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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6201.82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5533.97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5532.38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5352.33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39.19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3.14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71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38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8.48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06公顷，无村庄公用设施用地，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61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河西村与亮子村由原亮子村水井统一供水，规划河西村继续采用原深井为供水水源。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
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75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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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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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6043.51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3045.13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2897.82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53.63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71.91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0.25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9.12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4.01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83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3.05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9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1.26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65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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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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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83.07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4136.66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4038.47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3859.98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41.06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6.23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1.54公顷，无商业服务业用地，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
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20.84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04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2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53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10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双胜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居
民
点
规
划
图

村
域
综
合
规
划
图

浓江乡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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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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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本村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3.61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3.47公顷，无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
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
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
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0.66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3.14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1.63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39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5.05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12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1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61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98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石头卧子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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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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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7.95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243.58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227.10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633.82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30.58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2.62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无工业用地，无商业服务业用地，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7.39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09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3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1.65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3.31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团结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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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海兴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 生态保护
（ 1 ） 落 实 上 级 规 划 确 定 的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规 模 和 范 围 ， 划 定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6 5 7 0 . 5 3 公 顷 。  
（ 2 ） 保 护 村 内 生 态 林 、 水 域 、 自 然 保 留 地 等 生 态 用 地 ， 不 得 进 行 破 坏 生 态 景 观 、 污 染 环 境 的 开 发 建 设

活 动 ， 做 到 慎 砍 树 、 禁 挖 山 、 不 填 塘 （ 湖 ） 。  
（ 3 ） 优 化 乡 村 生 态 空 间 格 局 ， 做 到 尽 可 能 保 留 乡 村 原 有 的 地 貌 、 自 然 形 态 ， 系 统 保 护 好 乡 村 自 然 风 光

和 田 园 景 观 。  
二、 农用地保护

（ 1 ） 本 村 内 现 状 耕 地 保 有 量 6 0 2 4 . 3 3 公 顷 ， 规 划 耕 地 保 护 目 标 5 3 0 2 . 4 7 公 顷 ， 划 定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5 2 8 0 . 6 0 公 顷 。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重 点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高 标 准 农 田 原 则 上 全 部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一 般 耕 地 主 要
用 于 粮 食 、 棉 、 油 、 糖 、 蔬 菜 等 农 产 品 及 饲 草 饲 料 生 产 ， 在 不 破 坏 耕 地 耕 作 层 且 不 造 成 耕 地 地 类 改 变 的
前 提 下 ， 可 以 适 度 种 植 其 他 农 作 物 。 禁 止 非 农 建 设 和 破 坏 耕 作 层 、 改 变 耕 地 地 类 的 农 业 生 产 活 动 。

（ 2 ） 未 经 批 准 ， 不 得 在 园 地 、 林 地 及 其 他 农 用 地 进 行 非 农 建 设 活 动 ， 不 得 进 行 毁 林 开 垦 、 采 石 、 挖 沙 、
采 矿 、 取 土 等 活 动 。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内 的 林 地 、 草 地 禁 止 改 变 用 途 。

（ 3 ） 本 村 内 规 划 农 业 设 施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为 5 9 . 5 3 公 顷 ， 为 田 间 道 路 和 设 施 农 用 地 ， 应 按 规 定 要 求 兴 建
设 施 和 使 用 土 地 ， 不 得 擅 自 或 变 相 将 其 用 于 其 他 非 农 建 设 ， 并 采 取 措 施 防 止 对 土 壤 耕 作 层 破 坏 和 污 染 。
 三、 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5.95公顷。 
1. 产业发展

（ 1 ） 本 村 内 规 划 工 业 用 地 0 . 0 0 公 顷 ， 商 业 服 务 业 用 地 0 . 0 0 公 顷 ， 规 划 明 确 规 定 的 用 地 用 途 、 规 模 、
强 度 等 要 求 不 得 随 意 改 变 。  

（ 2 ） 产 业 类 建 设 用 地 调 整 应 当 编 制 优 化 调 整 方 案 ， 经 村 民 委 员 会 审 议 和 村 民 会 议 或 者 村 民 代 表 会 议 审
查 同 意 后 ， 逐 级 报 村 庄 规 划 原 审 批 机 关 批 准 。  
2. 农村住房

（ 1 ） 本 村 内 规 划 居 住 用 地 2 9 . 0 4 公 顷 ， 新 申 请 的 宅 基 地 ， 应 落 实 “ 一 户 一 宅 ” ， 在 划 定 的 宅 基 地 建 设
范 围 内 ， 每 户 宅 基 地 面 积 不 得 超 过 3 5 0 平 方 米 。

（ 2 ） 村 民 住 房 建 筑 以 低 层 为 主 ， 住 宅 层 数 不 超 过 2 层 ， 建 筑 高 度 不 大 于 8 米 ， 建 筑 风 貌 和 布 局 应 体 现
东 北 特 色 和 居 民 生 活 习 惯 ， 符 合 村 庄 整 体 景 观 风 貌 控 制 要 求 。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07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3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
3.96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 1 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
认后再进行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
养老和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 “留白”用地

包 含 暂 不 明 确 规 划 用 地 性 质 和 控 制 要 求 的 “ 留 白 ” 用 地 2. 82公 顷 ， 同 时 规 划 预 留 5% 的 建 设 用 地 “ 机 动 指
标 ” 。 机 动 指 标 使 用 不 得 占 用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和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  
“ 留 白 ” 用 地 利 用 要 求 ：
已 撤 并 村 庄 划 定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不 得 再 建 设 村 民 住 宅；
不 得 建 设 对 周 边 产 生 较 大 影 响 的 工 业 企 业 ；
拆 除 土 坯 房 、 草 房 、 危 房 等 质 量 差 的 建 筑  ， 适 当 保 留 质 量 较 好 的 建 筑 再 利 用 ；
村 集 体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管 理 者  ， 任 何 组 织 和 个 人 不 得 非法侵占。
四、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 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 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 ，宽度不得少于4米； 道路为消防通道 ，不准长       

期 堆 放 阻 碍 交 通 的 杂 物。
（3） 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 ， 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 、  村 庄 历 史 文 化 传 承 与 利用
（ 1）  建 立 包 括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历 史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 农 业 文 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体 系  ， 提 出 保 护 利用要求。
（2）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 ， 内部设施可与现     

代 村 民 生 活 需 求 相 适 应  ，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传 承 提 供 展 示 空 间 。
六、 其他管制规则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 红 线 不 小 于 3米  ，  乡 级 （ 及 以 上 ）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红线不小于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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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新胜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 生态保护
（1）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26.57公顷。 
（2） 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 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 ，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
活动 ，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
（3） 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 ，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 自然形态 ，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     

和田园景观。
二、 农用地保护

（ 1 ） 本 村 内 现 状 耕 地 保 有 量 9 0 6 . 9 5 公 顷 ， 规 划 耕 地 保 护 目 标 5 4 2 . 5 6 公 顷 ， 划 定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5 1 9 . 6 0 公 顷 。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重 点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高 标 准 农 田 原 则 上 全 部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一 般 耕 地 主
要 用 于 粮 食 、 棉 、 油 、 糖 、 蔬 菜 等 农 产 品 及 饲 草 饲 料 生 产  ， 在 不 破 坏 耕 地 耕 作 层 且 不 造 成 耕 地 地 类 改 变
的 前 提 下  ， 可 以 适 度 种 植 其 他 农 作 物 。  禁 止 非 农 建 设 和 破 坏 耕 作 层 、 改 变 耕 地 地 类 的 农 业 生 产 活 动 。

（ 2 ）  未 经 批 准  ， 不 得 在 园 地 、 林 地 及 其 他 农 用 地 进 行 非 农 建 设 活 动  ， 不 得 进 行 毁 林 开 垦 、 采 石 、 挖
沙 、  采 矿 、 取 土 等 活 动 。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内 的 林 地 、 草 地 禁 止 改 变 用 途 。

（ 3 ） 本 村 内 规 划 农 业 设 施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为 5 . 2 3 公 顷 ， 为 田 间 道 路 和 设 施 农 用 地 ， 应 按 规 定 要 求 兴 建
设 施 和 使 用 土 地  ， 不 得 擅 自 或 变 相 将 其 用 于 其 他 非 农 建 设  ， 并 采 取 措 施 防 止 对 土 壤 耕 作 层 破 坏 和 污 染 。
三、 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9.53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0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84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
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 2）  产 业 类 建 设 用 地 调 整 应 当 编 制 优 化调整方案 ，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     
查 同 意 后  ， 逐 级 报 村 庄 规 划 原 审 批 机 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6.84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
内，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 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 ，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 ，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 ，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    
北 特 色 和 居 民 生 活 习 惯  ， 符 合 村 庄 整 体 景 观 风 貌 控 制 要 求 。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08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4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
0.79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 1 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
认后再进行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
养老和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 “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61公顷， 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 “机动    
指 标 ” 。  机 动 指 标 使 用 不 得 占 用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和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 撤 并 村 庄 划 定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不 得 再 建 设 村 民 住 宅；
不 得 建 设 对 周 边 产 生 较 大 影 响 的 工 业 企 业 ；
拆 除 土 坯 房 、 草 房 、 危 房 等 质 量 差 的 建 筑  ， 适 当 保 留 质 量 较 好 的 建 筑 再 利 用 ；
村 集 体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管 理 者  ， 任 何 组 织 和 个 人 不 得 非法侵占。
四、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 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 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 ，宽度不得少于4米； 道路为消防通道 ，不准长       

期 堆 放 阻 碍 交 通 的 杂 物。
（3） 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 ， 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 、  村 庄 历 史 文 化 传 承 与 利用
（ 1）  建 立 包 括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历 史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 农 业 文 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体 系  ， 提 出 保 护 利用要求。
（2）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 ， 内部设施可与现     

代 村 民 生 活 需 求 相 适 应  ，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传 承 提 供 展 示 空 间 。
六、 其他管制规则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 红 线 不 小 于 3米  ，  乡 级 （ 及 以 上 ）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红线不小于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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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南乡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新兴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 生态保护
（1） 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 ，暂无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 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 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 ，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     

活动 ，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
（3） 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 ，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 自然形态 ，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     

和田园景观。
二、 农用地保护

（ 1 ） 本 村 内 现 状 耕 地 保 有 量 2 0 5 2 . 4 7 公 顷 ， 规 划 耕 地 保 护 目 标 2 0 4 6 . 4 5 公 顷 ， 划 定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2 0 1 2 . 8 0 公 顷 。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重 点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高 标 准 农 田 原 则 上 全 部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一 般 耕 地 主
要 用 于 粮 食 、 棉 、 油 、 糖 、 蔬 菜 等 农 产 品 及 饲 草 饲 料 生 产  ， 在 不 破 坏 耕 地 耕 作 层 且 不 造 成 耕 地 地 类 改 变
的 前 提 下  ， 可 以  适 度 种 植 其 他 农 作 物 。  禁 止 非 农 建 设 和 破 坏 耕 作 层 、 改 变 耕 地 地 类 的 农 业 生 产 活 动 。

（ 2 ）  未 经 批 准  ， 不 得 在 园 地 、 林 地 及 其 他 农 用 地 进 行 非 农 建 设 活 动  ， 不 得 进 行 毁 林 开 垦 、 采 石 、 挖
沙 、  采 矿 、 取 土 等 活 动 。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内 的 林 地 、 草 地 禁 止 改 变 用 途 。

（ 3 ） 本 村 内 规 划 农 业 设 施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为 1 6 . 2 0 公 顷 ， 为 田 间 道 路 和 设 施 农 用 地 ， 应 按 规 定 要 求 兴 建
设 施 和 使 用 土 地  ， 不 得 擅 自 或 变 相 将 其 用 于 其 他 非 农 建 设  ， 并 采 取 措 施 防 止 对 土 壤 耕 作 层 破 坏 和 污 染 。

三 、  建 设 空 间 管 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9.11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2.32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0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
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 2）  产 业 类 建 设 用 地 调 整 应 当 编 制 优 化调整方案 ，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     
查 同 意 后  ， 逐 级 报 村 庄 规 划 原 审 批 机 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9.58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
围内，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 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 ，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 ，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 ，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    
北 特 色 和 居 民 生 活 习 惯  ， 符 合 村 庄 整 体 景 观 风 貌 控 制 要 求 。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47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3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
2.98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 1 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
认后再进行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
养老和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 “留白”用地
包 含 暂 不 明 确 规 划 用 地 性 质 和 控 制 要 求 的 “ 留 白 ” 用 地 3. 54公 顷 ， 同 时 规 划 预 留 5% 的 建 设 用 地 “ 机 动 指
标 ” 。 机 动 指 标 使 用 不 得 占 用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和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 撤 并 村 庄 划 定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不 得 再 建 设 村 民 住 宅；
不 得 建 设 对 周 边 产 生 较 大 影 响 的 工 业 企 业 ；
拆 除 土 坯 房 、 草 房 、 危 房 等 质 量 差 的 建 筑  ， 适 当 保 留 质 量 较 好 的 建 筑 再 利 用 ；
村 集 体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管 理 者  ， 任 何 组 织 和 个 人 不 得 非法侵占。
四、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 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 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 ，宽度不得少于4米； 道路为消防通道 ，不准长       

期 堆 放 阻 碍 交 通 的 杂 物。
（3） 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 ， 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 、  村 庄 历 史 文 化 传 承 与 利用
（ 1）  建 立 包 括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历 史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 农 业 文 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体 系  ， 提 出 保 护 利用要求。
（2）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 ， 内部设施可与现     

代 村 民 生 活 需 求 相 适 应  ，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传 承 提 供 展 示 空 间 。
六、 其他管制规则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 红 线 不 小 于 3米  ，  乡 级 （ 及 以 上 ）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红线不小于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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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葱沟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永发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 生态保护
（1） 落 实 上 级 规 划 确 定 的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规 模 和 范 围  ， 划 定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1 5 6 3 . 6 2 公 顷 。
（2） 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 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 ，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     
活动 ，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
（3） 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 ，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 自然形态 ，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     

和田园景观。
二、 农用地保护

（ 1 ） 本 村 内 现 状 耕 地 保 有 量 8 7 2 6 . 2 公 顷 ， 规 划 耕 地 保 护 目 标 7 6 8 6 . 7 6 公 顷 ， 划 定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7 6 6 2 . 2 7 公 顷 。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重 点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高 标 准 农 田 原 则 上 全 部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一 般 耕 地 主
要 用 于 粮 食 、 棉 、 油 、 糖 、 蔬 菜 等 农 产 品 及 饲 草 饲 料 生 产 ， 在 不 破 坏 耕 地 耕 作 层 且 不 造 成 耕 地 地 类 改 变
的 前 提 下  ， 可 以 适 度 种 植 其 他 农 作 物 。  禁 止 非 农 建 设 和 破 坏 耕 作 层 、 改 变 耕 地 地 类 的 农 业 生 产 活 动 。

（ 2 ）  未 经 批 准  ， 不 得 在 园 地 、 林 地 及 其 他 农 用 地 进 行 非 农 建 设 活 动  ， 不 得 进 行 毁 林 开 垦 、 采 石 、 挖
沙 、  采 矿 、 取 土 等 活 动 。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内 的 林 地 、 草 地 禁 止 改 变 用 途 。

（ 3 ） 本 村 内 规 划 农 业 设 施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为 9 0 . 0 4 公 顷 ， 为 田 间 道 路 和 设 施 农 用 地 ， 应 按 规 定 要 求 兴 建
设 施 和 使 用 土 地 ， 不 得 擅 自 或 变 相 将 其 用 于 其 他 非 农 建 设 ， 并 采 取 措 施 防 止 对 土 壤 耕 作 层 破 坏 和 污 染 。  
三、 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51.6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0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0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     
度 等 要 求 不 得 随 意 改 变 。

（ 2）  产 业 类 建 设 用 地 调 整 应 当 编 制 优 化调整方案 ，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     
查 同 意 后  ， 逐 级 报 村 庄 规 划 原 审 批 机 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42.92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
围内，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 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 ，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 ，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 ，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    
北 特 色 和 居 民 生 活 习 惯  ， 符 合 村 庄 整 体 景 观 风 貌 控 制 要 求 。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04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3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
5.55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 1 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
认后再进行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
养老和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 “留白”用地
包 含 暂 不 明 确 规 划 用 地 性 质 和 控 制 要 求 的 “留白”用地2.57公顷 ， 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 “机动    
指 标 ” 。  机 动 指 标 使 用 不 得 占 用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和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 撤 并 村 庄 划 定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不 得 再 建 设 村 民 住 宅；
不 得 建 设 对 周 边 产 生 较 大 影 响 的 工 业 企 业 ；
拆 除 土 坯 房 、 草 房 、 危 房 等 质 量 差 的 建 筑  ， 适 当 保 留 质 量 较 好 的 建 筑 再 利 用 ；
村 集 体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管 理 者  ， 任 何 组 织 和 个 人 不 得 非法侵占。
四、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 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 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 ，宽度不得少于4米； 道路为消防通道 ，不准长       

期 堆 放 阻 碍 交 通 的 杂 物。
（3） 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 ， 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 、  村 庄 历 史 文 化 传 承 与 利用
（ 1）  建 立 包 括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历 史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 农 业 文 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体 系  ， 提 出 保 护 利用要求。
（2）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 ， 内部设施可与现     

代 村 民 生 活 需 求 相 适 应  ，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传 承 提 供 展 示 空 间 。
六、 其他管制规则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 红 线 不 小 于 3米  ，  乡 级 （ 及 以 上 ）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红线不小于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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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长征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 生态保护
（1） 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 ，暂无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 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 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 ，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     

活动 ，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
（3） 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 ，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 自然形态 ，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     

和田园景观。
二、 农用地保护

本 村 内 现 状 耕 地 保 有 量 5 7 5 7 . 3 8 公 顷 ， 规 划 耕 地 保 护 目 标 5 7 4 2 . 8 9 公 顷 ， 划 定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5 5 4 0 . 1 5
公 顷 。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重 点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重 点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高 标 准 农 田 原 则 上 全 部 用 于
粮 食 生 产  ， 一 般 耕 地 主 要 用 于 粮 食 、 棉 、  油 、 糖 、 蔬 菜 等 农 产 品 及 饲 草 饲 料 生 产  ， 在 不 破 坏 耕 地 耕 作
层 且 不 造 成 耕 地 地 类 改 变 的 前 提 下  ， 可 以 适 度 种 植 其 他 农 作 物 。  禁 止 非 农 建 设 和 破 坏 耕 作 层 、 改 变 耕 地
地 类 的 农 业 生 产 活 动 。

（2） 未经批准 ，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 ，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 
采 矿 、 取 土 等 活 动 。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内 的 林 地 、 草 地 禁 止 改 变 用 途 。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 为 7 1 . 4 3 公 顷 ， 为 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
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 将 其 用 于 其 他 非 农 建 设 ， 并 采 取 措 施 防 止 对 土 壤 耕 作 层 破 坏 和 污 染 。
三、 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9.10公顷。
1. 产业发展

（ 1） 本 村 内 规 划 工 业 用 地 0. 00公 顷 ， 商 业 服 务 业 用 地 0. 17公 顷 ， 规 划 明 确 规 定 的 用 地 用 途 、 规 模 、 强
度 等 要 求 不 得 随 意 改 变 。   

（ 2）  产 业 类 建 设 用 地 调 整 应 当 编 制 优 化调整方案 ，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     
查 同 意 后  ， 逐 级 报 村 庄 规 划 原 审 批 机 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24.99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
围内，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 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 ，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 ，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 ，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    
北 特 色 和 居 民 生 活 习 惯  ， 符 合 村 庄 整 体 景 观 风 貌 控 制 要 求 。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05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5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
2.81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 1 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
认后再进行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
养老和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 “留白”用地
包 含 暂 不 明 确 规 划 用 地 性 质 和 控 制 要 求 的 “留白”用地0. 90公 顷 ， 同 时 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 “机动    
指 标 ” 。  机 动 指 标 使 用 不 得 占 用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和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 撤 并 村 庄 划 定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不 得 再 建 设 村 民 住 宅；
不 得 建 设 对 周 边 产 生 较 大 影 响 的 工 业 企 业 ；
拆 除 土 坯 房 、 草 房 、 危 房 等 质 量 差 的 建 筑  ， 适 当 保 留 质 量 较 好 的 建 筑 再 利 用 ；
村 集 体 为  “ 留 白 ” 用 地 的 管 理 者  ， 任 何 组 织 和 个 人 不 得 非法侵占。
四、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 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 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 ，宽度不得少于4米； 道路为消防通道 ，不准长       

期 堆 放 阻 碍 交 通 的 杂 物。
（3） 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 ， 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 、  村 庄 历 史 文 化 传 承 与 利用
（ 1）  建 立 包 括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历 史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 农 业 文 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体 系  ， 提 出 保 护 利用要求。
（2）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 ， 内部设施可与现     

代 村 民 生 活 需 求 相 适 应  ，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传 承 提 供 展 示 空 间 。
六、 其他管制规则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 红 线 不 小 于 3米  ，  乡 级 （ 及 以 上 ）  道 路 两 侧 房 屋 应 后 退 道 路红线不小于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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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桥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生德库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0.09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465.99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465.93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439.67公顷。永久基本农田

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

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

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9.46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

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

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62.7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9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11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

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级报

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38.07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地

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

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24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5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6.73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 2 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体育

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3.83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指

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

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

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

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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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江乡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生态修复
1 水系整治 383.99公顷 政府 水务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2 林地整治 9.87公顷 政府 林业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国土综合整治
3 高标准农田建设 2180.68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永久基本农田 2021-2025

4 建设用地整理 35.25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产业发展 5 乡村旅游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基础设施

6 新建污水处理 342㎡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7 村域道路修缮 10.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8 村内路面修缮 6.2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9 道路边沟建设修缮 4.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10 农机停放场 0.29㎡ 政府 村委会 生德库村 2021-2025

11 活动广场建设 150㎡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农房新建
12 庭院环境整治 15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13 房屋立面整治 18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人居环境整治
14 村庄道路绿化种植 8.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15 院墙栅栏美化 5.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生德库村 2021-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东安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833.17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3967.42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3761.38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083.47公顷。永久基本

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

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

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70.64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

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

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5.11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00公顷，规划仓储用地2.24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2.56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

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审查同意后，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

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5.39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地不

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3层，建筑高度不大于9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

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2）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体育

等 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 0.07 公顷，同时规划预留0.04%的建设用

地“机动指标”。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

业；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

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护体

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求相

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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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瞎子岛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生态修复
1 水系整治 942.45公顷 政府 水务局 东安村 2021-2025

2 林地整治 325.84公顷 政府 林业局 东安村 2021-2025

国土综合整治
3 高标准农田建

设 2083.47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永久基本农田 2021-2025

4 建设用地整理 25.11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安村 2021-2025

产业发展 5 乡村旅游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安村 2021-2025

基础设施

6 新建停车场 0.12㎡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安村 2021-2025

7 村域道路修缮 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安村 2021-2025

8 村内路面修缮 0.2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人居环境整治
9 村庄道路绿化

种植 0.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安村 2021-2025

10 院墙栅栏美化 0.8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安村 2021-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东发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0.00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3190.01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3170.41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3059.26公顷。永久基本

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

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

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62.39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

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

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2.30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1.06公顷，规划仓储用地0.21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30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

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审查同意后，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

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5.09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地

不得超过350平方。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3层，建筑高度不大于9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

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2）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体育

等 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 1.98 公顷，同时规划预留0.03%的建设用

地“机动指标”。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

业；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

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护体

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求相

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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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生态修复
1 水系整治 346.73公顷 政府 水务局 东发村 2021-2025

2 林地整治 2120.47公顷 政府 林业局 东发村 2021-2025

国土综合整治
3 高标准农田建设 3059.26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永久基本农田 2021-2025

4 建设用地整理 22.30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产业发展
5 乡村旅游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6 民宿 800㎡ 个体 个体 东发村 2021-2025

公共服务

7 村内路面修缮 2.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8 村域道路修缮 8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安村 2021-2025

9 道路边沟建设修缮 1.8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安村 2021-2025

10 新建公交车站 - 政府 村委会 东发村 2021-2025

农房新建
11 庭院环境整治 5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12 房屋立面整治 6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人居环境整治

13 西侧绿地 0.14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14 防护绿地 0.04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15 村庄道路绿化种植 3.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16 院墙栅栏美化 3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发村 2021-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民丰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0.00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2508.40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2508.40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420.79公顷。永久基本

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

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

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29.16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

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1.53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00公顷规划，仓储用地0.0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0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

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审查同意后，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

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7.18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地

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3层，建筑高度不大于9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

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2）村内水源2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体育

等 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 1.59公顷，同时规划预留0.06%的建设用

地“机动指标”。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

业；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

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护体

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求相

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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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拉洪乡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生态修复
1 水系整治 240.89公顷 政府 水务局 民丰村 2021-2025

2 林地整治 15.34公顷 政府 林业局 民丰村 2021-2025

国土综合整治
3 高标准农田建设 2420.79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永久基本农田 2021-2025

4 建设用地整理 11.53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产业发展 5 乡村旅游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基础设施

6 新建水房 89㎡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7 新建垃圾处理 137㎡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8 新建公厕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9 村内路面修缮 2.3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10 村域道路修缮 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东安村 2021-2025

11 道路边沟建设修缮 1.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公共服务
12 新建公交车站 - 政府 村委会 民丰村 2021-2025

13 活动广场建设 988㎡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农房新建
14 庭院环境整治 6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15 房屋立面整治 8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人居环境整治
16 村庄道路绿化种植 3.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17 院墙栅栏美化 2.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民丰村 2021-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新海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087.24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5361.10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5058.41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4912.61公顷。永久基本农

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

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改

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47.39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

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6.06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00公顷，规划仓储用地0.0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0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

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审查同意后，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

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2.14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地不

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3层，建筑高度不大于9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习

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2）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体育等 

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 0.91 公顷，同时规划预留0.01%的建设用地

“机动指标”。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

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求相适

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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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桥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生态修复
1 水系整治 272.38公顷 政府 水务局 新海村 2021-2025

2 林地整治 698.52公顷 政府 林业局 新海村 2021-2025

国土综合整治
3 高标准农田建设 4912.61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永久基本农田 2021-2025

4 建设用地整理 16.06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产业发展 5 乡村旅游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基础设施

6 新建污水处理 126㎡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7 新建垃圾处理 159㎡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8 新建公厕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9 村域道路修缮 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10 村内路面修缮 2.5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11 道路边沟建设修缮 1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公共服务 13 新建公交车站 - 政府 村委会 新海村 2021-2025

农房新建
14 庭院环境整治 3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15 房屋立面整治 4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人居环境整治

16 村庄道路绿化种植 3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17 院墙栅栏美化 2km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18 规划防护绿地 0.2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新海村 2021-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