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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城区
峄城区地处鲁南，为山东省枣庄市市辖区。

峄城区生态地位独特，北部低山丘岭是鲁中南山地

丘陵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源涵养、水土保

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突出。对维护鲁中南地

区的生态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1年末行政辖区常住人口：42.24万人     

行政辖区总面积：63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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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党的

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

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要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建设“美丽中国”和

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空前的历史高度和战略

地位。

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国家、省、市决策部署，

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依据《山东省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峄城区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等相关规划，按照《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

展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枣庄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

求，特编制《枣庄市峄城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年）》。

本规划结合峄城区实际，明确鲁中南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对

山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落实。同时，作为峄城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的重要专项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峄城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活动的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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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概述

目标定位

构筑生态修复格局

效益体现

明确生态修复分区

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任务分解

覆盖山水林田河城多位一体的修复格局 
分类分区专项治理

推进山水林田河城多位治理 
提升山水林田河城生态质量

打造“榴园生态共城生，
水抱山环城色净”的生态峄城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河山城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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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概述
壹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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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

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的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乡村振兴

等国家战略。构建峄城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新格局。

战略引领
科学编制

问题导向
因地制宜

统筹协调
加强衔接

充分论证
公众参与

规划原则

指导思想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峄城区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636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规划目标年2035年，近期年限为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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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园生态共城生，水抱山环城色净

地貌

森林

山地

湿地

水系

东西狭长，南北窄短，中山地形陡峻、切割强烈，低山丘陵单斜构造发育、侵

蚀与岩溶地貌显著。

森林资源丰富，是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集中分布区域，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

总面积约2587公顷。

区内河流属淮河流域运河水系。运河北岸支流以峄城大沙河为界，河西属南四

湖湖东地区，河东属邳苍地区。地面径流方向总的是自北向南。

区内湿地主要为古运荷乡湿地公园，地处暖温带东部，在一定程度上受海洋的

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具有南北植物交汇的特色。

属于泰沂山脉，低山丘陵多聚集于北部、中部，有大马山、卧虎山、坛山、棚

山、大明山等，其中海拔最高点为350.8米，位于阴平镇文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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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分布不均，

利用程度有待提升

河湖湿地生态系统较为敏

感，水生态环境保护形势

严峻

耕地利用存在碎片化，农

业经营模式亟需转型升级

人居环境有待提升，存量

建设用地利用率较低

矿山生态修复压力大，历

史遗留问题较多

主要问题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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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位
贰

打造“榴园生态共城生

水抱山环城色净”的生态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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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通过大力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全区重要生态功

能区、农业生产区、城乡发展区的生态状况明显好转，

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提高，生态

稳定性明显增强，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

民群众需求，打造“榴园生态共城生，水抱山环城色净”

的生态峄城。

生态系统
功能显著
增强

农业生态
环境根本
好转

水生态保
护持续改

善

城乡生态
品质不断
提升

矿山修复
治理持续
推进

土地综合
整治全面
加强

目标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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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生态
修复格局

叁

人、河、山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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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屏两带多网络”

依托峄城区的自然本底和“山水相济、山清水秀”的

生态本底，构建峄城区“两屏两带多网络”的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格局。

峄城北部坛山山脉屏障；

中部南侧为天柱山、黄山、全山山脉屏障屏障。

两
屏

峄城大沙河生态带、韩庄运河生态带。两
带

胜利渠、阴平沙河、王场新河等多条河流支流。多
网
络

总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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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生态
修复分区

肆

覆盖山水林田河城多位一体的修复格局 
分类分区专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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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涵养与

生物多样性

保护区

农业生态提

升区

矿山及山体

修复区

城镇生态协

调区

基于生态修复格局，以重点流域和主要山脉为基础

单元，突出自然地理完整性和生态系统连通性，落实市

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分区，按照“地形-流域-生态”

的逻辑体系，将峄城区划分为4大生态修复分区。

生态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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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大生态修复分区的基础上，结合各分区重点

推进方向分析主要问题区域，将峄城区划分5大重

点修复区。

重点修复区

 矿山与山体修复重点区

 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土地综合整治重点

 水土流失与水生态修复重点

 城镇生态环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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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与山体修复：采取“边开采，边治理”的修复原则，对福兴

煤矿、大兴煤矿等生产矿山进行绿色矿山建设；推进峨山镇铁矿

尾砂矿等历史遗留矿山的生态修复；采取科学方法，对底阁镇石

膏矿采空区、古邵煤炭采空区等塌陷区进行治理，恢复生态环境。

➢ 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峄城古石榴国家级森林公园和

峄城古运荷乡湿地公园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保

育，提高森林质量。

➢ 土地综合整治：重点推进峨山镇、底阁镇等5个镇的土地整治项目，

推进底阁镇康庄村等村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促进耕地保护

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重点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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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流失与水生态修复：对峄城大沙河、韩庄运河等9条河流

以及龙泉庄水库等13个水库分类别进行水生态环境提升工程

建设，提升河流水质；在榴园镇和阴平镇的低山丘陵区开展水

土流失治理，加强全域水污染防治。

➢ 城乡生态环境提升：进一步推进宏学南路、峄山北路等区域棚

户区改造，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和布局优化；加快榴园绿道提质工程等绿道、

城市点状生态绿地建设，加强城镇空间内绿系连通，改善城区

居民居住环境。

重点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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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解
伍

推进山水林田河城多位治理 
提升山水林田河城生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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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t;ai

生态廊道

 水生态廊道

 山体廊道

 城市生态廊道

以峄城大沙河、韩庄运河为主要水生态廊道、

青檀山和坛山为主要山体廊道，构建峄城区生态

廊道的主体骨架，以各镇水系支流和交通干线线型

防护绿地为生态网格，将城乡建设用地融入周边生

态格局。提高全域整体生态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稳

定性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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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t;ai

生态空间

 强化自然保护地修复，保护良好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

 加强重要河流湖泊湿地修复；

 开展森林功能修复，强化荒山、破损山体植被恢复；

 推进土地沙化、土地盐渍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促

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针对森林资源分布结构不合理、水生态受损等

生态问题，按生态系统恢复力程度，因地制宜，采

取保育保护、自然恢复、辅助修复、生态重塑等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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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t;ai

农业空间

退化农用地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和生态

缓冲带，改善农田生境，提高农田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加快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和综合治理；推

进生态型土地整治，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整

体推进农用地、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

复，提升农田生态质量，提升农村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促进乡村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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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t;ai

城市空间

统筹城内城外，保护和修复各类自然生态系统，

连通原有河湖水系，推进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完善

蓝绿交织、亲近自然的生态网络，促进生态用地可

持续复合利用；科学开展城市山体整治修复，加快

各类型矿山生态修复、综合治理沉陷区；修复提升

城市特色风貌，提高城市韧性，提升城市生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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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t;ai

相邻或冲突空间

在城镇、农业与生态空间相邻或冲突区域、针对“三调”

发现的耕地、园地、林地、湿地等不符合自然地理格局和

水资源受限的利用方式，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

草则草、宜湿则湿”的原则逐步进行调整修复，并因地制

宜建设边缘地带生态缓冲带。

城镇化扩张和农业生产活动挤占生态空间。

峄城区生态空间结构整体协调，局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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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体现
陆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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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效益

对筑牢鲁中南生态屏障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河湖湿地生态系统

功能逐渐提升，水源涵养功能增强，污染得到控制，水质明显改善，

在游憩康养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产生巨大生态防护效益，人居环

境和生态条件持续改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增强。

2、社会效益

随着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改善，人民在生态保护中切实受益，有

利于营造全社会关心生态、支持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有利于树立

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的文明理念，成为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3、经济效益

通过逐步改善自然生态质量将为当地生态旅游、文旅康养等生态

产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有助于促进形成特色突出、布局合理、具

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生态产业带，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通过建

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就地就业机会，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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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
保障措施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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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区政府统

一领导，各街

道、镇分级实

施，各部门相

互协调，上下

良性互动，全

社会广泛参与

的推进机制。

组织领导

探索建立国土

空间生态保护

修复补偿法律

制度，加大对

重要生态系统

或重要生态功

能区的政策支

持，制定新的

公众参与机制

政策体系

形成政府引导、

企业自觉、社

会支持的生态

文明建设多元

化投入机制

资金保障

建立国土空间

中各类生态空

间的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功

能监测体系和

制度，开展自

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功能动态

变化监测评估

技术支撑

做好规划实施

中期评估和总

结评估，全面

分析检查规划

实施效果及各

项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

评估监测

创新公众参与

生态保护模式，

让公众深切感

受生态保护和

修复成就，提

高社会认可度，

积极营造全社

会爱生态、护

生态的良好风

气

公众参与

枣
庄
市
峄
城
区
国
土
空
间
生
态
修
复
规
划
公
示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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