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批后公告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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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石家庄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各项要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新格局，我县已组织编制完成《赵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 年）》，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获石家庄市人

民政府批准（石政函〔2024〕126 号），现予以公告。

一、规划范围和规划期限

（一）规划范围

本规划分为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县域为赵县行政

辖区范围，总面积 673.99 平方千米。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北

至广源路、赵州镇行政边界北边界，东、西、南至赵州镇行

政边界，面积 79.75 平方千米，包括赵州镇全域及新寨店南

部和南柏舍镇西北部的部分用地。

（二）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为 2020 年，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近期

至 202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二、城市性质与规划目标

（一）城市性质

充分发挥赵县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建设省级历史文化名

城，河北省省级原料药集中生产基地，中国雪花梨之乡。

（二）规划目标

到 2025 年，初步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农业空

间、生态空间、城乡建设空间持续优化。到 2035 年，全面

形成集约高效的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建成历史文化特

色突出、产业创新集聚、宜居宜业宜游、城乡融合发展的历

史文化名城和现代美丽新赵州。到 2050 年，全面建成国内

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人居环境建

设水平全面达到新高度，全方位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赵县新

面貌。

三、以“三区三线”为基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一）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筑牢国土空间底线，到 2035 年，全县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79.04 平方千米（56.856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低于 352.32 平方千米（52.848 万亩）；城镇开发边

界扩展倍数控制在 1.21 倍以内，面积控制在 41.76 平方千

米以内；本规划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二）细化落实主体功能区布局

落实河北省与石家庄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传导，细化优化

全域主体功能区布局，确定赵州镇、新寨店镇以及南柏舍镇

为城市化地区，北王里镇、范庄镇、高村乡、韩村镇、前大

章乡、沙河店镇、王西章镇、谢庄镇为农产品主产区。



（三）构建国土空间新格局

依托 G308、S339（赵赞连接线-大赵线）等县域重要道路，

整体形成“一心、两轴、三区、五廊”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心”即赵县中心城区。“两轴”指南北向的 G308 区域

发展轴和东西向的省道 S339（赵赞连接线-大赵线）城乡发

展轴。“三区”是指西部的现代农业发展区、北部的高效农

业种植区和东部的梨果特色农业区。“五廊”是指洨河、槐

河、回灌渠-古冶河、汪洋沟、石津灌区一干渠五条河流生

态廊道。



（四）划定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将全县划分为生态

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 4 类国土空

间规划一级分区。



四、构建专项支撑体系

（一）建立历史文化保护格局

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域，构建“一城四区，两带多

点”历史文化保护格局。“一城”即赵州古城和安济桥（赵

州桥）区域。“四区”即古宋城址-各子墓群汉代遗存分布

区、赵县古梨园分布区、赵郡李氏遗存分布区和五郭四柏舍

移民区四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两带”即赵州古驿道文化带

及洨河生态文化带两条文化带。“多点”即各级各类不可移

动文物、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护点。



（二）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

按照做优做强中心城区，做实做特小城镇，做精做美乡

村的总体思路，在“中心城区-中心镇-一般镇（乡）-中心

村-基层村”的五级镇村体系基础上，统筹布局教育、卫生、

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发挥中心城区综合

服务作用，构建 1 个中心城区生活圈、10 个乡镇生活圈、27

个乡村生活圈，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功能完善、

便捷可达，提高群众生活便利度和舒适度。



（三）完善县域综合交通体系

完善对外交通路网体系，落实石邯城际铁路、衡昔高速

线位。在国省干线和县乡道基础上，加快建设 G308 绕城环

路，提升二级公路、部分乡道的公路等级，提高干线公路通

行能力，强化与石家庄市中心城区的高快速联系。构建城乡

一体化的客运系统，力争实现与石家庄主城区的公交化客运

联系。强化城乡公交客运，重点乡镇设置公交干线，一般村

镇设置公交支线。结合产业落位、村庄服务需求，完善货运

物流体系。



（四）完善县域基础设施体系

全面提升县域基础设施品质，优化配置水资源供需结构，

形成以外调水、地下水和非常规水为水源的多源互补供水格

局；统筹城乡污水处理与再生水利用，实现污水达标排放和

污泥无害化处置，全面推进污水再生利用；推动电网重点项

目建设，优化本地电源，形成多电源、双环网供电结构；多

方引入气源，建立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互补的城乡供应

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清洁供热，建立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城乡

清洁供热体系；构建高速泛在、畅通便捷的信息网络和服务

体系，促进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提高固体废

弃物收运处置能力，构建县域统筹、分片管理、分类处理、

能力充足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



（五）构建县域安全防灾体系

完善综合风险防控与应急响应体系，提升生命线安全监

控和抗灾能力，增强应急供应和快速恢复韧性。严格执行防

灾减灾标准，划定洪涝风险控制线，健全防灾减灾救灾设施。



五、突出赵州特色，完善中心城区布局

确定城区北进、西拓、南优的发展方向，整体形成古今

延续、功能完善、布局合理、城景交融的中心城区，构建“一

心、双轴、一环、四区”的功能结构。“一心”指赵县城市

服务中心，是全县的服务中心与对外展示窗口；“双轴”指

石桥大街综合服务轴和石塔路创新发展轴；“一环”指以李

春大道、凤翔街、稻香东路、龙腾街构建现代功能链接环；

“四区”指历史城区、赵州桥文旅融合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区、新城拓展提升区等四大功能区。



六、规划传导和实施保障

落实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提出对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专项规划以及详细规划编制的传导要求。加强信息化建设，

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与管理平台，健全规划信息科技管控

手段，强化对规划、管理、实施的全过程信息化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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