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天区出让（划拨）地块规划指标论证》

 （第一批）

      本规划控制指标论证报告属技术性文件，仅对技术合理性进行可行性论证，并报朝天区自然资源分局审查，调

整的最终结论应以规划管理审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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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控制指标论证报告

周边小宗地指标论证

曾家镇区地块指标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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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边小宗地指标论证——宗地区位

1.1 宗地区位

 周边小宗地（10宗） ：

大竹村组团（2宗）

龙华村组团（3宗）

杨家村组团（1宗）

望远山滑雪场组团（3宗）

卫星村组团（1宗）

周边小宗地共计10宗地块（商业用地），均位于乡村地区，远离乡镇集中建设区

2



一、周边小宗地指标论证——结论与实施建议

1.2 论证结论

① 本地块论证符合国家关于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精神。

② 本次报告涉及的10宗国有建设用地，均用于完善旅游集散、康养度假等设施配套，对曾家山发展康养度假旅游以及朝天区文旅经济

融合发展有重要助推作用。

③ 所有地块开发强度低，风貌要求高，对周边交通、居住、市政基础设施等均无不良影响。

④ 各地块土地开发强度主要参考《广元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2021版) ，地块指标控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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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名称 用地编号 用地面积(m2) 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m) 绿地率(%) 备注

望远山滑雪
场

LJ-01 2896.15 商业用地 ≤1.0 ≤40 ≤12 ≥20  

LJ-02 2499.22 商业用地 ≤1.0 ≤60 ≤15 ≥20  

LJ-03 22297.83 城镇住宅用地 ≤1.2 ≤40 ≤18 ≥30

卫星村 LJ-04 19112.23 商业用地 ≤1.2 ≤40 ≤15 ≥25 局部建筑不应
超过18米  

杨家村 LHK-01 11120.00 商业用地 ≤1.2 ≤40 ≤15 ≥25 局部建筑不应
超过18米   

龙华村

LHK-02 3890.19 商业用地 ≤1.2 ≤40 ≤15 ≥25  

LHK-03 3706.05 商业用地 ≤1.2 ≤40 ≤15 ≥25  

LHK-04 4286.47 商业用地 ≤1.2 ≤40 ≤15 ≥25  

大竹村
ZJ-01 4441.65 商业用地 ≤1.2 ≤40 ≤15 ≥25  

ZJ-02 3637.35 商业用地 ≤1.5 ≤40 ≤24 ≥25  



地块其他控制指标按下述要求实施：

① 建筑退界。规划建筑后退用地红线的最小距离不做控制，规划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应为3米。

② 开口控制与其他控制。开口控制、建筑间距退距依据《广元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2021版）执行，停车

位采用公共停车场与项目配套停车相结合的方式灵活配置。

③ 地块建筑风貌应充分衔接《曾家山农旅文康融合发展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在编），尊重当

地自然生态环境。

1.2 论证结论

1.3 实施建议

① 各地块拟建项目实施时应采取合理的防治工程措施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达到预防和减轻地质灾害危害的目

的，并做好施工期、运行期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预案工作。科学合理施工，减少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确保项目建设的安全性。

② 严格落实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确保达到各项环境标准限值的要求。生活污水可自行处理，处理达标后再排放。

③ 地块开发建设前，应进行地质勘察论证，报管理部门审批后实施。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项目安全评价中

提出的地灾等相关措施和要求进行。

④ 目前 “三区三线”已经批复。项目已被纳入城镇开发边界中，同时已经与空间规划进行对接，下一步将其纳入上位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保证项目办理相关手续，未来能够顺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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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边小宗地指标论证——结论与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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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边小宗地指标论证——成果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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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边小宗地指标论证——成果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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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边小宗地指标论证——成果图则



8

一、周边小宗地指标论证——成果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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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边小宗地指标论证——成果图则



2.1 宗地区位

曾家镇区地块共计12宗地块，临近曾家镇镇区，需结合镇区规划统筹考虑规划指标

 曾家镇区地块（12）：

曾家山滑雪场组团（3宗）

荣乐养生谷组团（9宗）

4宗商业服务业用地

1宗公园绿地

7宗城镇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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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家镇区地块指标论证——宗地区位



2.2 论证结论

① 本地块论证符合国家关于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精神。

② 本次报告涉及的12宗国有建设用地，均用于完善旅游集散、康养度假等设施配套，对曾家山发展康养度假旅游以及朝天区文旅经济

融合发展有重要助推作用。

③ 所有地块开发强度低，风貌要求高，对周边交通、居住、市政基础设施等均无不良影响。

④ 各地块土地开发强度主要参考《广元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2021版) 和《朝天区曾家镇总体规划（2018-

2035 年）》，地块指标控制如下：

组团名称 用地编号 用地面积(m2) 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m) 绿地率(%) 备注

曾家山滑雪
场组团

ZJ-03 31417.53 娱乐用地 ≤1.0 ≤30 ≤10 ≥50  

ZJ-04 1714.41 商业用地 ≤1.5 ≤45 ≤24 ≥25  

ZJ-05 3169.76 商业用地 ≤1.5 ≤40 ≤24 ≥25  

荣乐养生谷
组团

ZJ-06 42209.93 公园绿地 -- -- -- ＞65
游园（2≤s＜5）陆地用地比例要求，绿化>65%,管
理建筑面积＜ 0.5%,游憩建筑和服务建筑＜1.0%,园

路及铺装场地15%-30% 

ZJ-07 415.27 商业用地 ≤1.0 -- ≤12 --

ZJ-08 1675.98 城镇住宅用地 ≤1.5 ≤40 ≤18 ≥30  

ZJ-09 25920.51 城镇住宅用地 ≤4≤1.2 0 ≤27 ≥30  

ZJ-10 2264.16 城镇住宅用地 ≤1.2 ≤40 ≤15 ≥30  

ZJ-11 1347.91 城镇住宅用地 ≤1.2 ≤40 ≤15 ≥30  

ZJ-12 573.52 商业用地 ≤1.0 -- ≤12 --  

ZJ-13 11739.72 城镇住宅用地 ≤1.5 ≤40 ≤27 ≥30 住宅兼容商业，商住比≤20%

ZJ-14 31790.93 城镇住宅用地 ≤1.5 ≤40 ≤2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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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家镇区地块指标论证——结论与实施建议



地块其他控制指标按下述要求实施：

① 建筑退界。规划建筑后退用地红线的最小距离不做控制，规划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应为3米。

② 开口控制与其他控制。开口控制、建筑间距退距依据《广元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2021版）执行，停车

位采用公共停车场与项目配套停车相结合的方式灵活配置。

③ 地块建筑风貌应充分衔接《曾家山农旅文康融合发展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在编），尊重当

地自然生态环境。

2.2 论证结论

2.3 实施建议

① 各地块拟建项目实施时应采取合理的防治工程措施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达到预防和减轻地质灾害危害的目

的，并做好施工期、运行期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预案工作。科学合理施工，减少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确保项目建设的安全性。

② 应严格落实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确保达到各项环境标准限值的要求。

③ 地块开发建设前，应进行地质勘察论证，报管理部门审批后实施。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项目安全评价中

提出的地灾等相关措施和要求进行。

④ 目前 “三区三线”已经批复。项目已被纳入城镇开发边界中，同时已经与空间规划进行对接，下一步将其纳入上位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保证项目办理相关手续，未来能够顺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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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家镇区地块指标论证——结论与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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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家镇区地块指标论证——成果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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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家镇区地块指标论证——成果图则



二、地块调整论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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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共分为五个片区，包括A片区、

B片区、C片区、D片区及E片区，共涉及原

总规26个地块的用地调整，以居住用地调

整为主。

五片区均位于曾家镇镇区，其中A片区

位于综合服务组团，B片区及C片区位于生

态医养组团，D片区位于生态康养组团、E

片区位于曾家镇镇区山地滑雪组团。

拟调整范围在曾家镇的区位

C片区

B片区

A片区

E片区

D片区

在镇区规划结构中位置

C片区
B片区

A片区

E片区

D片区

一、规划区位

1.1 拟调整范围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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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重新确定《朝天区曾家镇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拟调整范围内地块

用地性质，对接已批“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建设用地范围。

② 根据现状已建道路，落实其道路线型，道路宽度及断面形式均不改变。

③ 对接《曾家山农旅文康融合发展片区国土总体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在编)，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A-4-08划分为4个地块，新增地块编

号A-4-12及 A-4-13；将A-4-08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将A-4-12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社会停车场用地，将A-4-13地块用

地性质调整为排水用地，并确定其用地性质。

④ 将上述地块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用地保留为三调现状用地。

拟调整范围

图例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开发边界

原总规用地布局图

曾
天
快
速
通
道

至曾家镇

至李家镇

城镇开发边界

拟申请调整用地布局

拟调整范围

曾
天
快
速
通
道

至曾家镇

至李家镇

城镇开发边界

二、A片区拟申请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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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城镇开发边界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排水用地

林地

河流水面



综合上述论证，得到A片区地块控制要求如下：

1、地块指标控制：

2、停车位配置：

•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0.6车位/100m2建筑面积

3、建筑退距：

•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为5米；主干路两侧>8米；支路两侧≥5米；两侧有绿化带可不退让

• 建筑退让用地红线最小距离为4米

4、机动车出入口控制：

• 主干道交叉口≥30 米；次干道交叉口≥25 米；支路交叉口≥20 米

5、风貌控制：

• 层层叠叠的川北民居风格，临街建筑多为低层1-2层，局部增高为3层，色调以木、土、石的本色为主。

地块编码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

建筑高度≤
（米）

A-4-08 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2526 0.8 30 20 12

A-4-12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2448 —— —— 30 ——

A-4-13 1302 排水用地 5270 —— —— —— ——

二、 A片区调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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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片区成果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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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重新确定《朝天区曾家镇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拟调整范围内地块用地性质；对接

已批“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建设用地范围。

② 根据现状已建沙曾公路及原乡公路，优化落实其道路线型，道路宽度及断面形式均不改变；因片区实际建设需求，取消原规划7m道路，根据优化道路线

型对范围内地块界线进行调整。

③ 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A-5-04、B-6-01、B-6-02地块合并，用地性质调整为体育用地，确定其地块控制指标；将B-3-04、B-3-05地块合并，用地性质调整为

体育用地；将B-4-01、B-4-02、B-4-03、B-4-04地块合并，用地性质 调整为城镇住宅用地；将B-5-02用地性质调整为商业用地，确定其地块控制指标。

④ 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B-5-07南侧部分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并于B-5-08地块进行合并，确定其地块控制指标。

⑤ 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B-6-03、B-6-04合并，用地性质确定为商业用地并优化用地界线，地块控制指标保持不变。

⑥ 将上述地块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用地保留为三调现状用地。

三、 B片区拟申请调整事项

沙
曾
公
路

图例

城镇住宅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教育用地

商业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公园绿地

广场用地

至石烛村

至平溪乡

至曾家镇政府

城镇开发边界

拟申请调整用地布局原总规用地布局图

拟调整范围

至石烛村

至曾家镇政府

沙
曾
公
路

规划12m道路

规
划

7m道
路

原
乡
公
路

原
乡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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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开发边界

拟调整范围

图例

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住宅用地

教育用地

商业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公园绿地

体育用地

林地

农村宅基地 耕地

公用设施用地 设施农用地



综合上述论证，得到B片区地块控制要求如下：

1、地块指标控制：

2、停车位配置：

• 教育用地：0.2车位/100m2建筑面积；体育用地：0.8车位/100m2建筑面积；

• 城镇住宅用地：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商业用地：0.8车位/100m2建筑面积

3、建筑退距：

•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为5米；主干路两侧>8米；支路两侧≥5米；两侧有绿化带可不退让

• 建筑退让用地红线最小距离为4米

4、机动车出入口控制：

• 主干道交叉口≥30 米；次干道交叉口≥25 米；支路交叉口≥20 米

5、风貌控制：

• 以现代创新风格为主，强调城镇空间与山水的有机融合，色调以中性偏暖色调为主，建筑布局应高低搭配，错落有致。

三、 B片区调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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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高度≤
（米）

A-5-03 0804 教育用地 29174 0.8 30 35 18

A-5-04 0805 体育用地 68142 0.8 30 20 18

B-4-01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60112 1.5 35 30 30

B-5-02 0901 商业用地 19875 1.0 40 30 18

B-5-03 1401 公园绿地 22487 —— —— —— ——

B-5-04 1401 公园绿地 2813 —— —— —— ——

B-5-05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19871 1.5 40 35 36

B-5-06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21461 1.5 40 35 27

B-5-07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41864 1.5 40 35 36

B-5-08 0901 商业用地 22499 1.2 40 25 18

B-6-04 0901 商业用地 26572 1.2 40 25 18

B-6-06 1401 公园绿地 8651 —— —— —— ——



三、 B片区成果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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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重新确定《朝天区曾家镇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拟调整范围内地块

用地性质。

② 对接已批复的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建设用地范围。

③ 根据现状已建道路，优化落实其道路线型，道路宽度及断面形式均不改变。

④ 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C-1-01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商业用地，重新确定其地块控制指标。

⑤ 将上述地块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用地保留为三调现状用地。

拟调整范围

图例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开发边界

拟申请调整用地布局原总规用地布局图

规划12m道路

图例

城镇开发边界

商业用地

林地

耕地

农村宅基地

至曾家镇

至金龙村

城镇开发边界

拟调整范围

规划12m道路

至曾家镇

至金龙村

城镇开发边界

四、 C片区拟申请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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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论证，得到C片区地块控制要求如下：

1、地块指标控制：

2、停车位配置：

• 商业用地：0.8车位/100m2建筑面积

3、建筑退距：

•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为5米；主干路两侧>8米；支路两侧≥5米；两侧有绿化带可不退让

• 建筑退让用地红线最小距离为4米

4、机动车出入口控制：

• 主干道交叉口≥30 米；次干道交叉口≥25 米；支路交叉口≥20 米

5、风貌控制：

• 以现代创新风格为主，强调城镇空间与山水的有机融合，色调以中性偏暖色调为主，建筑布局应高低搭配，错落有致。

地块
编码

用地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

建筑高度≤
（米）

C-1-01 0901 商业用地 4013 1.2 40 25 15

四、 C片区调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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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片区成果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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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重新确定《朝天区曾家镇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拟调整范围内地块用地

性质。

② 对接已批“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建设用地范围。

③ 因现状地形条件及片区实际建设需求，取消原控规规划12m道路。

④ 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D-3-05与D-3-06地块合并，用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确定其地块控制指标；新增地块编号D-3-07（城镇住宅用地），

确定其地块控制指标；地块D-4-05的用地性质、用地边界及控制指标与原规划保持一致。

⑤ 将上述地块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用地保留为三调现状用地。

拟调整范围

图例

城镇住宅用地

至吊滩河景区
至明阳村

拟申请调整用地布局原总规用地布局图

规
划

12m
道
路

图例

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住宅用地

林地

至明阳村

至张家营

至中柏村至中柏村

拟调整范围

至吊滩河景区

至明阳村

至张家营

至中柏村至中柏村

城镇开发边界城镇开发边界

五、 D片区拟申请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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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论证，得到D片区地块控制要求如下：

1、地块指标控制：

2、停车位配置：

• 城镇住宅用地：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

3、建筑退距：

•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为5米；主干路两侧>8米；支路两侧≥5米；两侧有绿化带可不退让

• 建筑退让用地红线最小距离为4米

4、机动车出入口控制：

• 主干道交叉口≥30 米；次干道交叉口≥25 米；支路交叉口≥20 米

5、风貌控制：

• 以现代民族民居建筑风格为主，将川北民居风格元素融入现代建筑中，色彩以中性偏暖色调为主。

地块编码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高度≤
（米）

D-3-06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102447 1.5 30 35 27

D-3-07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6257 1.2 40 30 18

五、 D片区调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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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D片区成果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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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重新确定《朝天区曾家镇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拟调整范围内地块用地

性质。

② 对接已批“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建设用地范围。

③ 根据现状已建道路和在编片区国土空间规划，优化道路线型，道路宽度及断面形式均不改变

④ 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的E-3-06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商业用地，重新确定其地块控制指标，优化其地块用地界线；将地块E-3-11、E-3-12地块合

并，用地性质调整为城镇住宅用地；地块E-3-04、E-3-05、E-3-07的用地性质、用地边界及控制指标与原规划保持一致。

⑤ 对上述地块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用地保留为三调现状用地。

六、 E片区拟申请调整事项

拟申请调整用地布局原总规用地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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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调整范围

图例

城镇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至平溪乡

至曾家镇政府

规划7m道路
图例

城镇开发边界

城镇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农村宅基地

林地

规
划

7m道
路城镇开发边界

拟调整范围

城镇开发边界



综合上述论证，得到E片区地块控制要求如下：

1、地块指标控制：

2、停车位配置：

• 城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

3、建筑退距：

•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为5米；主干路两侧>8米；支路两侧≥5米；两侧有绿化带可不退让

• 建筑退让用地红线最小距离为4米

4、机动车出入口控制：

• 主干道交叉口≥30 米；次干道交叉口≥25 米；支路交叉口≥20 米

5、风貌控制：

• 以现代建筑风格为主，建筑顺应山势，结合地形而建，色彩上应充分考虑与周围环境融合，并体现运动的特色。

地块
编码

用地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

建筑高度≤
（米）

E-3-06 0901 商业用地 5072 1.5 40 25 24

E-3-11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37764 1.5 45 30 36

六、 E片区调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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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片区成果图则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