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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修改难永久基本农田调整难

土地征、批、供、用和
自然资源相关政策分散零碎

全域国土综合整治核心，旨在解决 “空间治理难、空间保障难、规划调整难、政

策集成难四大痛点、难点问题。

空间治理难

空间保障难

规划调整难

政策集成难

建设空间不足

部门资金难
整合

指标保障难

社会资本
难下乡

政府投资
不足

空间受损空间失序 空间零散

项目无法落地

为什么编制国家有要求1.1

解决四大问题



利用不超过3%的整治面积从事旅游、康养、体育、设施农业
等产业开发

社会资本投入

利用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平台，释放“指标红利、规划调整红利、开发利用红利、资

本资金利用红利”

指标红利

规划调整红利

开发利用红利

资金利用红利

合理调整永久基本农田 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布局

资金奖补红利

占补平衡指标增减挂钩指标

为什么编制国家有要求1.1

释放四大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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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编制1.2

5个项目总规模24.08万亩，计划总投资40.95亿元，涉及181个子项目。

目前已实施建设子项目102个（其中：在建44个，完工58个）

完成投资18.17亿元，占总投资44.37%

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方案已报省厅完成审批

7个项目总规模41.7万亩，预算总投资59.74亿元

涉及子项目166个。

项目实施方案正在结合“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进一步优化

已陆续启动实施

项
目
实
施
情
况

2020年度5
个部、省级试

点项目

2022年度7
个试点项目

已有项目稳步推进，未来整治项目做好统筹管理

咸宁有基础

统筹已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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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 建设用地 生态修复区

时点变更数据

潜 力 数 据

编制了什么
根据新增耕地要求对时点变更数据进行处理

针对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修复区域得出全市理论潜力数据

技术处理

2.1 掌握规则，摸清咸宁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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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整治分区 N项整治项目十八项整治工程

统筹夯实基础和增强后劲，统筹国土保护开发与创新发展，统筹先行示范与全面推进，踔厉奋

发，精进笃行，奋力开创具有咸宁特色的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工作新局面，形成“5+18+N”的

专项规划整治体系。

生态农业综合整治工程

特色农业综合整治工程

农文旅融合综合整治工程

城郊融合综合整治工程

产业园区综合整治工程

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综合整治工程

武咸同城综合整治工程

公园城市综合整治工程

金水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梁子湖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陆水上游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陆水中游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大幕山生态修复工程

幕阜山生态修复工程

矿山整治修复工程

陆水下游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黄盖湖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富水上游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编制了什么
全市根据类型划定分区，确定主要整治工程，谋划若干整治项目

2.2 市级统筹，谋划全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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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初步选择全域项目67个
区县名称 项目数

咸安区 10
赤壁市 13
嘉鱼县 11
通城县 7
崇阳县 13
通山县 13
总计 67

编制了什么
形成咸宁市整治工作推进项目库

2.2 市级统筹，谋划全域项目



评价体系形成闭环

项
目
选
择

7

实
施
前
评
价

项
目
谋
划

全过程、全链条、全封闭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

利于市局对于今后相关工作的统筹管理。

全域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编制了什么积极创新，建立管控机制2.3

实
施
中
评
价

项
目
退
出

项
目
验
收

实
施
完
评
价

奖
补
政
策

项目开始阶段 项目完工阶段项目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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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项目评价体系
以便咸宁市对后续相关工作的评选和开展。
根据项目类型分类，共确定5类评价指标体系，37项评价指标。

编制了什么积极创新，建立管控机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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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实施管理制度

咸宁市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引领

第三章  工作流程

第四章  项目投融资管理

第五章  指标管理

第六章  信息公开和权益保障

第七章  动态评估和负面清单管理

第八章  监督检查和责任划分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项目选址

第三章 实施方案编制与评审

第四章 实施前准备工作

第五章 项目实施

第六章 竣工验收

第七章 后期管护

第八章 资金管理

第九章 档案管理

第十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一章 附 则

编制了什么积极创新，建立管控机制2.3

（二）制定了项目“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



10

（三）建立咸宁市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退出机制

退

出

机

制

项目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未启动

项目实施进度与投资计划严重滞后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项目融资困难或投资资金链发生断供

项目存在政府隐形债务风险

项目存在规定的负面清单问题，且整改不到位

项目“两个5%”硬性指标无法落地，项目无法验收

造成群众群体上访等社会负面影响的。

定期对管辖范围
内的全域国土综
合整治项目进行
考核检查，如发
现问题，应及时

通报。

项目实施主体单
位应针对通报问
题及时纠正、坚

决整改。

对通报问题整改
不力，造成严重
后果，下达项目
退出试点名单批
复，并上报。

 
对退出试点项目

的，县（市、区）
政府应做好项目

后期清算和处理，
确保社会稳定。

通报 整改 退出 清算

退出
要求

退出
程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编制了什么积极创新，建立管控机制2.3



11

保护格局：北湖南山、一江三河、三

轴多点

空间发展格局：一核一副、两带四极

城镇空间格局：一主一副三带多级

预期的成效三生空间全面优化3.1

生态修复格局：一江一山、两湖两河

落实国土空间格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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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受各种因素制约，并非全市域均开展

专项规划近期整治目标：占补平衡指标1125公顷，增减挂钩指标5.73公顷，旱改水    

指标4437公顷、低效闲置用地盘活3960公顷

专项规划远期整治目标：占补平衡指标3375公顷，增减挂钩指标17.21公顷，旱改水

指标13313公顷、低效闲置用地盘活9900公顷

n 咸宁市实际总农用地整治潜力为11530.06 ，总建设用地整治潜力为2175.31公顷

占补平衡 增减挂钩

预期的成效要素保障大幅提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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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成效社会经济明显发展3.3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近期投资额155.90亿元，远期投资额266.49亿元，合计

422.39亿元

67个全域项目
实施需投资额

整合项目区内其他部门投入资金，按照1:0.5测算，预计可整合

211.20亿元

整合部门资
金

通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开展，吸引社会和个人进行相关产业投

资，按照1:0.5测算，预计可整合211.20亿元

吸引社会和
个人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