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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总图（公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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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前村近期建设项目表（公示稿）

序号 行动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备注

1

产业发展

低效用地整治 ——

2 停业水产养殖场及周边农田招商引资
根据准入清单和寺前老柴村山王石的地地理环境引入企业，建议企业类型为农业、旅游休闲、中药生产及加工厂等契合本村资

源的企业。
——

3 桥源村林下经济光伏发电项目 沿山硬化，建设光伏电站建设，荒山治理以建设。 ——

4 绿色工业物流中心 完成三通一平基础建设，打造服务与农产品的物流基地。 ——

5 南水河寺前村、新老柴村农文旅综合体 结合现有寺前村和新老柴村南水河两岸的建筑指标，远期建设成为农文旅综合体，为南水岸提供休闲娱乐场所。 ——

6

人居环境

三线整治 对私拉乱接、无序设置的电力线路进行拆除清理 ——

7 河道整治 清理沟渠池塘溪河淤泥 ——

8 公共厕所改造 小学外部公共厕所、园子坪以及老柴桑村公共厕所进行建设 ——

9 垃圾收集点提升 各村小组以及沿国道边区域对垃圾收集点进行提升 ——

10 排水渠整治
1 寺前下村、车田子村、新屋村、园子坪、塘光园、新、老柴桑村统一安排排水设施。2 桥源村排水渠清淤、加盖。3 矿塘村结

合目前的情况完善排水设施。
——

11

绿美建设

“四旁”“五边”植树绿化 选择村花多草、果树蔬菜等农家常见植物，利用房前屋后空间进行绿化建设 ——

12 景观绿地提升 国道沿线绿地建设，新茹屋村、樟树墩村入村道路景观广场提升。 ——

13 南水河碧道升级建设 寺前村、新老柴桑村现状碧道提升，碧道亮化、美化、建设亲水平台、增设垃圾箱、座椅、监控设施。 ——

14
风貌提升

外立面整治、赤膊房改造 对房屋进行立面进行微改造，统一风貌 ——

15 新村建设 村内新增分户需求。 ——

16

生产生活设施

规划停车位 各个自然村平整土地，规划小型停车场。 ——

17 道路设施完善 由国道进入小学的主村道，以及由国道进入茶坪和梁屋村的主村道，进行道路拓宽。 ——

18 村道绿化 258乡道桥源和矿塘及老柴桑到寺前村车田村道路两侧绿化 ——

19 国道240人行道整治 考虑到国道对寺前村和新柴桑村两边村庄的影响，进一步划定人行区域，保障安全性。 ——

20

公共服务

桥源村公园、矿塘村公园 结合前两年打擂比武，增设儿童游乐设施、增设景观休憩亭、配置绿化。 ——

21 寺前村二队黄屋宗祠重新修建 寺前村二队黄氏宗祠重新修建。 ——

22 老柴桑村庙 重新修建老柴桑村庙 ——

23 村史馆建设 建设一处约200平方米的村史馆。 ——

24

村民增收

自助采摘果园 老柴桑村种植的珍珠黄皮和葡萄和桥源村种植茶枝柑，建设自助采摘果园。 ——

25 特色民宿 矿塘村、桥源村和老柴桑村鼓励村民建设主体餐厅以及民宿 ——

26 林光互补-药材种植基地 利用寺前村下山岭部丰富的森林资源进行药材种植。 ——

27

集体经济

产品展销中心 从寺前村渡头和上坝流转约25亩的土地建设成为武江区西部农产品展销中心而发展村集体经济。 ——

28 村集体产业大楼
利用工业园的经济发展用地约2000平方村内建设用地，打造村集体大楼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成立村级公司运营。谋划用途：

乡村振兴车间地点、村级成立公司地点、村级电商和直播中心、楼层出租等。
——

29 村级工业园建设 利用工业园的经济发展用地约110亩 ——

30 奶制产品 利用现有的兴农畜牧有限公司生产的牛奶，引进第三方奶制品公司，而壮大村集体收入 ——

31

乡村治理

数字乡村建设工程
筹备建设智慧服务平台设置粤智助政府服务自助机，基本实现村民办事不出村。加强对于农村应急广播、“雪亮工程”的维护。

完善数字乡村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

32 乡村治理提升工程

建设议事厅，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党员培训。以“寺前村户籍干部回村包干到户”为抓手，落实落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按照“具体到户、责任到人”原则，进行包干到户，形成“干部带头、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
制定实施《寺前村重要事权议事规则》，明确村内重要人事安排、重大项目实施、大额资金使用集体资产交易、股份分红等重

大事项须经村党组织研究把关后方可实施，巩固村党组织领导地位。

——



寺前村村庄管制规则（公示稿）
一、生态保护

1、生态空间内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导用途，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开发和农业利用强度，控制生态用地向农业用地、建设用地转用，鼓励农村生活、生产类建设用地逐步退出。

2、保护水域，控制水污染，禁止导致水体污染的产业发展，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建设。

3、严格保护具有重要生态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限制或禁止各种损害生态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

二、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

1、本村内已划入永久基本农田60.63公顷，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

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土地征收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2、本村内已划入耕地保有量84.84公顷，按照“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前提对耕地进行严格的保护，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按照《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办理

占用审批手续。

3、严格规范永久基本农田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引导利用永久基本农田重点发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非粮化”。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严禁违法违规占用，严格执行永久基本农田占补平衡制度，量质并重做好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工作。

三、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

1、本村内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处，为矿塘村黄氏祠堂、矿塘村沈氏祠堂、桥源村桥、桥源村谭氏祠堂，本次划定从建筑边线外延5米，为文物保护范围，从保护范围外缘外延30米，

为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的，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禁止在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范围内进行影响历史风貌的各类建设行为。

四、生活空间管制

1.产业发展空间

（1）工业、仓储物流用地容积率原则上大于等于0.5且不大于2.5，建筑密度不小于30％，绿地率不大于20％，且应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相关规定；建筑高度

原则上不超过24米，在满足消防、安全的基础上，还应符合景观风貌、历史文化、生态保护等特定的高度管控要求；

（2）商业用地容积率原则上不大于2.0，建筑密度不大于50％，绿地率不小于20％；建筑高度原则上不超过24米，在满足消防、安全的基础上，还应符合景观风貌、历史文化、生态保

护等特定的高度管控要求；

（3）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应经村民小组确认，由村委会审查同意，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新申请的宅基地，每户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120平方米以内，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且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未利用地。

（2）每户宅基地面积建设标准为每户120平方米以下；建筑层数不超过3层；首层不高于4.5米，其余每层不高于3.5米；总建筑面积不超过300㎡，应体现乡村特色，统一采用岭南客家

风格，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求。

3.公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村内供水由高位水池提供，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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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3）乡村公共设施容积率不超过1.2，公用设施容积率不超过0.8，安全设施容积率不超过0.8，确实需要超过的，进行专项论证，对乡村公共设施、公用设施和安全设施的建筑密度、建

筑高度、绿地率不做强行要求，结合方案合理性确定。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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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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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管制规则

其他未尽要求还应符合《韶关市农村住房建设管理条例》及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


	14武江区龙归镇寺前村村庄规划（2021—2035年）
	Slide 1 
	Slide 2 
	Slide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