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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凤台，位于淮河之畔，隶属于安徽省淮南市，

古称州来，又谓下蔡。凤台以煤电为支柱产业，是

全国深井采煤第一大县、全国园林县城、全国水利

先进县、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被誉

为“淮上明珠”、“皖北江南”。

近年来，凤台正处在转型提速高质量发展的新

赛道上，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

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合肥都市圈等多重战略机遇，

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凤台。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

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支撑

凤台高质量转型发展，编制《凤台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年）》，描绘资源型城市中国式

现代化的空间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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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期限：

2021年-2035年

近期：

2025年

远期：

2035年

展望：

2050年

尚塘镇

朱马店镇

古店乡

大兴镇

杨村镇

钱庙乡 顾桥镇
丁集镇

岳张集镇 桂集镇

凤凰镇

刘集镇
新集镇

城关镇

李冲回族乡

关店乡

规划范围：规划范围分为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县域层次

为凤台县行政辖区，包括12个镇、4个乡，总面积891.40平方公

里。中心城区层次涵盖城关镇、刘集镇、凤凰镇、桂集镇，总面积

约40.00平方公里。



自然资源概况

依据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凤台县国土面积891.40平方公

里，其中，非建设用地721.73平方公里，建设用地169.67平方

公里。

◼ 非建设用地：

耕地

524.79平方公里

园地

8.02平方公里

林地

27.33平方公里

草地

1.01平方公里

湿地和陆地水域

143.36平方公里

……

◼ 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26.52平方公里

村庄建设用地

104.45平方公里

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

38.7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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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落实国家战略

建设现代化美好新凤台

1.1新时代新目标

1.2指导思想

1.3目标定位



积极融入合肥都市圈发展，加快建

设国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现代化都

市圈和支撑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贡献力量。

1.1新时代新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

落实国家和区域发展要求

◼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推动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示范区

和转型创新试验区建设；

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现代能

源体系。

◼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构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实现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创产业深度

融合、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公共服

务普惠共享。

◼ 淮河生态经济带

着力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探索推进资源枯竭城市、

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

◼ 合肥都市圈



1.2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和国土空间体系。

省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现代化安徽建设的总体要求，高水平打造

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

淮南市十一次党代会提出重点推进“五大攻坚行动”，为建设

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南不懈奋斗。

◼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

图、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若干意见》

（中发[2019]18号）

◼ 以国土空间规划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

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国家战略，优化区域和城乡

功能布局、用地结构和要素配置，及时形成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

格局的规划成果。

◼ 严格规划实施监督管理

坚决落实“多规合一”改革要求，依法严肃规划许可管理，加强规划与用

地政策的融合，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严格规划实施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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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目标定位

发展愿景

绿源新能水韵凤城

城市定位

国家能源基地高质量发展试验区
长三角一体化新动能发展探索区
淮河生态经济带山水田园城市

合肥都市圈节点城市
淮南市副中心城市

城市职能

国家新型清洁能源基地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皖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示范区

国家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与综合开发利用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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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坚持区域协调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1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

2.2增强与合肥都市圈协同发展

2.3培育淮南市域副中心城市



2.1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

生态共保
凤台处于淮河平原，淮河是长三角重要的生态廊道，是区域重要

的水资源安全保护区。

空间联动
全面提升凤台在长三角发展大格局中的嵌入度、贡献度和价值链

地位，打造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的凤台样板。

产业融入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产业承接转移、资源共建共享，

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交通同网
依托合肥国家交通枢纽，融入合郑通道、商合杭通道、合沪宁通

道、合沪杭通道、北沿江通道，积极打造链接长三角与中原城市

群东西主通道的节点。

凤台



2.2增强与合肥都市圈协同发展

坚持以合淮同城化为主

攻方向，加强与圈内各县对

标对接、合作共进，加快基

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发

展、开放合作、生态文明、

公共服务等领域一体化进程。

坚持错位分工、相向发

展，联合打造产业集聚带，

推动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基地，

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2.3培育淮南市域副中心城市

依托淮南市资源型城市

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城市、合

肥都市圈副中心城市、全国

重要的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

的发展定位和职能，在市域

范围内与淮南城区、寿县、

新桥组团等协同发展，培育

市域副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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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坚持绿色发展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3.1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3.2优化县域农业、生态、城镇三大空间

3.3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3.1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生态优先

三区协同

轴带引领

组团递进

保护区域生态安全
格局，开展沉陷区
治理生态修复。

县域空间形成北部现
代农业示范区，中部
生态修复示范区，东
部郊野生态休闲旅游
区。

重点强化凤利发展主
轴，优化凤蒙发展次
轴、凤颍发展次轴。

以中心城区为核心
构建县域发展中心，
以桂集镇、新集镇
两个副中心乡镇构
建乡镇发展组团。

绿色、集约、安全、韧性的开发保护格局



3.2优化县域农业、生态、城镇三大空间

北部传统农业

钱庙、朱马店、尚塘、大
兴、古店立足农业主题，
运用现代产业理念打造大
农业的产业形态。

特色化、多元化的农业空间

中部休闲农业

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融合体验式采摘、观赏休
闲、度假旅游、健康养身、
商务会议等形态，兼具旅
游功能的开发。

南部郊野农业

谋划郊野农业项目，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空间布
局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
引领智慧农业发展，促进
乡村振兴



3.2优化县域农业、生态、城镇三大空间

山河立屏障，双凤领州来，五湖链绿谷，六水润凤城的生态格局

屏障

淮河与八公山
区域生态屏障

双核

凤凰湖与凤临
湖生态核心

五区（湖）

促进采煤沉陷区
综合治理与生态
修复，建立优质
水环境生态系统

六水

永幸河、茨淮
新河、西淝河、
港河、幸福渠、
架河



3.2优化县域农业、生态、城镇三大空间

“一主两副多点”的城镇体系

包括老城区、凤凰湖
新区、刘集片区、经
开区、经开区拓展区

中心城区

副中心

培育桂集镇、新集镇
两个县域副中心



3.2优化县域农业、生态、城镇三大空间

中心城区格局

城市屏障
淮河生态走廊、八公山
生态屏障、花家湖生态

屏障

五大片区
老城区、经开区、刘集
片区、凤凰湖新区、经

开区拓展区

三处核心
老城核心、凤凰湖新区
中心、凤临湖中心

十字轴线
南湖大道发展轴和凤利
路—凤城大道发展



3.2优化县域农业、生态、城镇三大空间

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全覆盖、
高质量、留弹
性

医疗卫生：补
短板，提升获
得感

养老：居家、
社区、结构相
协作

文体：丰富多
元、便利特色

住房保障：适
应人口和城市
需求

公共服务中心体系：

建设与完善“城市级——片区级——社区级”三级城市公共服务中心

体系，争创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

以居民步行15分钟可满足其物质和生活文化需求为原则，进行服务功

能和公共活动空间等公共资源的配置，形成便利安全、舒适宜居、丰

富多彩的居民日常生活空间体系。



3.2优化县域农业、生态、城镇三大空间

建设安全韧性人民城市

电力

落实区域重要电力廊道，加强本地电源建设，逐步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
构建区域化、特色化电力体系。

燃气

以“西气东输”天然气作为主气源，以煤制天然气作为辅助气源，以CNG释
放站作为应急调峰气源，推进燃气进乡镇。

给排水

强化水源安全保护，新建地区实行完全雨污分流，优化城乡污水处理，城市
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9%，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95%。

环卫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分类收集覆盖率100%，建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网络通信

市政道路通信管道覆盖率达到99%，建设5G智慧数字城市。

综合防灾

强化防灾减灾救援空间保障，城区人均避难面积不少于2.5平方米。

防洪排涝

完善检测预警系统，强化洪涝调度和风险管理。防洪标准按照50年一遇标准
设防。

抗震

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城区建筑逐步进行抗震加固，城市生命线工程的抗震
标准应提高一级设防标准。

环卫

建立健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突发公共时间卫生应急体系。



3.3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优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按《全国“三区三线”划定规则》，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实施
耕地“进出平衡”，规划期内耕地保护目标515.20平方公里，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455.34平方公里。

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保障生态安全，维护城乡生态系统的科学性、完整性和连续性，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27.48平方千米。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在确保优良生态环境和充足农业空间的前提下，避让自然灾害
高风险区域，结合城市发展规律和趋势，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
界面积45.52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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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生态本底

打造生态保护修复新样板

4.1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4.2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4.1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通过系统治理、自然恢复，促进山更绿水更清

淮河沿线生态修复

重点加强淮河沿线水生态

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江淮运河沿线生态修复

重点加强江淮运河沿线耕地

保护、生态和多样性保护

林地生态保育修复

重点加强山体林地生态保

育与修复，增加碳汇能力

河湖湿地生态修复

实施水生生物完整性恢复项

目，提升河湖湿地服务功能

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

按照“宜农则农、宜水则水、

宜建则建、宜渔则渔”进行

系统治理



4.2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宜农则农、宜水则水、宜建则建、宜渔则渔

将采煤沉陷区布局与矿产资源
开发、矿区土地利用、生态环
境整治、新型城镇化建设相融
合。

优化矿区空间布局

坚持“谁破坏、谁治理”，严
格落实企业履行矿山环境治理
恢复责任，确保“边开采、边
治理”落到实处。

厘清治理责任主体

统筹好生态环境修复、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建立优
质水环境为主体的多样化水陆
生态系统

统筹协同科学治理

将采煤沉陷区治理与产业转型
升级充分结合，发展生态增殖
渔业、建设湿地公园，因地制
宜发展水面光伏等接续产业。

加大接续产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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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坚持创新发展

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

5.1产业新体系

5.2产业新格局

5.3保护文化，推进全域旅游



5.1产业新体系

构建“清新精绿”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
构建清洁能源体系 构建新型现代产业体系 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做精做优乡镇产业

以煤为基、链式发展，
推动煤电、煤化、煤
气、煤废利用一体化

发展

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立足乡镇资源禀赋，
推进乡镇工业集聚区

建设

挖潜文旅资源，
做好生态治理和
绿色转化利用

新型能源综合基地

整
合
煤
炭
开
采

煤
电
产
业
基
地

煤
气
外
送
通
道

提
高
就
地
转
化

煤
化
高
加
工
化

中
环
中
清
电
池
及
组
件

国
晟
光
伏
组
件

煤
系
固
废
循
环
经
济

提升传统
优势产业

培育战略
新兴产业

机
械
制
造

新
型
建
材

纺
织
服
装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新
材
料
、
新
能
源

生
物
医
药

错位发展
乡镇工业集

聚区

做精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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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构建多元产业新体系



东翼经开区优势产业转型提升示范区，发展先进机械制造、生产性服
务业等。西翼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5.2产业新格局

强化空间支撑，打造多平台、多功能产业空间布局

“两翼带动”

“中轴崛起”

“多点发展”

◼ 双创产业园

◼ 电子智能制造产业园

绿源新能 水韵凤城

建设合淮阜产业发展走廊，链接经开区建成区、经开区拓展区和桂集、
顾桥、杨村等乡镇特色产业集群。

依托张集电厂、中煤新集杨村煤矿复建、凤台电厂三期等重点项目，
建设多个新型清洁能源基地；挖潜乡镇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进一
步明确主导产业，建设多个乡镇产业集聚区。

坤泰汽车混合动力变速器
合众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



5.3保护文化、推进全域旅游

参与“江淮运河百里画廊”建设

构建“龙头引领、核心集聚、多点支撑、区块互动”旅游格局

围绕“龙翔凤舞·翠绕明珠”主
题，提升改造茅仙古洞、硖石晴岚、
桃李拂香、龙潭映月、水舞倾城、青
莎翠岸、花影沃田、西淝安澜八处景
区。

融入淮南市级凤寿产城游联动发展带

积极参与长三角旅游市场和服务一
体化建设，立足长三角打造旅游精品线
路、精品文化旅游景区。加强旅游区位
合作，把握大众休闲旅游消费升级机遇，
吸引客流短途休闲游。

结合地方文化特色，打造花鼓灯文旅小镇

打造精品，推出融思想性、艺术性和
观赏性于一体的花鼓灯，扩大对外交流合作，
积极构建国内交流平台，拓展国际舞台。



鳳
臺

06
强化交通支撑

构建开放高效立体交通网

6.1融入区域性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6.2提升城乡道路服务能力



6.1融合区域性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建设成为皖北立体交通的主要节点

融入铁路网络

依托合肥国家交通枢纽，融入合郑通道、商合杭通
道、合沪宁通道、合沪杭通道、北沿江通道。

提升水运能级

实施新港综合码头疏港项目，积极推进现代化港口
建设，逐步发展成为多货种并举、兼顾集装箱等综
合物流运输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

完善公路布局

构筑“三纵两横三联”的干线公路网布局，实现主
城区快速过境，乡镇、高速公路服务型相通，高铁
站、4A以上景区及凤台港全面覆盖。



6.2提升综合交通服务能力

高速

两横一纵：
合淮阜高速
高速连接线
济祁高速

快速通道铁路 航运

一环四廊：
环城快速路
凤蒙交通走廊
凤利交通走廊
凤颍交通走廊
凤毛交通走廊

商合杭高铁
淮阜铁路
运煤转运线

淮河四级航道
引江济淮西淝河
段二级航道

绿源新能 水韵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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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7.1统筹乡村空间总体布局

7.2加快现代高效农业发展



7.1统筹乡村空间总体布局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耕地“非粮化”。

采取“长牙齿”的措施，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

分类优化村庄布局

支撑集聚提升类村庄提升改造

支持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保护保留乡村风貌，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村庄。

推进城郊融合类村庄与城镇设施公建共享

纳入城区统筹安排，按照城镇功能，乡村形态加强村庄建设管
控，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严格保护特色保护类村庄

注重保持自然风貌，保持村庄的原真性，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和
建筑风格，重点保障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等用地需求。

有序审慎推进搬迁撤并类村庄搬迁

严格限制新建、扩建活动，逐步引导村民转移居住，撤并后村
庄原址以复垦或还绿为主。



7.2加快现代高效农业发展

绿源新能 水韵凤城

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农业强县战略

建园区

促托管

兴科技

注重科技兴农强农。以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引领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生
产力变革，奋力走在全省前列。

加强园区载体建设。国家级农业科
技园区规划七个功能区：粮食产业
功能区、休闲农业功能区、稻田综
合种养功能区、林业科普生态功能
区、蔬菜主题功能区、观光采摘功
能区、花卉苗木功能区。

整县推进农业大托管，推动农业经
营方式变革，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推进皖浙粮食产销合作、皖粮入川，
奋力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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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治理机制

保障空间规划落地实施

8.1加强规划传导和用途管控

8.2建设国土空间数字化平台

8.3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8.1加强规划传导和用途管控

绿源新能 水韵凤城

严格落实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规划任务和约束性指标，加强对乡镇级国土

空间规划的传导；加强各类规划的衔接，详细规划要以总体规划为依据，

专项规划要以总体规划为基础。

统筹：落实上级规划要求，确定
县域目标指标，建立县域空间控
制线体系，明确县域总体目标、
总体格局。

传递：细化落实上级规划要求，
确定县域目标值，深化用途管制
规则。

细化：将上级规划约束性指标空
间落地，统筹乡镇指标分配，空
间布局深化至二级用途。

8.2建设国土空间数字化平台

建设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形成覆盖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实施、

监测、预警以及公众服务等全过程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信息管理系

统。

8.3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坚持“开门做规划”“众筹规划”“务实规划”，统

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

开展规划实施评估和城市体检，建立五年定期评估，年度城市体检和重点

领域专项评估相结合的规划实施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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