二八组、三组、五九组自然村。现状单个规模小但分布相对集中、处

于中心区位、靠近省道、县道等主要交通，与周边村庄联系便利。

基础整治类包括一组、四组、六七组自然村。现状人口用地规模较小、综合发展

条件一般，重点进行简单的人居环境整治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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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青法村庄发展实际，明确至2035年规划

期末，青法村建设用地总规模45.50公顷，其中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3.92公顷。

第四条 产业发展用地规划

在村域范围内共设4处集体经营性用地，总用地面积1.64公顷（24.6亩）。主要用

于发展驿站、农庄、民宿、餐厅民宿、康养等乡村旅游项目及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结合《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实施点状用地制度的意见》，本次规划农村

游览接待用地按照点状供地规划布局，单个用地面积不少于1亩，服务于旅游项目建

设。按国有建设用地管理。以下项目不得准入点状用地：涉农涉旅以外的工业类项目

；集中加工园区；商品住宅、别墅类房地产、私家庄园、私人别墅；属于海南省产业

准入禁止限制目录（2019年版）的；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其他禁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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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将村委会及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划为消防中心，卫生室及大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划为应急医疗点，小学划为重点防灾区，这些场地开敞可集中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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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省道和835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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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青法村村庄规划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青法村总

体上评估区地质灾害弱发育、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一组南部、三组西部、四组东部

和六七组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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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宅基地均位于地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均为建设用地适宜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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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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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人口规模 预期性 人 2239 2693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约束性 公顷 146.41 146.41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约束性 公顷 251.35 251.35

生态公益林保护面积 约束性 公顷 321.90 321.90

建设用地总规模 约束性 公顷 32.44 45.50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约束性 公顷 26.62 33.92

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规模
约束性 公顷 1.82 2.81

自来水普及率 预期性 % 10 100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预期性 % 50 100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预期性 % 60 100

农村黑臭水体消除率 预期性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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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文体活动设施覆盖率 预期性 %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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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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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中心

乡村特色
风情区

图例

产业发展轴

滨水活力景观带

品质生态景观带

乡村特色风情区

林下产业种植区

山水康养体验区

种植循环发展区

规划范围

村域产业发展规划图

功能分区 发展项目

种植循环发展区
高效农田基地、冬季瓜菜基地、稻虾共作试点、
精品芒果种植、休闲农业观光等

林下种植发展区 立体橡胶种植区、槟榔等种养园

乡村特色风情区
青法黎族家园、青法书屋、综合旅游中心、文化
公园，营造乡村文化旅游氛围，提供休闲娱乐、
民俗体验等功能。

生态康养体验区
主要以观光体验、乡野垂钓为主；如：乡村康养
农庄、采摘体验园

村域产业空间发展布局

结合村庄资源优势与实际情况，规划形成“两

轴、四区、两中心” 的产业空间结构，产业集群化，

打造青法一二三产业融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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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业用地

旅馆用地

规划范围

地块编码 QF-EBZ-06

用地性质 旅馆用地（090104）

使用用途 黎乡农庄

面积 0.29公顷

容积率 1.0

高度 12m（局部15m）

地块编码 QF-SIZ-01

用地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
（090101）

使用用途 乡野垂钓基地

面积 0.16公顷

容积率 1.0

高度 12m（局部15m）
地块编码 QF-WJZ-02

用地性质 旅馆用地（090104）

使用用途 乡村康养农庄

面积 1.00公顷

容积率 1.0

高度 12m（局部15m）

村域经营性用地布局图

图例

村域经营性用地布局

结合青法村的山水林田、特色资源要素、发

展现实基础，充分发挥村庄区位与资源优势，对

进行各类土地梳理，通过土地腾挪、集约节约发

展土地原则，在村域范围内共设4处集体经营性用

地，总用地面积1.64公顷（24.6亩）用于村庄产

业发展，其中：

• 零售商业用地2处，0.34公顷（5.17亩）

• 旅馆用地2处，1.30公顷（19.44亩）

地块编码 QF-EBZ-02

用地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
（090101）

使用用途 青法黎族家园

面积 0.19公顷

容积率 1.0

高度          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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