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阳县双流镇人民政府
贵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2023年12月

开阳县双流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2-2035年）

（征求意见稿）



落用途

定目标

摸家底

强支撑

1. 规划背景

2. 规划范围

3. 上位规划

4. 基础分析

1. 发展定位

2. 目标与指标

3. 区域协同

1. 集镇主导功能规划分区

2. 集镇土地使用规划图

1.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2. 综合支撑体系

3. 生态修复及国土综合整治

重监管

1. 实施保障

2. 近期行动计划

定格局

1.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2. 全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3. 镇村体系规划

目 录
CONTENT

01

02

03 06

05

04



01 摸家底

1. 规划背景

2. 规划范围

3. 上位规划

4. 基础分析



规划背景丨新时代新要求：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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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19]18号】

意见指出：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

规合一”，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体现战略性、提高科学

性、加强协调性、强化规划权威，改进规划审批，健全用途管制，监督规划实施，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

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对新时代全域开发与保护作出总体部署，是未来各类开发与保护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



规划背景丨自然资源部要求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86号】

县级总体规划作为编制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依据，文件要求县级总体规划应于2023年6月底之

前由各省（区、市）完成审批，并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我部汇交规划矢量数据库，纳入全国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



规划背景丨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要求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2〕742 号】

文件要求各市（州）、县（市、区、特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辖区内各乡镇人民政府，有

序推进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力争2023 年底前完成报批。



规划背景丨贵阳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要求

《贵阳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2022年11月11日】

文件要求：区（市、县）、开发区自然资源局要积极指导组织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前安排经费、

开展前期规划评估和各项调查研究。力争2023 年 6月底完成重点乡镇规划审批， 2023年 9月完成其他乡

镇规划审批。



规划背景丨开阳县人民政府要求

开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阳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开府办函（2022）116号】

文件要求：2023年6月底前完成所有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启动乡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双流镇镇域全部国土空间，面积为

128.90平方公里，辖5个行政村和2个居委会，即双永村、

凉水井村、用沙村、三合村、白马村。

行政村 面积（公顷）
三合村 2511.80
白马村 2819.25

凉水井村 2236.52
用沙村 1799.43
双永村 3522.61
总计 12889.62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1）规划范围

（2）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2-2035年

其中：近期2022-2025年

          远期2026-2035年



上版规划丨开阳县双流镇总体规划

n 规划目标：将双流镇建成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的以精细磷

化工为主的，省级精细磷化工基地、省级创新型建材产业

集聚区、绿色产业型城镇。

n 人口和城镇化：2030年镇域人口124256人，其中城镇人

口80971人。

n 空间结构：形成 “一带、两心、两区”的空间结构。

n 镇区：双流镇区（含开阳经济开发区）

随着开阳经济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双流镇区范围扩大

46.71 平方千米，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面积20.77 平方千米。

镇区范围覆盖白安营村大坡尖山等8个村民组、刘育村后坡大

院等12个村民组、双永村双山等10个村民组、双流集镇区、

用沙村白泥坝大树2个村民组、凉水井村花厂田等5个村民组，

以发展磷精细化工商贸物流、新型建材产业、综合服务为主

导。

n 中心村：刘育村（不在本次镇域范围内）、双永村和用沙

村合并为双永村，村庄等级为中心村，主要发展养殖业和

现代农业。

n 基层村：白马村、凉水井村为基层村，利用现代农业基础，

发展规模农业。

本次规划范围

白安营村、刘育村已划入硒城街道



上位规划丨开阳县工业园区(工业聚集区)总体规划

在开阳工业园规划中，开阳工业园依托磷矿石资

源优势和磷化工产业基础，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高

端肥料、精细化工产业，加快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全力建设千亿级产业集聚区。园区力争到2025年

达到工业总产值800亿，奋进1000亿。打造中国储能

之都，建设磷现代化工产业园。

规划构建“一带一核三片多节点”的空间布局结

构，其中提到双流产业片区——以磷系化工园和新兴

产业园为主导。

双流片区磷系新材料主攻方向

重点领域 着力环节 主攻方向

精细磷化
工

（热法）

磷系电子级化
学品

电子级黄磷、电子级磷酸或蚀刻
液、赤磷

磷系功能化学
品

磷系列水处理剂产品、有机聚磷
酸酯类阻燃剂、磷酸酯类增塑剂、亚

磷酸酯抗氧剂

资源综合
利用

黄磷尾气、磷
泥、黄磷炉渣、

磷铁

甲酸钠、微晶铸石、饲料磷酸氢
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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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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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规划丨开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编)

在编的《开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中对本镇的“三线”要求如下：

城镇开发边界
永久基本保护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689.14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

442.63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

1870.91公顷



基础分析

（1）地理区位

      双流镇为开阳县西门户，北接金中镇、

硒城街道，东邻开阳县城、禾丰乡，西侧、

南侧与修文县接壤。双流镇距省城贵阳50公

里，距县城开阳12公里。

· 开阳

贵遵高速复线

贵阳化工产业集群

双流镇在贵阳位置

双流

双流镇在开阳县位置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双流镇区

白马社区

基础分析

（2）现状人口分析

        双流镇现状共111个村民组，全域人口共2.38万人， 

7367户，其中镇区人口1972人。

乡镇名称 村组
（个）

现状户数
（户）

现状人口
（人）

双永村
镇区 - 533 1972

乡村 19 1165 4786

白马村
白马社区 - 551 1252

乡村 29 1641 4797

凉水井村 22 1510 4394

三合村 30 1486 4867

用沙村 11 481 1698

合计 111 7367 23766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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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分析

（3）用地现状

地类 面积（公顷） 比重（%）
耕地 2918.32 22.64
园地 192.56 1.49
林地 8600.15 66.72
草地 126.10 0.98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35.12 0.27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 72.45 0.56
村庄 626.73 4.86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131.07 1.02
其他建设用地 74.87 0.58

陆地水域 107.20 0.83
其他土地 5.05 0.04

合计 12889.62 100.00

双流镇现状主要以耕地、林地为主，占总用地的89.36%。建设用地

699.17公顷，占总用地的5.42%，其中城镇用地72.45公顷，村庄用地

626.73公顷。现状用地构成详见下表：



基础分析

（4）交通现状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开阳西

贵
遵
高
速
复
线

G354

G354

开阳
县城双流

集镇

至遵义

至贵阳

至久长

至开阳港

至金中镇

至修文县

永温镇

金中镇

至久长

n 现状铁路
久永铁路货运专线起始于永温镇铜鼓坝站，途

经双流镇，并在双流镇设有陶家坝站，向西至

久长镇接川黔货运铁路；

n 主要道路
现状354国道横穿四村，是联系贵遵高速复线

和开阳县城的主要通道，也是开阳工业园区交

通的主干路。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磷矿

冶金用砂岩

冶金用砂岩

煤矿

G354

n 矿产资源
双流镇矿产资源丰富，以磷矿为主，

主要分布于双永村和用沙村；白马

村、用沙村、三合村有冶金用砂岩

资源；三合村有煤矿资源。

基础分析

（4）资源分析

n 历史人文
始建于清朝乾隆四十七年（公元

1782年）的宝王庙；辛亥革命先烈

钟昌祚墓；朱启钤家族（清代）墓

群以及老牛洞遗址。

白马峪温泉旅游景区 田坝水上乐园 开阳县二重山森林公园

n 旅游资源
双流镇现状比较成熟的旅游景点有白马村

的白马峪温泉旅游景区（4A）、三合村的

田坝水上乐园以及双永村的汉王时空硒谷

花都，同时开阳县二重山森林公园正在建

设。



基础分析
（5）现状产业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G354

G354

久
永

货
运

铁
路

线

黔能天和磷业

磷都化工

胜威
三环分厂

贵州胜威凯洋化工
开阳青利天盟化工

三环磨料厂

新天鑫化工

茶场
片区

陶家坝
片区

双
流

镇
区

n 依托磷、电资源优势，双流镇吸引了胜威凯洋、川东化

工、三环磨料等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进驻。目前，双流

镇境内有工业企业2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1家。

n 现状工业主要集中在茶场和陶家坝两大片区，现状工矿

用地共205.14公顷，其中工业用地140.80公顷，主要

产磷肥、黄磷。

n 基地产业处于产业链环节的底端，产品附加值低，利润

率低。因其产品结构单一，抗击市场风险能力也较弱。

重要企业产能表
企业名称 产能

贵州新天鑫化工有
限公司

设计产能为4.2万吨/年黄磷，10万吨/年
磷渣微粉；2万吨/年甲酸；5千吨/年甲酰

胺；1000吨/年醛酮酸

贵州开阳三环磨料
有限公司

棕刚玉设计产能：10万吨/年，陶瓷材料
设计产能15万吨/年，蓝刚玉设计产能1万

吨/年

贵州开阳青利天盟
化工有限公司

黄磷1.7万吨/年，三聚磷酸钠3万吨/年，
六偏磷酸钠2万吨/年、赤磷0.5万吨/年，

磷酸3万吨/年，甲酸钠2万吨/年

贵州胜威凯洋化工
有限公司

年产15万吨磷酸一铵，30万吨磷酸二铵
及10万吨磷酸氢钙项目未投运

贵州高山矿业有限
公司 设计产能50万吨/年磷矿石

贵州开阳川东化工
有限公司

黄磷1.2万吨/年、甲酸钠（甲酸钾）3万
吨/年、六偏磷酸钠1万吨/年、焦磷酸钠2

万吨/年、磷酸等

高山矿业双流镇属于工矿型小城镇，主要以精细磷化工业发展为主



基础分析

（5）现状产业

1、种植业发展情况

以种植水稻、马铃薯、玉米等为主的粮食作物；

以油菜、辣椒、羊肚菌、青菜等为主的蔬菜及粮

油作物；同时规模种植茶叶和猕猴桃。

2、养殖业发展情况

生猪年出栏27100头、肉牛年出栏1801头、牛蛙

60亩，林下鸡2000羽。蜂蜜：规模养殖257箱。

3、加工及制造业发展情况

引进玫瑰、八月瓜、马铃薯、辣椒、魔芋精深加

工项目，在三合村大山组实施以农户为主体的

“洋芋粉条”加工项目，在用沙村实施“土豆麻

辣丝”加工项目，不断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4、其他产业情况

打造以白马峪温泉4Ａ级景区为核心的冬春“温泉

康养”、以三合村田坝庄园为核心的夏秋“避暑

康养”两张名片。

农用地统计表
地类 面积（公顷）
耕地 2918.32

其中
旱地 2338.78
水田 579.54

园地 192.56

其中

茶园 98.31
果园 60.88

其他园地 33.37
草地 126.10

其他草地 126.1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35.12

其中
设施农用地 28.52

其他 6.60
农用地 3272.09

图例



基础分析

（6）现状公服设施

中
老

卫

业
客 贸

小
委

幼

文

委

委小
幼

委

小幼

行政办公：双流镇政府位于双永村，其余各村

均设村委会。

教育配套：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小学3所，幼

儿园3所。

医疗配套：双流镇卫生院位于双永村，其余各

村均有村级卫生室。

此外，双流镇镇区还有敬老院、农贸市场、客

运站、综合文化站等设施。

双流镇中心卫生院

双流镇中心小学



基础分析

（7）现状市政设施

垃
邮

消

供电设施：双流境内有220KV双流变和110KV黄金变

2个变电站。

给水设施：镇区由大龙井水厂进行生活供水，其余村

组由高位水池进行供水。

排水设施：镇区由双流镇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水处理，

其余村组除凉水井和三合村各有一处小型污水处理设

施外，生活污水都直接进行排放。

垃圾收集：在双永村有垃圾中转站一处，镇区及其他

村组垃圾经收集后拖运至此处处理。

水

污

污

污

双流镇污水处理厂

双流垃圾中转站220KV双流变



（一）转变发展模式，实现产业扩量提质受诸多约束
双流现状产业结构以磷煤化工为主，已成为开阳县发展磷煤化工重要的基础平台，但服务发展明

显滞后。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同步，城镇建设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根据相关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合理比值范围为1.4～2.5。2011 年，双流镇城镇化水平为

14.95%，工业化率为81.74%，二者比值为5.47，表明双流镇城镇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导致城镇无法有效服务于工业化发展，从而出现了产业发展没有城镇依托的诸多怪像。

（三）现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城镇化的发展
现状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远远达不到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现有设施的服务等级及规模也

跟不上城镇化发展的步伐。

（8）现状情况总结

基础分析



02 定目标

1. 发展定位

2. 目标与指标

3. 区域协同



发展定位

以现代化工为主导，强化产镇融合和乡村文化旅游特色的

工农旅一体的三宜魅力小镇

依托区域性交通优势及现有产业基础，发展以精细磷化工、新能源动力为主导的现

代产业基地，同时，充分依托历史悠久的朱砂宝王文化、军工红色文化、工矿文化、

名人文化和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推进全域综合土地整治，

完善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双流镇的三生空间品质。



规划目标

全面实现产镇融合、生态宜居、综合配套完善的小城镇发展目标，充分发

挥磷化工主导产业的引领作用，让产业发展更加兴旺，公共服务更加均衡，

田园特色更加突出。

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5140人以内。

2035年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1.35平方公里以内。

建成国内一流的现代磷化工产业基地，
建成一个高品质镇中心区和高品质产业配套服务区，

促进产镇融合，提升全镇公共基础设施品质，释放全域文化生态资源价值。



规划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规划目标年 指标属性 范围

一、底线约束
1.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公顷 1870.91 约束性 全域
1.2 耕地保有量 公顷 2711.5 约束性 全域
1.3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公顷 442.63 约束性 全域
1.4 林地保有量 公顷 8426.76 约束性 全域
1.5 一、二级公益林保有量 公顷 950.95 约束性 全域
1.6 森林覆盖率 % 65.38 预期性 全域
1.7 湿地面积 公顷 　 约束性 全域
1.8 河湖自然岸线保有率 % 　 预期性 全域
1.9 地下水位 米 　 建议性 全域
1.10 用水总量 亿立方米/年 0.22 约束性 全域
1.11 重要河湖水质达标率 % 100 预期性 全域
1.12 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1135 约束性 全域
1.13 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1126.26 约束性 全域
1.14 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公顷 　 约束性 全域

二、空间结构与效率
2.1 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2.514 预期性 全域
2.2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 　 约束性 全域
2.3 集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 　 约束性 集镇
2.4 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 平方米 　 预期性 集镇
2.5 道路网密度 千米/平方公里 　 建议性 集镇
2.6 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 — 　 预期性 全域
2.7 万元GDP用水量 立方米 　 预期性 全域
2.8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100 预期性 全域
2.9 农村集中供水率 % 　 预期性 全域
2.10 节水器具普及率 % 　 预期性 全域
2.11 再生水利用率 % 　 预期性 全域

三、空间品质
3.1 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 % 　 预期性 集镇

3.2 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5分
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预期性 集镇

3.3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预期性 集镇
3.4 城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 　 预期性 集镇
3.5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 　 预期性 全域
3.6 每千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 床 　 预期性 全域
3.7 每千名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床 　 预期性 全域
3.8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车位覆盖率 个/百车位 　 建议性 全域



区域协同——市域层面

  

开阳港

都拉营货运枢纽

改貌货运枢纽

开阳县城双流镇

G354

产
业
大
道

发挥公路和货运铁路优势，依托354国

道和产业大道建设，加强与久长工业园、

扎佐工业园、综合保税区的产业联动，

充分发挥陶家坝铁路货运站的作用，通

过铁路、国道、高速公路与港口联动，

实现“铁公水”三式联运，共同做大贵

阳北部产业集群。



区域协同——县域层面

  

  

金中
3KM

3KM 9KM

3KM

3KM

1.5KM

1.0KM

6KM

开阳
县城

经开核心区

大坝

永温

茶场

双流

光洞河

紫江景区
十里画廊景区

香火岩景区

三合大道

南郊大道

兖矿大道延伸段

南江大峡谷景区

n 双流镇北部工业带

双永、用沙和凉水井三个村庄，重点

发展现代化工与公共服务配套，依托

G354，加强与经开核心区、金中、永

温的产业联动，建设磷煤化工产业带，

推进园区与开阳县城的产城融合格局，

预留兖矿大道延伸段、南郊大道和三

合大道，加强与开阳县的交通联系。

n 双流镇南部乡村旅游带

白马和三合两个村庄，重点发展乡村

休闲旅游，利用白马峪温泉、宝王庙、

田坝庄园等旅游资源，依托光洞河加

强与禾丰、南江等南部旅游乡镇的联

动，建设滨水休闲度假旅游带。助力

全域喀斯特之环建设。

北部工业带

乡村旅游带



03 定格局
镇村体系规划



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表

地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
净变化

量（%）
面积

（公顷）
比重

（%）
面积

（公顷）
比重

（%）

耕地 2918.32 22.64 2711.50 21.04 -7.09

园地 192.56 1.49 157.71 1.22 -18.10

林地 8600.15 66.72 8426.76 65.38 -2.02

草地 126.10 0.98 117.73 0.91 -6.64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35.12 0.27 31.55 0.24 -10.17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 72.45 0.56 685.83 5.32 846.69

村庄 626.73 4.86 440.43 3.42 -29.73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131.07 1.02 196.07 1.52 49.59

其他建设用地 74.87 0.58 12.07 0.09 -83.88

陆地水域 107.20 0.83 104.92 0.81 -2.13

其他土地 5.05 0.04 5.05 0.04 0.00

合计 12889.62 100.00 12889.62 100.00 0.00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3）国土空间土地规划图

规划建设用地为1334.40公顷，占镇域面积的10.35%，

较基期年增加492.28公顷。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新G354

旧G354

久
永

货
运

铁
路

线



镇村体系规划

（1）人口规模测算

工矿用地按照1200人/k㎡，仓储用地按1000人/k㎡ 测算。

根据开阳经开区功能布局，结合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情况，双流镇规划产业用地规模：工矿用地约235公顷，仓储用地约87公顷。

直接就业人口为2850人
根据国内产业聚集区一般规律：带眷人口一般占总职工数的30%~70%，

再考虑园区作为化工园区，带眷职工不会太多，带眷人口按30%计算，平均带眷系数２.5

眷属人口为2150人

总人口=现状常住人口+新增人口=2.53万人

产业服务人口=直接就业+带眷人口=5000人

3/4就地城镇化3700人 1/4新增人口1300人



镇村体系规划

根据现状综合条件及规划发展潜力，双流镇规划形成集

镇——中心村——重点村的三级结构。

u集镇：双流镇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服务中心。

u中心村：双永村、凉水井村，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磷

化工产业，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发展。

u重点村：白马村、用沙村、三合村，辖区生活集聚、生

活服务及乡村旅游服务区。

（1）规模等级结构

等级 名称 人口规模
（人）

建设用地规模
（ha）

集镇 双流集镇 6929 166.5006

中心村
双永村 4453 54.6629

凉水井村 2867 332.4724

基层村
白马村 5119 74.0009
用沙村 796 55.3325
三合村 5193 94.6820

合计 25357 777.6513

集镇

中心村

重点村

镇域边界

村庄边界

铁路

国道

县乡道



三合村：重点村
围绕居家农舍避暑，以乡村旅游

为主，农业种植和养殖为辅凉水井村：中心村

以磷化工为主，农业种植为辅

用沙村：重点村

以高山休闲旅游和现代农业为主，
工业为辅

西现代农业发展区

白马村：重点村

围绕温泉和朱砂文化，以水美乡村旅
游为主，蔬菜、经果林种植为辅

光洞河滨水乡村旅游带

东部现代农业发展区

双永村：中心村

以磷化工和工商贸物流服务业为主，突显
综合服务功能，苗木、经果林种植为辅

双流集镇综合服务中心

镇村体系规划

结合开阳工业园区发展对双流镇的带动，以“工业强镇”和“富美乡村”为

目标，镇域规划形成“一廊一带一核两区”的职能结构，工业产业项目向中部

“磷化工产业走廊”集中，镇域内村庄则以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为主。

（2）职能结构

双流镇镇村职能规划一览表

等级 名称 主要职能

镇区 双流镇区 以磷化工和工商贸物流服务业为主，突
显综合服务功能。苗木、经果林种植为

辅中心村
双永村

凉水井村 以磷化工为主，农业种植为辅

重点村

白马村 围绕温泉和朱砂文化，以水美乡村旅游
为主，蔬菜、经果林种植为辅

用沙村 以高山休闲旅游和现代农业为主，工业
为辅

三合村 围绕居家农舍避暑，以乡村旅游为主，
农业种植和养殖为辅



自然村（组）分类：根据村庄区位、资源禀赋、

发展方向和建设条件等因素综合考量，按照“生态、

活力、协调、可持续”的目标引领乡村发展，使村庄

布局更合理、集约，将镇域自然村（组）分为特色保

护类、集聚发展类、整治提升类和现状保留类。

（1）自然村（组）分类

Ø 特色保护类：保护自然村组的传统格局、风貌以及

周边自然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等传统建

筑；尊重原住居民生活习惯，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

环境；合理利用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形成特

色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

Ø 集聚发展类：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引导宅基地集中

建设，提升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村庄的

产业层次及发展质量，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Ø 整治提升类：着重进行存量建设用地整理，补充完

善配套服务设施，系统性地进行人居环境改善。

Ø 现状保留类：近期不进行重点开发建设，但考虑村

民建房等生活改善基本需求。

乡镇
名称

村庄
名称

分类
数量

（个）
组名

双流
镇

双永
村

整治提升类 9 半边山、双山二、马路、毛力、高枧、河坎、
大沟、田坝

现状保留类 9 永明、双山一、中山、陶一、陶二、陶十二、
新阳、国家寨、高峰

凉水
井村

整治提升类 10 田坝、韦子、火石、坝子、塘口、核桃湾、
泡木林、谷旺、大厂坪、黄金树

现状保留类 5 烂沟、西牛洞、燕陇、石板、青杠坡

白马
村

特色保护类 1 新桥组

集聚发展类 2 水头寨组、晴久寨上组

整治提升类 10
大湾组、卢家沟组、小湾组、同心一组、同
心二组、同心三组、茅稗冲组、偏岩组、大

坡组、晴久洼组

现状保留类 16

下寨组、三家湾组、六坪组、石坎组、罗家
坝组、小寨组、小田坝组、冲子组、河坝组、
碾坊组、热水寨上组、大潮组、崔家湾组、

清塘湾组、半边街组、大元组

用沙
村

现状保留类 5 半边街、大坡、川主庙、沙坝、雷打岩组

三合
村

集聚发展类 3 榜上、林脚、田坝

整治提升类 18
大山、干沟、塘一、塘二、坡上、瓦厂、塘
田、双马、红岩、沙子田、沙子坡、白岩、
何家寨、河坝、燕一、燕二、干溪、硐坝

现状保留类 9 老牛洞、上寨、中院、大寨、烂庆、高尚田、
岩上、格老寨、闵家寨、

双流镇自然村（组）分类一览表

村庄规划指引



04 落用途

1. 集镇主导功能规划分区

2. 集镇土地使用规划图



新增

集镇规划

现状用地

新增用地

图例

（1）用地分析

根据双流镇现状情况及开阳县国土空间规

划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双流镇集中

建设区范围75.69公顷。

75.69公顷规划

现状 45.95公顷

29.74公顷

少帅路
水东路

龙
井
路 文 化 路

高
峰

路

新
街



集镇规划

（2）现状用地分析

少帅路
水东路

龙
井
路 文 化 路

高
峰

路

新
街

现状镇区用地结构表
用地类型 面积（公顷） 比例（%）

居住用地 25.20 54.8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8.04 17.49

商业服务业用地 3.90 8.49

工矿用地 1.55 3.38

仓储用地 0.03 0.06

交通运输用地 6.50 14.14

公用设施用地 0.24 0.53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18 0.40

其他用地 0.31 0.67

合计 45.95 100.00

新增镇区现状用地结构表
地类 面积（公顷） 比例（%）

耕地 16.54 55.61

园地 0.31 1.05

林地 3.43 11.52

草地 0.18 0.62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06 0.19

建设用地 9.06 30.44

陆地水域 0.17 0.57

合计 29.74 100.00



集镇规划

（3）规划用地分析

少帅路
水东路

龙
井
路 文 化 路

高
峰

路

新
街

镇区用地结构规划表

用地类型 基期年面积
（公顷）

目标年面积
（公顷）

调整量
（公顷）

居住用地 25.20 37.84 12.6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8.04 8.15 0.12

商业服务业用地 3.90 6.92 3.02

工矿用地 1.55 8.69 7.13

仓储用地 0.03 0.03 0.00

交通运输用地 6.50 12.10 5.60

公用设施用地 0.24 0.26 0.02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18 1.48 1.30

特殊用地 0.00 0.05 0.05

其他用地 0.31 0.17 -0.14

合计 45.95 75.69 29.74

集镇用地较基期年增加了29.74公顷，增

加用地主要为居住用地和工矿用地。



集镇规划

（4）集镇设施分析

少帅路
水东路

龙
井
路 文 化 路

高
峰

路

新
街

集镇现状人口1972人。规划增加居住用地

12.64公顷，可容纳人口4740人。规划人

口为6712人。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8.15公顷，

人均12.14㎡/人。

规划教育用地5.68公顷，按照初中服务全

镇，小学、幼儿园服务镇区、双永村、用

沙村、凉水井村测算，共需4.67公顷教育

用地。

双流镇农业服务中心

双流镇卫生院

双流镇中学、小学

双永村村委会

双流供电所

开阳县人民法院
双流人民法庭

双流镇幼儿园

双流派出所

双流镇政府

农贸市场
球场



集镇规划

（4）集镇交通分析

少帅路水东路

龙
井

路

文 化 路

高
峰

路

新
街

过境道路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图例

新
G354

近期
以现状道路为基础，龙井

路向北延伸连接新354国

道，同时加密镇区路网。



集镇规划

（4）集镇交通分析

少帅路水东路

龙
井

路

文 化 路

高
峰

路

新
街

过境道路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图例

新
G354

远期
优化现状道路线型，积极

融入开阳工业园区大路网。



05、强支撑

1.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2. 产业规划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p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目标

Ø 用水总量：2035年双流镇年用水总量控制在2190万

立方米以内。

Ø 水面率：规划保护水系共计河流1条，小型水库4处，

水面率达到0.5%。

Ø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落实“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从严核定水域纳污能力，至规划期末双流镇重要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100%。

1、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p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措施

Ø 提升水系服务能力：对镇域4处水库

进行除险加固，主要建设内容为大

坝防渗处理，放水涵洞、防汛道路

及管理房等设施的维护。

Ø 强化水系保护管理：划定水域保护

控制线，按照《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进行严格保护。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2、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

n 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目标

Ø 至2035年，双流镇耕地保有量不少于2711.50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1870.91公顷。

n 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措施

Ø 提高耕地质量，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建设。

Ø 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治理耕地污染，修

复耕地土壤环境。

Ø 建设占用耕地的优质耕地，进行表土剥离再

利用，剥离的耕作层主要用于新开垦耕地和

中低产田改良、被污染耕地治理、矿区土地

复垦等。

Ø 加强耕地质量调查评价与监测。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n 林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目标

以国家公益林保护为重点，严格控制林地转化为非林地，

全面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到2035年，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65.38%，林地保有量不低于8426.76公顷，国家公益林面

积不低于2130.16公顷（国家二级公益林950.95公顷）。

3、林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国家二级公益林

地方公益林

林地

林地保护类
型

面积（ha） 保护措施

国家二级公
益林和地方
公益林

2130.16

实行局部封禁监管，改善林
地质量和森林健康状况，养
林育林，禁止商业性采伐，
禁止改变林地用途，除必须
的工程建设占用外，不得以
其他任何方式改变林地用途。

商品林 6296.60

实行集约经营、定向培育，
公益林地在确保生态系统健
康和活力不受威胁或损害的
前提下允适当经营和更新采

伐。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n 林地资源保护与利用措施

Ø 强化公益林管理，对域内各类公益林

实行“总量控制、区域稳定、动态管

理、增减平衡”的管理机制，严格控

制占用征收国家公益林，确因国家和

省级重点工程建设需要征收的，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用地审核审批手续，

提出“占一补一”的调整计划。

Ø 加强林地资源保护管理，实行分级管

控。规范林地保护，除必须的工程建

设外，严格控制占用森林。

Ø 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分布的林地，应

因地制宜的布局为城市绿地，保障森

林覆盖率，提升绿地的覆盖水平。

3、林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Ⅱ级保护林地

Ⅲ级保护林地

Ⅳ级保护林地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n 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目标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统筹协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

护促进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提升。2035年，双流镇采

矿用地91.24公顷，提高矿山“三率”水平。

4、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

规划矿产开采区域

规划采矿用地

冶金用沙岩

磷矿

煤矿

冶金用沙岩

n 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措施

Ø 有序推进绿色矿山生产建设，促进生产矿山加快改

造升级逐步达标。

Ø 提升双流镇绿色矿山创建达标率鼓励绿色矿山企业

及时复垦盘活存量工矿用地，与新增建设用地相挂

钩。统筹推进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与工矿废弃地平

整利用、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矿区土壤污染治

理、土地整治等工作，将废弃矿山治理用于补充林

地和耕地，指标用于预留城市发展。

Ø 禁止在城市建设用地范围、重要基础设施周边、饮

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长江1公里范围线范围内开展

矿产资源开发活动。

Ø 强化开采规模准入管理，提高规模化集约化开采水

平，推进矿山规模化发展，促进矿产资源优势向经

济优势转变。

Ø 拟设立矿业权区域需协调好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

基本农田、公益林的关系，禁止采矿用地占用耕地、

林地。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5、温泉资源与富硒资源保护与利用

n 以双流镇温泉资源和富硒资源

为基础，以富硒+休闲养生和

富硒+文化民俗为重点，推动

富硒健康与生态文化旅游的深

度融合发展。

Ø 突出富硒健康养生理念，围绕

白马峪温泉旅游景区（4A）打

造白马峪“+硒”温泉康养旅

游基地。

Ø 将富硒元素与文化民俗相融合，

打造白马村“+硒”朱砂文化

休闲度假旅游基地。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

n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与利用

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保护单位划

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牌。

Ø 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控制要求。

Ø 保护性开发利用，结合旅游、科研教学等功能，在科学保

护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6、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n 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

Ø 推进民居保护与建设。保护传统的

营造方式和建造技艺，保持民族特

色村庄的建筑风格以及与自然协调

的乡村风貌。

Ø 加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抓好民

族文化的静态保护、活态传承。重

视发现、培养乡土文化能人、民族

民间文化传承人特别是国家级和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产业规划

以精细磷化工为主导产业，

工业产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形成产业集群

乡村地区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

结合资源优势和交通区位，适当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1）产业定位

农业产业布局：规划结合现状农村种养殖业基础，在白马村以发展台农种养殖为代表的种养殖业，利用温泉及书院等旅

游资源适当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利用现代农业基础，发展规模农业； 

工业产业布局：规划工业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双流镇集镇及茶场区域，依托现状茶场综合产业园区及规划陶家坝物流园

区发展磷精细化工产业。

服务业布局：在白马村和三合村依托温泉、书院、山水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在集镇区域发展服务全镇和园区的现代服务

业，包括商贸、餐饮、休闲娱乐、金融服务等。 



产业规划

市场现状 我国磷肥产业目前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基地目前对外销售的化工产品大部分是磷铵、黄磷等基础磷化工产品，

面临巨大市场压力。

化工新材料已成为石化行业发展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的重要引领力量。

在新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机遇下，新能源+储能的市场将迈入万亿级，磷酸铁锂产业链深度受益。

磷复肥与有机肥、微生物和助剂相结合成为趋势。磷系阻燃剂、磷系医药中间体、电子级化学品、金属磷化物、有机磷化物等高端精细

磷化工产品将加快发展。

磷肥行业企业与磷化工、氟化工、有色金属、建材行业等行业企业跨界合作将逐步推进，湿法磷酸精制、无水氟化氢项目在磷肥企业

中还将不断建设。行业内重大兼并重组还有进展空间。

市场需求

1、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磷化工产品市场潜力较大 

2、新型肥料、高端磷化工产品市场份额上升

3、跨界合作联合发展逐步推进

双流镇
产业现状

发展方向

（1）市场分析

主要产磷肥、黄磷，产品处于产业链环节的底端，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率低。因其产品结构单一，抗击市场风

险能力也较弱。

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延长产品产业链，以摆脱现状困境

工业强镇



立足现有磷系化工，积极延长产业链

由低端产品向精细化、功能化、高附加值化发展
1

3 以磷化工下游高附加值产品“磷酸铁锂”等相关新型材料为支

撑形成衍生接续的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2 以资源节约、生产集约为目标

实现原料、中间产品、产品、副产品的互供共享

磷化工上下游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

产业规划

（2）产业发展策略

工业强镇



深加工

资源综合
利用

资源开采
初级加工

现代化工
产业集群

氟化工、新型建材

原材料供应
磷

化
工

原
材

料
供

应

新
能

源
、

新
材

料

原
材

料
供

应

金中

双流

永温

产业规划

（3）区域协作

金中片区：

立足现有磷系化工

向其他片区提供原料

双流片区：

立足现有磷系化工的同时，延长产

业链，发展磷系产品深加工，同时

向永温片区提供原料

永温片区：

利用其他片区提供的

原料，发展高附加值

产品，积极推动片区

产业转型升级。

工业强镇



现状工业用地

磷矿磷酸一氨

磷酸二氨

硫酸

现状产品

氟硅酸
磷石膏

磷渣

氟硅酸
磷石膏   磷渣

无水氟化氢

新型建材

磷酸铁锂

副产

磷酸一

氨黄磷

硫酸

现状产品

热法磷酸

高纯黄磷

赤磷

三氯化磷

五氧化二磷

三聚磷酸钠

六偏磷酸钠

精制磷酸

食品级磷酸

电子级磷酸

工业级磷酸

新材料

加大力度和创新发展黄磷的后加工产业

钛白粉

磷酸深加工

新能源

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
氟化工等高附加值产业

实现开阳资源输
出型向产品输出
型升级

实现磷化工产业
粗放化向精细化
升级

…… ……

产业规划

（3）区域协作

金中

双流

永温

工业强镇



产业规划

（3）区域协作

双流片区

永温片区金中片区

工业强镇



产业规划

（4）产业布局

工业强镇

G354

久
永

货
运

铁
路

线

依托陶家坝铁路货运

站发展现代物流

依托现状黄磷、磷肥及三环磨料厂的棕刚玉、蓝

刚玉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磷系新材料、 铝基

新材料、钛材料，形成双流产业集聚区

茶场

陶家坝
u 磷系新材料：依托现有黄磷及磷肥产业基

础，重点发展黄磷后加工、尾气废渣综合利

用、磷硫钛循环经济产业。

u 铝基新材料：依托三环磨料年产10 万吨棕

刚玉产能、技术、市场等优势，重点建设年产

10 万吨蓝刚玉、10 万吨半脆刚玉、20 万吨镁

铝复合刚玉等项目。

u 钛材料: 依托胜威凯洋与路发化工合作，在盘

活路发化工硫酸产能与湿法磷酸产能的同时，

胜威凯洋引入钛铁粉采用硫酸水解法合成钛白

粉。

u 现代物流：陶家坝依托铁路货运站发展现代

物流



产业规划

（1）现状旅游资源

旅游兴镇

历史遗迹             已开发景点           未开发资源
二洞“天眼” 光洞河

大山水库

双永村

凉水井村

白马村

用沙村

三合村

双流镇除了已发展成熟的白马峪温泉、田

坝庄园等景点外，也有大批还未被开发的

优质旅游资源，如情久河、光洞河沿岸、

开阳县二重山森林公园等。



产业规划

（2）区域联动

旅游兴镇

南江大峡谷景区

紫江景区

青龙河

光洞河

情久河 光
洞

河

开阳喀斯特环
双流镇

开阳全域旅游空间结构图

香火岩景区



（3）乡村旅游策划

产业规划 旅游兴镇

依托二重山森林公

园和鹿角坝水库
打造森林休闲氧吧，依

托谷撒河和田野打造滨

水富美乡村，建设成为 

贵阳市郊野城乡融合发

展典范村

依托村内众多旅游资源，

以居家农舍避暑
为特色，以集“观光体

验、休闲娱乐、康养度

假”于一体的
生态康养旅游特色村

围绕贵阳最高

峰狼鸡岭，打

造山地运动休闲目

的地

通过打造富硒的温泉养生度

假胜地，工矿风三线建设

博物馆，浪漫的滨水乡村

景观带“水美之乡”三张

名片，建设成为贵阳市近郊特

色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三合村 用沙村 白马村双永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