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如皋市预支空间规模指标 

落地上图方案 

如皋市人民政府二〇二二年七月前言 

为加强国土空间规划批准前的过渡期规划管理，依据《土

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

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 号)、《江苏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预支部分空间规模保障高质量发展通知》(苏自然资发

〔2022〕2 号)等规定，以《如皋市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

案》为基础，预支部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



 

标，落实“三条控制线”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刚性管控要求，与

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及“十四五”规划相衔接，形成 2022 

年度如皋市预支空间规模指标落地上图方案，报省自然资源厅

批准实施，并纳入正在编制的规划期到 2035 年的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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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地上图方案的背景及缘由 

1.1 落地上图方案的背景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的通

知》（苏自然资发〔2020〕213 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预支部分空

间规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2〕2 号）、《关于确认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和规划流量指标的函》

（苏自然资函〔2022〕5 号）等系列文件，为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的稳增长保就业要求，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满足近期重大项目落地的需求，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过渡

期的管理，如皋市开展编制预支空间规模指标落地上图方案。 

1.2 落地上图方案的缘由 

1、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加速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深度扩大对“一带一路”（地区）及欧美日韩的全面开放，吸引

强赋能、高端化外资项目，补齐外向型经济短板。全面打开产业、城

市、交通、机制等方面有机联动的现代化大城市发展框架，推动构筑如

皋-张家港跨江组团和上海-苏南大都市圈生产配套供应链，深度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和全球开放创新网络。如皋市抢抓区域一体化机遇，通过保

障重大项目落地，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赋能。 

2、 “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需要 

“十四五”时期，江苏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以制造

强省带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突出民生共享，以一体化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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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现代化，以全面数字化加速全省发展动能转换，带动现代化建设全

面展开。 

“十四五”时期，南通全域进入国家重大战略叠加期、产业扩量提

质攻坚期、中心城市能级提升期，并成为长江以北唯一纳入上海 

“1+8”都市圈的城市，区位优势、发展机遇和前景预期日益凸显。随

着南通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如皋在南通全域发展格局中，与周边城市

竞合压力进一步加大；但作为南通经济总量最大的县市，如皋也将在长

三角一体化和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格局发挥更大作用。 

如皋市坚定不移的围绕建设“长江以北最强县市”的总体目标，紧

扣“陆海江黄金交汇点、沪苏通开放桥头堡”的功能定位，实施人才科

创、产业转型、开放融合、空间整合、绿色优先和特色品牌六大战略，

打造产业创新强磁场、开放融合桥头堡、多式联运组合港、历史文化旅

游城、生态宜居康养地五大愿景，全面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特色品

牌优势。通过聚焦构筑“3232”现代产业体系，围绕现有主导产业基

础，着力打造裂变式发展的硬核产业集群，奋力实现“十四五”规划目

标。 

3、 加快推进通皋一体化的需要 

全面融入南通“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和“江

苏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建设，在重大规划共统、园区发展共联、科技

创新共促、基础设施共建、社会保障共通、公共服务共享、文旅载体共

荣、社会治理共治等方面，不断深化市域统筹机制，大力推进通皋一体

发展。积极启动南通市域轨道、城际铁路、货运铁路、普速铁路如皋段

的改造与建设，全面加密与南通主城的快速联系通道。加快推动与南通

新机场建设的无缝衔接，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前瞻布局和规划论证。推动

如皋与南通其它地区在产业建设、交通设施、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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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主动融入南通市域统筹发展大局。协同构筑通皋一体化。 4、提

升城区功能品质的需要 

随着城市发展能级显著提升，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水平、生态宜居品

质显著提升，以沿江岸线、高铁干线和高速公路为基干的多维度、骨干

型集疏运体系初步建立，主、副城区功能和品质全面提升，经济和人口

承载能力明显增强。如皋港成为长三角地区公铁水联运、内外贸并举、

商业港与工业港相结合的综合贸易港。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城市集聚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通过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优化拓展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快建设高质量现代化典范城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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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 如皋市基本情况 

2.1.1 自然地理概况 

1、 区位概况 

如皋市地处江苏东南部，南通市西部，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

长江、黄海的 “T” 型交汇处，北纬 32°00′—32°30′ 、东经 120°20′— 

120°50′，南临长江，东濒南黄海，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核

心区北翼，是上海都市圈内重要的历史文化旅游港口城市；与张家港市

隔江相望，北与海安市、东与如东县、东南与通州区毗邻、西与泰兴

市、西南与靖江市接壤。 

 
图 2-1 如皋市区位示意图 

2、 自然条件 

（1） 气候条件：如皋市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太阳辐射和

季风环流的影响，形成了冬季低温少雨量夏季高温多雨，四季分明的亚

热带季风气候。由于距海较近，受海洋调节较明显，气温的日较差和年

较差都较小。近海的位置使得如皋深受夏季风的影响，水汽充足，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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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沛，年降雨量在 1000 毫米以上。降水主要集中于夏季，但是，由于

夏季风势力各年强弱不等，因而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较大。全市年均气温

14.4 摄氏度，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为 476090 焦耳/平方厘米，年均日照

2078.4 小时，年平均风速为 3.3 米/秒，年均总雨量 1057.1 毫米。 

（2） 地形地貌：如皋市位于扬子准地台的下扬子台褶带上，为

苏北拗陷中的苏南—勿南沙中新生代相对隆起区。地质构造主要特征

为：北东向切割呈带状，北西向切割成块。境内为平原地带，整体水平

面高于邻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海拔 2—6 米），如泰运河中

段两岸地势最高，沿江以东地势最低。地域酷似桑叶，地形如覆釜。 

（3） 水资源：如皋位于河网稠密、湖荡众多的长江三角洲，河

网密度每平方千米高达 4 千米以上，全市水乡皆属于长江水系。如皋长

江岸线全长 48 千米，可直接利用长江深水岸线 18.6 千米。境内通扬运

河、如海运河、如泰运河、焦港河 4 条一级河道纵横全境。如皋引用长

江水条件优越，焦港、碾砣港、如皋港三大引江口门最大引流量共 1797

立方米/秒。境内浅层地下水资源约为 1.18 亿立方米，水量大，水质较

好。 

2.1.2 社会经济概况 

如皋市辖 3 个街道：如城街道、城北街道、城南街道，11 个镇：东

陈、丁堰、白蒲、下原、九华、石庄、吴窑、江安、搬经、磨头、长江。 

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2020 年末，全市户籍人

口 140.39 万人。全市人口出生率 6.75‰，人口死亡率 10.16‰，人口自

然增长率-3.41‰。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2.4，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较 

2019 年上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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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05.22 亿元，可比价增长 5.3%。

第一产业增加值 77.71 亿元，增长 2.6%；第二产业增加值 623.30 亿元，

增长 4.5%，其中工业增加值 517.47 亿元，增长 4.9%；第三产业增加值 

604.21 亿元，增长 6.6%。三次产业结构为 5.9:47.8:46.3。 

2.1.3 土地利用现状 

依据如皋市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全市土地总面积 

157623.7759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104906.895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6.56%；建设用地 39174.428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4.85%；其他土

地 

13542.451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59%。 

1、 农用地 

2018 年末如皋市农用地总面积 104906.8954 公顷，其中，耕地、园

地、林地和其他农用地的面积分别为：82402.0036 公顷、6175.8942 公

顷、58.0469 公顷、16270.9507 公顷。 

2、 建设用地 

2018 年末如皋市建设用地总面积 39174.4288 公顷，主要包括城乡建

设用地、交通水利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其中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 

34959.2723 公顷，主要包括城镇工矿 3752.4071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31206.8652 公顷。交通水利用地 3708.8630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

506.2935 公顷。 

3、 其他土地 

2018 年末如皋市其他土地总面积 13542.4517 公顷，其中水域 

13009.0502 公顷，滩涂沼泽 530.0838 公顷，自然保留地 3.3177 公顷。 

表 2-1 如皋市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结构表 
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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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类 面积 比重 

农用地 

耕地 82402.0036 52.28 

园地 6175.8942 3.92 

林地 58.0469 0.04 

其他农用地 16270.9507 10.32 

农用地合计 104906.8954 66.56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3475.5689 2.20 

农村居民点用地 31206.8652 19.80 

采矿用地 276.8382 0.18 

合计 34959.2723 22.18 

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 3708.8630 2.35 

其他建设用地 506.2935 0.32 

合计 4215.1565 2.67 

建设用地合计 39174.4288 24.85 

其他土地 

水域 13009.0502 8.25 

滩涂沼泽 530.0838 0.34 

自然保留地 3.3177 0 

其他土地合计 13542.4517 8.59 

 土地总面积 157623.7759 100.00 

2.2 主要指标及实施情况 

2.2.1 近期实施方案主要指标 

如皋市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1 月编制了《如皋市国土空间规划近期

实施方案》，并于 2021 年 5 月得到批复。近期实施方案旨在优化布局

的基础上，落实预支空间规模指标、追加流量指标及“三条控制线”等国

土空间规划相关刚性管控要求，明确总体空间布局。近期实施方案主要

控制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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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近期实施方案期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79840.0000 公顷，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 70473.8000 公顷。 

2、 建设用地控制目标 

近期实施方案期内，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40094.8820 公顷以

内，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35441.5320 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规模控制在 4653.3500 公顷以内。 

规划流量指标 3266.7000 公顷，无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表 2-2 如皋市近期实施方案主要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 规划目标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79840.0000 

耕地面积 78082.14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70473.8000 

园地面积 6064.2000 

林地面积 33.9000 

牧草地面积 0.0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40094.882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5441.532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691.022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4653.3500 

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 808.3933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727.2998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516.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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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516.2192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80.0000 

其他指标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3469.1920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3266.7000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0.0000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模 510.5367 

建设控制区规模 2528.7611 

2.2.2 指标实施情况 

方案实施以来，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 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指标执行情况 

如皋市耕地保有量指标 79840.0000 公顷，根据如皋市 2018 年土地

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统计，实际耕地保有量为 92106.4420 公顷（耕地 

82402.0036 公顷、可调整地类 9704.4384 公顷），耕地保有量执行率为 

115.36%，实现了耕地保有量目标。 

如皋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 70473.8000 公顷。通过如皋市城市

周边和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如皋市实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70684.1445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完成率为 100.30%，完成了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 建设用地规模执行情况 

根据如皋市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全市现状建设用地总面

积 39174.4288 公顷，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 40094.8820 公顷，未突破规划

建设用地总规模。 

综上，建设用地总规模未突破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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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流量指标归还情况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规划计划管理系统》，截止 2022 年 6 月，如

皋市下达流量总规模 3266.7000 公顷，流量指标归还 3012.9632 公顷，归

还率为 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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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内容 

3.1 指标安排 

3.1.1 约束性指标管控 

围绕从严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村集中居住、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促进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相协调，如皋

市明确建设用地总规模、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等约束性和刚性管控要求。 

1、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落地上图方案期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79840.0000 公顷，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任务 70473.8000 公顷。 

2、 建设用地控制目标 

落地上图方案期内，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40231.3808 公顷

以内，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35508.1987 公顷以内，规划城镇

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6746.6780 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

模控制在 4723.1821 公顷以内； 

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为 944.8921 公顷，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

规模 3535.8587 公顷，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3266.7000 公顷。新增交通水

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模为 580.3688 公顷。 

建设控制区规模 2528.761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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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地效益和集约利用目标落地上图方案期内，人均城镇工

矿用地控制在 80 平方米/人以内。 

本次落地上图方案主要规划指标情况如下表： 

表 3-3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指标 修改前规划目标 修改后规划目标 变化量 

耕地保有量 79840.0000 79840.0000 0.0000 

耕地面积 78082.1400 78082.1400 0.00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70473.8000 70473.8000 0.0000 

园地面积 6064.2000 6064.2000 0.0000 

林地面积 33.9000 33.9000 0.0000 

牧草地面积 0.0000 0.0000 0.0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40094.8820 40231.3808 136.4988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5441.5320 35508.1987 66.6667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691.0220 6746.6780 55.656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4653.3500 4723.1821 69.8321 

新增建设用地 808.3933 944.8921 136.4988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727.2998 832.3623 105.0625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516.2192 597.8097 81.5905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516.2192 597.8097 81.5905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80.0000 80.0000 0.0000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3469.1920 3535.8587 66.6667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3266.7000 3266.7000 0.0000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0.0000 0.0000 0.0000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模 510.5367 580.3688 69.8321 

建设控制区规模 2528.7611 2528.7611 0.0000 

3.1.1 上级下达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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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建设用地总规模 40094.8820 公顷；落

地上图方案中南通市预支空间规模指标 66.6667 公顷，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专项指标 69.8321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调整为 40211.3808 公

顷。 

1、 预支空间规模指标根据《南通市局关于预支如皋市落地上

图新增规模的说明》文件要求，下达如皋市预支空间规模指

标为 66.6667 公顷。 

2、 重点建设项目专项配给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下达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专项支持连

云港至宿迁高速公路沭阳至宿豫段等 4 个项目建设的函》（苏自然资

函〔2021〕509 号）文件要求，同意配给省留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指标 

69.8321 公顷，专项支持沪陕高速公路江苏省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建设。 

表 3-1 如皋市预支空间规模落地上图方案新增建设用地来源分析表 
单位：公顷 

县（市、

区） 

本次预支空间

规模指标落地 

上图规模 

市域内空间

规模调剂 

（+、-） 

节余指标流转空

间规模（未落图 

+、未扣除-） 

周转指标未

落图规模 

重点建设项目专

项配给未落图规 

模 

落地上图方案新

增建设用地净增 

规模 

如皋市 66.6667 0 0 0 69.8321 136.4988 

落地上图方案中新增建设用地净增规模=预支空间规模指标+市域

内空间规模调剂+节余指标流转空间规模+周转指标未落图规模+重点

建设项目专项配给未落图规模=66.6667+69.8321 =136.4988 公顷。 

3.1.2 指标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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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项目 

根据《如皋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如皋市按照“强富美高”新江苏再出发和南通 

“一个龙头、三个先锋”战略部署，围绕建设“长江以北最强县市” 

的总体目标。聚焦构筑“3232”现代产业体系，围绕现有主导产业基

础，着力打造裂变式发展的硬核产业集群。联合龙头企业和头部基

金，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展垂直整合，推动形成资本市场如皋板

块。本次落地上图方案重点保障近两年要开工建设的项目，精准保障

重大产业项目的用地需求。 

2、 民生项目 

保障改善民生，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扩大内需、推进新型城镇

化，实现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保障改善民生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

的生存和发展保障，从而有效地改善内需、释放需求，为加快经济增

长提供更加强劲持久的内需动力；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

公共服务体系需进一步加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 

3、 基础设施项目 

根据如皋市交通、水利等部门“十四五”规划，近两年将开工建设

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纳入本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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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落地上图方案满足了近期产业项目、民生项目以及基础设施

项目的用地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推进了产业集聚、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城市承载能力提升，加快了城乡统筹进程。 

3.1.4 各乡镇指标安排 

本次落地上图方案结合如皋市正在编制中的国土空间规划、“十 

四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交通水利规划等相关规划及经济发展战

略，按照如皋市近期建设项目的轻重缓急，在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施

方案的基础上，落实 2022 年度南通市下达的预支空间规模指标，并

将指标分解到各乡镇（街道）。 

如皋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本次落地上图方案高度重视，提

出了统筹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节约集约用地、新增用地与盘活存量

资源相结合的用地要求，明确保发展重点、保基础设施、保民生工程

的规划思路，结合前期调研结果，对新下达的预支空间规模指标进行

了合理分配。本次落地上图方案预支空间规模指标主要布局在城北街

道、磨头镇、长江镇、吴窑镇等，其中中心城区占总指标的 30.22%，

长江镇占总指标 14.31%，其余乡镇（街道）占比 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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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新增建设用地布局 

1、形成“双核双区，一廊两带”的市域城乡空间结构 

“双核”：中心城区、长江镇。主核心为中心城区，强化高等级区

域性服务功能培育，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彰显历史文化特色，建设高

品质人居环境，打造长江以北最具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发展服务核心；

副核心为长江镇，落实长江大保护的国家战略要求，发挥多式联运基

础设施优势，促进跨江融合，推动港产城贸一体化，打造如皋面向长

三角一体化融合发展的门户型前沿核心。 

“双区”：北部创新发展引领区、南部一体化融合前沿区。北部创

新发展引领区，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联动搬经镇、东陈镇、丁堰镇、

磨头镇四镇，着力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聚焦重点产业，加强园

区共建，辐射带动区域统筹发展；南部一体化融合前沿区，以长江镇

为核心，联动周边吴窑镇、江安镇、石庄镇、九华镇、下原镇，着力

建设一流产业空间载体，提升区域影响力，引入苏南及上海都市圈优

势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一廊”：中部发展走廊。依托如港路快速通道，打造贯穿如皋市

域南北，链接主城、港城的中部发展走廊，依托高新区、如皋西站、

如皋港区加强创新载体建设，对接 G60 科创走廊，加强与苏南创新示

范区的协作共赢。 

“两带”：东部特色城镇发展带、南部沿江城镇发展带。东部城镇发展

带以沈海高速为依托，向南链接上海大都市圈，以东陈镇、丁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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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蒲镇三镇为载体，集聚特色产业，加强特色小城镇建设；南部沿江

城镇发展带落实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以长江镇为核心，结合江安

镇、九华镇两镇，形成产业升级、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的转型发展示

范带。 

2、 构建“1+1+3+7”市域城镇体系 

构建由“中心城区—副中心—重点镇—一般镇”四级组成的 

“1+1+3+7”的城镇协同发展的城镇规模等级体系。规划市域城镇体

系为“1 个中心城区、1 个副中心、3 个重点镇、7 个一般镇”。副中

心为长江镇，重点镇包括搬经镇、白蒲镇、吴窑镇，一般镇包括东陈

镇、丁堰镇、磨头镇、九华镇、下原镇、江安镇、石庄镇。 

3、 本次落地上图新增建设用地布局 

本次落地上图方案在不涉及调整前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

田的前提下，结合“十四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以及产业用地发展

规划、了解各单位、乡镇（街道）用地需求，本着节约集约用地、不

占或少占用耕地的原则，对下达的 66.6667 公顷预支空间规模指标进

行合理安排，将指标优先用于近期急需实施的产业、民生等重大项目

以及基础设施项目。 

（1）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用地需求 

为了更好满足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皋市加大新基

建设施建设力度，聚焦重大民生和产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统筹推动

交通、水利、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全面提升区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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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本次落地上图方案优先保障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配套项

目，如学校、医院等，共安排 44.4161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上图指标，

占本次预支空间规模指标的 66.62%。 

（2）落实产业项目需求 

如皋市围绕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培育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生命健康两大高成长性的新兴产业集群，提高商贸物流、信

息服务、文化旅游等三大现代服务业贡献份额和发展水平，全力打造

长三角最具资源和成本优势的中高端产业制造基地。为落实《如皋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产业发展定位，结合《如皋市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各镇总

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产业用地规划，本次落地上图方案共安

排 22.2506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上图指标，占本次预支空间规模指标的 

33.38%。 

3.2.2 建设用地管制区 

1、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 

本次落地上图方案将近期急需建设的项目涉及的有条件建设区和

限制建设区修改为允许建设区，涉及白蒲镇、搬经镇、城南街道、丁

堰镇、东陈镇、九华镇、城北街道、磨头镇、如城街道、吴窑镇、下

原镇、长江镇、江安镇 13 个镇(街道)，面积为 66.6667 公顷。本次落

地上图方案使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规模和布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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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根据统计，落地上图后，允许建设区面积增加 66.6667 公

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减少 23.5270 公顷，限制建设区面积减少

43.1397 公顷。本次落地上图方案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变化情况详见

表 3-5。 



 

表 3-5 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有条件建设区修改为允许建

设区 
限制建设区修改为允许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变化情况 有条件建设区变化情况 限制建设区变化情况 
地块数 修改面积 地块数 修改面积 

如城街道 10 1.4705 9 2.9746 4.4451 -1.4705 -2.9746 

城北街道 1 0.1172 2 11.4399 11.5571 -0.1172 -11.4399 

城南街道 7 5.194 6 1.6824 6.8764 -5.194 -1.6824 

东陈镇   1 1.3262 1.3262 0 -1.3262 

丁堰镇 2 3.4805 5 0.4406 3.9211 -3.4805 -0.4406 

白蒲镇 4 1.3044 1 0.1232 1.4276 -1.3044 -0.1232 

下原镇 2 0.7759 4 4.1812 4.9571 -0.7759 -4.1812 

九华镇 8 3.425 4 0.5593 3.9843 -3.425 -0.5593 

长江镇 9 1.6242 4 5.3049 6.9291 -1.6242 -5.3049 

吴窑镇 2 0.3114 5 5.0482 5.3596 -0.3114 -5.0482 

江安镇 5 2.0681   2.0681 -2.0681 0 

搬经镇 6 3.3018 7 3.3234 6.6252 -3.3018 -3.3234 

磨头镇 2 0.454 3 6.7358 7.1898 -0.454 -6.7358 



 

总计 58 23.527 51 43.1397 66.6667 -23.5270 -43.1397 
19 



 

2、修改后建设用地管制区情况 

根据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需要，落地上图方案修改后允许建设

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4 类建设用地管制区

域。具体情况如下： 

（1）允许建设区 

落地上图方案修改后允许建设区面积 34386.9436 公顷，占全市土

地总面积的 21.82%，重点布局在中心城区、长江镇及各镇镇区和工业

集中发展区。 

调入的允许建设区严格遵循了集中布局、集聚建设的原则，并与

城镇开发边界、镇村布局规划等进行了衔接，在用地规模、结构、时

序和布局等方面，尽量满足城镇和产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提高城

乡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匹配度。 

（2）有条件建设区 

落地上图方案修改后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1446.4943 公顷，占全市

土地总面积的 0.92%，重点布局在中心城区、长江镇等重点发展区

域。 

（3）限制建设区 

落地上图方案修改后限制建设区面积 121756.5204 公顷，占全市

土地总面积的 77.24%，主要为永久基本农田、一般农田、建设控制

区，分布远离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区内除规划确定的独立选址项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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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得安排其他建设用地，要提高土地规划许可条件，严格许可程

序，强化项目选址和用地论证，确保科学选址和合理用地。 

20 

（4）禁止建设区 

落地上图方案修改后禁止建设区面积 33.8176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 

面积的 0.02%，分布在长江镇，为如皋市长青沙饮用水源保护区，主

导生态功能为水源水质保护。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

间。 

表 3-6 如皋市建设用地管制区分区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空间制分区 面积 比例 

允许建设区 34386.9436 21.82 

有条件建设区 1446.4943 0.92 

限制建设区 121756.5204 77.24 

禁止建设区 33.8176 0.02 

合计 157623.7759 100 

3.2.3 土地用途区 

1、土地用途区修改情况 

本次落地上图方案不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落地上图后，如皋市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指标未变化，符合国家及省政府关于加强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的相关政策。 

本次落地上图方案使一般农地区、其他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

区、村镇建设用地区规模和布局发生变化。根据统计，落地上图后，

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 64.5836 公顷，其他用地区面积减少 2.0831 公



 

顷，城镇建设用地区面积增加 55.6560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增

加 

11.0107 公顷。本次落地上图方案土地用途分区修改变化情况详见表

3- 

7。 



 

表 3-7 土地用途区修改前后变化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一般农地区修

改为城镇建设 

用地区 

一般农地区修

改为村镇建设 

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修

改为城镇建设 

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

修改为村镇

建设用地区 

一般农地区

变化情况 
其他用地区

变化情况 
城镇建设用

地变化情况 
村镇建设用地

变化情况 

如城街道 2.8686 1.4678 0.1064 0.0023 -4.3364 -0.1087 2.9750 1.4701 

城北街道 11.5569  0.0002  -11.5569 -0.0002 11.5571  

城南街道 5.0786 1.0200 0.7157 0.0621 -6.0986 -0.7778 5.7943 1.0821 

东陈镇  1.3262   -1.3262   1.3262 

丁堰镇 3.8497 0.0714   -3.9211  3.8497 0.0714 

白蒲镇 0.5707 0.7416 0.0242 0.0911 -1.3123 -0.1153 0.5949 0.8327 

下原镇 4.5116 0.0682 0.3330 0.0443 -4.5798 -0.3773 4.8446 0.1125 

九华镇 3.3273 0.5517 0.1052 0.0001 -3.8790 -0.1053 3.4325 0.5518 

长江镇 5.4033 1.4585 0.0048 0.0625 -6.8618 -0.0673 5.4081 1.5210 

吴窑镇 4.9914 0.3114 0.0568  -5.3028 -0.0568 5.0482 0.3114 

江安镇 1.3571 0.7110   -2.0681  1.3571 0.7110 

搬经镇 4.0111 2.5666 0.0475  -6.5777 -0.0475 4.0586 2.5666 

磨头镇 6.3760 0.3869 0.3599 0.0670 -6.7629 -0.4269 6.7359 0.4539 



 

合计 53.9023 10.6813 1.7537 0.3294 -64.5836 -2.0831 55.6560 11.010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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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后土地用途区情况 

落地上图方案确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等 7 类土地用途分区，实行

差别化的土地用途管制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全市为对基本农田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修改后

的区域，规划面积 73089.8971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46.37%，

在全市各镇（街道）均有分布。区内土地主要用作永久基本农田和直

接为永久基本农田服务的农业配套及其他农业设施。 

（2）一般农地区 

一般农地区是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外、为农业生产发展需要修改后

的土地用途区，规划面积 32745.4844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20.77%，全市各镇（街道）均有分布。区内土地主要用途为基本农田

以外的耕地、园地、林地、畜禽水产养殖地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 

（3）城镇建设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是为城镇建设需要修改后的土地用途区，规划面

积 6655.3505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4.22%，全市各镇（街道）

均有分布，重点布局在中心城区、长江镇和工业集中发展区，区内土

地主要用于城乡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城镇生活品质，保障产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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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村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是为农村居民点建设需要

修改后的土地用途区，规划面积 27543.3996 公顷，占全市

土地总面积的 17.47%。村镇建设用地区主要分布在现有中

心村及规划期内保留的农村居民点用地。 

（5）独立工矿用地区 

独立工矿用地区是指为独立于城镇村之外的建设发展需要修改后

的土地用途区，规划面积 188.1973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0.12%，全市各镇（街道）均有分布，重点在长江镇。区内土地主要

用于采矿业以及其他不宜在居民点内安排的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6）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是指基于维护生态环境安全需要进行土地利用特殊控制的区域，

主要包括河湖及蓄滞洪区、重要水源保护区等。规划面积 33.8176 公

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0.02%，分布在长江镇，为如皋市长青沙饮

用水源保护区、刀鲚保护区，主导生态功能为水源水质保护。 

（7）其他用地区 

规划面积 17367.6294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1.03%，主要

是交通及水利设施用地等。 

表 3-8 如皋市土地用途区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土地用途区类型 修改后面积 比例 

基本农田保护区 73089.8971 46.37 

一般农地区 32745.4844 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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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用地区 6655.3505 4.22 

村镇建设用地区 27543.3996 17.47 

土地用途区类型 修改后面积 比例 

独立工矿区 188.1973 0.12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33.8176 0.02 

其他用地区 17367.6294 11.03 

合计 157623.7759 100 

3.3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按照“列清单、留通道、控规模”的要求和“有进有出”的原

则，与相关规划相衔接，梳理、完善交通、水利、电力能源等难以准

确定位的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并为其预留通道。落地上图方

案保留了原重点建设清单项目中已经实施的和今后仍需要实施的项

目，同时新增部分重点建设项目。 

新增的重点建设项目主要有交通、水利、能源，以及民生和乡村

振兴项目。修改后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465 个，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总

规模为 580.3688 公顷。其中能源类重点建设项目 40 个，交通类重点

建设项目 211 个，水利类重点建设项目 53 个，其他重点建设项目 161

个。 

本方案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按照新增用地总规模控制。 

3.4 与“三条控制线”划定成果的衔接 

3.4.1 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2018 年 6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了《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

红线规划》（苏政发〔2018〕74 号），文件指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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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是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举

措，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国家生态安

全格局的有效手段，是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的有力

保障。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保护

红线评估工作的函》（自然资办函〔2019〕1125 号）和《江苏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

函〔2020〕246 号）文件要求，开展了生态红线评估调整工作，保证

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态廊道连通性，调整后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

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 

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此次落地上图方案新增建

设用地与评估调整前后的生态保护红线及 2022 年 8 月 8 日上报的“三

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生态保护红线衔接，新增建设用地范围均不涉

及占用评估调整前后两版生态保护红线及 2022 年 8 月 8 日上报的“三

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生态保护红线，对生态保护红线的主导功能不

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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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图 

3.4.2 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和试划成果衔接 

深入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国策

和相关要求，方案与如皋市 2017 年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充分衔接，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均不涉及占用 2017 年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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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为有效推进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统筹划定“三条控制

线”，如皋市对全市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划定，并于 2022 年 8 月 8 日

上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次落地上图方案用地布局与“三区三

线”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充分衔接，新增建设用地均不涉及划

定成果中的永久基本农田。 

 

图 3-2 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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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与城镇开发边界试划成果衔接 

城镇开发边界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的，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

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完善城镇功能、提升空间品质

的区域边界，涉及城市、建制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等。如皋市城镇开发

边界划定以现行有效的城市（镇）总体规划为基础，充分考虑全市的

空间发展格局，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础评价、空间开发适应性评

价结果，立足全市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空间战略要求进行划定。本次

落地上图方案与 2022 年 8 月 8 日上报的“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城

镇开发边界有效衔接。上级下达如皋市预支新增建设用地规划指标主

要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内，为进一步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及相关配

套设施的合理需求，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新增建设用地地块空间主导

用途为服务设施和民生保障，符合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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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图 

3.5 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 

3.5.1 与“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衔接 

如皋市“十四五”规划提出，按照“强富美高”新江苏再出发和南通 

“一个龙头、三个先锋”战略部署，围绕建设“长江以北最强县市”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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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目标，以推进“三做一建”为抓手，以“一城两区三基地”为载体，以

搭建“3232”产业体系为支撑，奋力将如皋建设成为南通打造长三角一

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和江苏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的重要支

撑，为江苏全面实现“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作出如皋贡

献。 

本方案围绕“十四五”规划发展战略，落实中心城区、长江镇以及

相关园区的发展要求，优化城镇化格局、农业生产格局、生态保护格

局，促进市域城镇有机聚合、功能优化布局和适度连片发展，提升发

展集成度和整体性。 

3.5.2 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衔接 

2020 年 1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

间管控区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 号）文件，文件指出通

过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实施，形成符合各地实际的生产、生活和

生态空间分布格局。 

本次落地上图方案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作了充分衔接，新增 

的允许建设区地块不涉及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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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与生态管控区衔接示意图 

3.5.3 与林地一张图衔接 

林地一张图是实现区域林地资源的全面保护与合理利用，优化林

地资源配置，实行林地资产化管理，提高林地利用效率和效益的专项

规划，通过规划使林地的保护利用工作既能符合如皋市林业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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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和规律，又能为当地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供有

力的支持，从而顺利实现林业又好又快发展，更好地为实现统筹人与

自然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本次落地上图方案与林地一张图进行充分衔接，调入允许建设区

均不涉及国家级公益林。 

3.5.4 与交通水利等其他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衔接 

本次落地上图方案充分征求了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等部门的意

见，并与交通、水利等相关专项规划做好衔接，将丁磨公路快速化、

林江线下穿沪渝蓉沿江高铁改造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到重点

建设项目清单里，保障了如皋市近期急需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

用地需求。 

4 实施保障措施 

4.1 行政保障措施 

4.1.1 强化规划实施的政府责任 

落地上图方案由各区县（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上级部门审

核同意后上报审批，方案批准后，根据落地上图方案确定的目标和任

务，将近期实施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建立政府

主导、自然资源搭台、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组织保障体制，促进落地

上图方案的有效实施，并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成立各部门协调

的规划实施领导小组，促进部门间的协调与沟通。有关部门批准、核

准的各类建设项目，必须符合落地上图方案；涉及农用地转用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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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取得农用地转用许可，完善备案制度，强化跟踪监管。规划实施

中，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落实补充耕地资金渠道，严把补

充耕地质量关，保证补充耕地与被占用耕地相比数量不减少、质量有

提高。 

4.2 法律保障措施 

4.2.1 开展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 

通过教育进一步提高依法用地、按规划用地的意识，在法律法规

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规划合理利用土地。严格依法管理土地，积极推行

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对违反规划占地的，应依法追究责任。 

4.2.2 加强方案实施的执法监察制度 

落地上图方案实施过程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过程，对规划实施

监督的过程，也是对土地利用的管理过程。因此，要健全完善土

地执法监察机制。强化执法手段，创新执法理念，加大执法巡查

力度，随时掌握土地规划实施情况。对违反落地上图方案的行为

要早发现、早查处、早制止、早处理，保障方案顺利实施。 

4.3 制度保障措施 

4.3.1 健全方案实施的公众参与制度 

方案实施过程中，在安排具体项目用地和开展土地开发复垦整理

活动时，应广泛听取公众和土地权利人意见和建议。加强舆论宣传，

提高公民依法用地和依规用地意识。通过建立公众参与制度，明确规

划程序中公众的职责与权益，提供参与的渠道与途径。通过集思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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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比较准确地表达社会需求，从而协调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关系，

减少决策失误。 

落地上图方案经批准后，应当依法公告，接受公众监督。建立落

地上图方案管理公开制度和查询制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向社会公开

方案、实施措施和实施进展等信息。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社

会舆论和广大群众对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作用。 

4.3.2 加大建设用地存量盘活力度 

大力消化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的要

求，大力盘活使用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资源，对复工复产和招商

引资项目用地实行“应保尽保”。持续推动城乡低效土地开发利用，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分类、分对象、分时段研究制定

支持政策，加快推动城乡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运用内涵存量挖潜思

维寻求解决办法和出路，充分利用存量闲置空间，实施节地与用地并

重管控，加大建设用地存量盘活力度。 

4.3.3 加大流量指标归还力度 

村庄复垦整治工作涉及领域多，需加强市、镇政府协调，通过项

目衔接、资源整合、资金集中等有效方式，将村庄复垦工作与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扶贫工程、美丽乡村建设等协同实施，释放各类涉农项

目的放大效应。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加强工作衔接，强化立项审批、

资金拨付、工程规划、项目验收等方面的指导服务和监督考核。建立

以市长为组长的土地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市政府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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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委、财政局、资规局、审计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等单位主

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政府主要负责人。土地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会议，市主要领导明目标、提要求，全面部署土地增减挂钩工作

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不定期赴乡镇实地会办，解决问题，推动挂

钩工作进度。 

同时，市政府建立和完善对“万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财政补

贴机制，实行保护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充分调动基层政府和农民

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逐步建立资源补偿机制，利用现有资金

渠道，对村庄复垦利用净增耕地和提高耕地质量行为予以特殊支持。

积极整合村庄复垦利用建新地块有偿出让收入、耕地开垦费、新增耕

地节余指标流转收益等资金，集中向村庄复垦利用的拆旧安置投入，

有效保障村庄复垦利用的资金需求。设立土地指标贡献奖，对复垦面

积多的乡镇，根据挂钩节余指标，按实际情况进行奖励。 

4.4 资金保障措施 

在资金保障方面，需强化节约集约用地的经济调节和引导机制。

采用价格、税费调节土地供给，灵活调节土地需求与供应，提高土地

集约利用水平。鼓励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4.5 技术保障措施 

在落地上图方案成果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利用好江苏省自然资

源规划计划管理系统，提高土地利用规划信息化服务水平。落地上图

方案批准后，应及时将成果数据库向上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备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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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规划数据库现势性。在实施过程中，着力改善规划管理的科学性、

准确性和透明度，减少实施中的人为干预因素，提高规划监管水平。 

建立落地上图方案信息数据库与落地上图项目数据库，实现项目

的审批、实施以及竣工验收方面的信息化监督管理，加快信息、资源

的开发利用，提高基础性和公益性信息的社会服务能力。在落地上图

方案实施过程中，自然资源部门要用好“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

加强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制止违反规划的行为，加大执法力度，坚

决依法查处任何违反规划批地用地的行为，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 

4.1.2 加强各行业规划与落地上图方案相衔接 

落地上图方案编制时注重与城镇、村庄、交通、水利、旅游、生

态建设等相关规划相衔接，各类用地必须符合保护耕地和节约集

约用地的要求。严格依据落地上图方案规划，从严审查各类规划

的用地规模和标准，切实落实各类用地用途管制制度。 

4.6 衔接其他相关工作 

4.6.1 与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工作衔接 

落地上图方案与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落实预支空间 

规模指标，落地上图方案与“三条控制线”试划成果相衔接，落实“三条

控制线”相关刚性管控要求，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与试划的城镇开发边

界充分衔接。 

4.6.2 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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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上图方案在编制过程中，秉持“预防为主、防控风险”的原 

则，针对调入的项目，尤其是工业项目，充分征询生态环境部门意

见，严格控制对环境影响较大项目上图。同时在规划实施期间，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将协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相关项目在落地过程中产生的

环境问题进行预防和治理，确保不新增污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 

1、 加强对建筑工地的管理，控制和减少扬尘；加强对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的防治； 

2、 严格监督企业达标排放，加强工业水污染治理，提高工业

废水的治理水平和废水回用率； 

3、 加强不同声环境功能区之间的绿化隔离，加强噪声控制；

加 

强交通噪声和施工噪声管理。 

附表： 

表 1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 修改前 修改后 变化量 

耕地保有量 79840.0000 79840.0000 0.0000 

耕地面积 78082.1400 78082.1400 0.00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70473.8000 70473.8000 0.0000 

园地面积 6064.2000 6064.2000 0.0000 

林地面积 33.9000 33.9000 0.0000 

牧草地面积 0.0000 0.0000 0.0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40094.8820 40231.3808 136.4988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5441.5320 35508.1987 6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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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691.0220 6746.6780 55.656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4653.3500 4723.1821 69.8321 

新增建设用地 808.3933 944.8921 136.4988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727.2998 832.3623 105.0625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516.2192 597.8097 81.5905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516.2192 597.8097 81.5905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80.0000 80.0000 0.0000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3469.1920 3535.8587 66.6667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3266.7000 3266.7000 0.0000 

乡村振兴专项流量指标 0.0000 0.0000 0.0000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

模 
510.5367 580.3688 69.8321 

建设控制区规模 2528.7611 2528.7611 0.0000 



 

表 2 主要规划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平方米/人 

行政区名

称 

耕地保有量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人均城镇

工矿用地 
规划流量

指标 
建设控制

区 

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 

义务 
面积 耕地 面积 耕地 

建设用地总

量 
城乡建设用

地 
城镇工矿用

地 
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 
面积 

新增城乡建

设用地 
新增交通水利及

其他用地 
占用耕地 

如城街道 2987.8 2983.85 2136.4 1667.93 4037.9251 3595.0351 1493.535 442.89 126.7351 47.4651 79.27 88.1793 76 488.9 104.9895 88.1793 

城北街道 8524.81 8511.82 6899.08 6234.23 4902.277 4384.827 917.2971 517.45 104.677 41.807 62.87 86.6382 70 496.88 61.3608 86.6382 

城南街道 3975.22 3974.24 2660.98 2433.84 1999.2465 1821.0965 611.9243 178.15 101.8765 36.9665 64.91 43.964 79 559.59 230.3941 43.964 

东陈镇 6684.62 6260.88 6608.68 5576.62 2231.0162 1871.2262 246.54 359.79 58.9462 11.4862 47.46 39.9782 68 193.12 130.4583 39.9782 

丁堰镇 4064.12 4012.09 3815.14 3512.85 1461.3211 1244.5211 191.3597 216.8 23.6411 14.4311 9.21 16.806 63 96.56 79.1403 16.806 

白蒲镇 7945.14 7818.76 7804.38 6868.16 3134.4176 2881.5976 305.1949 252.82 63.5776 25.0976 38.48 35.1668 62 125.01 228.9422 35.1668 

下原镇 3928.07 3893.92 3780.35 3409.95 1582.3771 1473.4971 131.9446 108.88 32.9463 5.3463 27.6 28.5755 62 87.05 302.0166 28.5755 

九华镇 3852.67 3799.73 2948.11 2703.76 1819.4788 1608.4843 174.1025 210.9945 59.0488 15.7843 43.2645 39.965 69 161.98 152.4747 39.965 

石庄镇 4555.94 4479.8 4302.64 3984.95 2087.1993 1866.89 207.19 220.3093 79.8847 31.0754 48.8093 35.4469 85 73.74 174.5796 35.4469 

长江镇 7668.3 7667.61 4579.6 4363.56 6371.0321 5583.4611 1622.2501 787.571 136.3534 50.2924 86.061 95.7763 75 656.15 253.4663 95.7763 

吴窑镇 3355.01 3291.33 3257.63 2819.47 1669.0696 1481.9396 149.2982 187.13 22.2996 14.3196 7.98 12.988 74 36.31 92.8258 12.988 

江安镇 6482.27 6367.72 6361.92 5701.61 2868.3954 2629.8181 113.5571 238.5773 43.1708 13.9408 29.23 19.8421 64 66.07 201.0634 19.8421 

搬经镇 10345.06 9616.68 10327.06 8529.24 3452.0052 3101.4352 324.2686 350.57 57.4052 35.2312 22.174 36.7721 74 93.87 224.7305 36.7721 

磨头镇 5470.97 5403.71 5202.17 4701.72 2615.6198 1964.3698 258.2159 651.25 34.3298 21.2798 13.05 17.7113 61 131.47 292.319 17.7113 

合计 79840 78082.14 70684.14 62507.89 40231.3808 35508.1987 6746.6780 4723.1821 944.8921 364.5233 580.3688 597.8097 —— 3266.7 2528.7611 597.8097 

40 



45 

表 3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一、能源电力 
110 千伏十里输变电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 

110 千伏文著输变电工程 新建  白蒲镇 

220kv 邹庄输变电工程 新建  下原镇 

大唐如皋分布式能源配套天然气直供管道工程 新建  长江镇、吴窑镇、下原镇、城南

街道、丁堰镇、白蒲镇 
大唐如皋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 新建  丁堰镇 

丁磨路口新建加油加氢站 新建  城南街道 

郭园社区改建加油加氢站 改建  长江镇 

江苏大唐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 新建  城北街道 

江苏华电如皋热电联产项目 新建  长江镇 

江苏南通大明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 

江苏南通丁东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丁堰镇 

江苏南通港城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长江镇 

江苏南通高明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搬经镇 

江苏南通藕池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下原镇 

江苏南通藕池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下原镇 

江苏南通如港-亚太森博 220 千伏线路工程 扩建  长江镇 

江苏南通如皋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东陈镇、丁堰镇 

江苏南通四圩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九华镇 

江苏南通桃园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城南街道 

江苏南通武穆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搬经镇 

江苏南通袁桥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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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张八里 110kV 输变电工程 新建  东陈镇 

江苏沿海输气管道海安-泰州-扬州段（A 段）工程 新建  东陈镇、城北街道 

江苏沿海输气管道如东-盐城-滨海段（A 段）工程 新建  东陈镇、城北街道 

南通如港长江液化气公司 扩建  长江镇 

南通西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江安镇 

如城街道改建加油加氢站 改建  如城街道 

如城街道新建加油加氢站 新建  如城街道 

如皋市 110 千伏平明输变电工程 新建  城南街道 

如皋市 110 千伏石北输变电工程 新建  石庄镇 

如皋市 220 千伏惠民输变电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如皋市永丰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新建  长江镇 

如皋镇域天然气管网工程 新建  长江镇 

如皋镇域天然气管网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上海电气环保热电 新建  石庄镇、长江镇 

宋庄改建加油加氢站 改建  城南街道 

长江镇改建加油加氢站 改建  长江镇 

大唐如皋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泵站 新建  丁堰镇 

二、交通 
204 国道服务区 新建  磨头镇、城北街道 

204 国道如皋九华段 改建  九华镇、长江镇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204 磨头段 新建  磨头镇 

226 省道（白雪线） 扩建  东陈镇、丁堰镇、白蒲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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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省道南通如皋段改扩建工程（二期） 新建  搬经镇、磨头镇、城北街道 

334 省道南通如皋段改扩建工程(一期) 扩建  城北街道 

334 省道南通如皋段改扩建工程(一期) 扩建  如城街道、城北街道 

345 国道如皋段 扩建  九华镇、下原镇、长江镇、吴窑

镇、石庄镇、江安镇 

355 省道如皋段改扩建工程（二、三、四期） 新建  东陈镇、如城街道、城北街道、

搬经镇 
355 省道如皋段改扩建工程（一期） 新建  东陈镇 

356 省道如皋段（沿江公路）快速化 改建  长江镇、石庄镇 

603 省道（如港路）快速化 改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磨头镇、

吴窑镇、石庄镇、长江镇 
S403（王石线） 扩建  搬经镇、磨头镇、石庄镇 

S403（王石线北延） 扩建  搬经镇 

S404 扩建  白蒲镇、下原镇、长江镇 

S603 新建  磨头镇、吴窑镇、石庄镇、长江

镇 
X214（搬江线） 扩建  江安镇 

X253（云长线） 扩建  九华镇 

X255（朱十线） 扩建  城北街道、搬经镇 

X311（如高线） 扩建  如城街道 

X312（丁磨线） 扩建  磨头镇 

X314（林江线） 扩建  吴窑镇、江安镇 

X352（新桃线） 扩建  城南街道 

滨河北路(花城大道-益寿路段) 新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 

滨河北路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滨河南路(花城大道-益寿路段) 新建  城北街道 

滨河西路 新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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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晖路 新建  城南街道 

城南大道西延 新建  如城街道、磨头镇 

城市快速路网 新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城南街

道、磨头镇、丁堰镇、东陈镇 
城西大道 改建  如城街道、城北街道 

澄江路东段 新建  长江镇 

澄江路西段 新建  长江镇 

大司马路南延 新建  如城街道 

大司马南路 新建  如城街道 

戴营路 新建  城北街道 

丁磨公路快速化 改建  城南街道、磨头镇 

丁磨路西延 新建  磨头镇 

定公路 新建  白蒲镇 

东板桥路北沿 新建  石庄镇 

东皋桥改建 新建  如城街道 

东建路 新建  东陈镇 

东如高速下穿沪渝蓉沿江高铁改造工程 改建  搬经镇、磨头镇 

丰泽路 新建  长江镇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凤仪路 新建  丁堰镇 

府西路 新建  如城街道 

附小东路 新建  城北街道 

复抽路改造工程 扩建  长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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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江路 新建  长江镇 

皋南东路 新建  如城街道 

皋南西路 新建  如城街道 

高新路 新建  城南街道、如城街道 

观凤路 新建  城南街道 

广丰路 新建  城北街道 

广福路(花城大道-益寿路段) 新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 

海安至启东高速公路 新建  东陈镇 

海阳北路北延 新建  城北街道 

海阳南路 新建  如城街道、城南街道 

恒水路 新建  长江镇 

恒水路北段 新建  长江镇 

恒水路南段 新建  长江镇 

宏济路 新建  如城街道 

沪江路东段 新建  长江镇 

沪江路西段 新建  长江镇 

沪陕高速公路江苏省平潮至广陵段扩建工程 扩建  江安镇、石庄镇、长江镇、九华

镇 
沪陕高速长江镇互通 新建  长江镇 

华江大道东延工程 新建  长江镇、九华镇 

华生路 新建  九华镇 

华永三期北侧规划道路 新建  长江镇 

华智路 新建  磨头镇 

环岛东路 新建  长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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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东路 新建  吴窑镇 

环东路 新建  白蒲镇 

环湖北路西延 新建  城南街道、如城街道 

会展中心路 新建  长江镇 

惠民路（万寿路-惠民大桥）改造工程 扩建  城北街道 

惠政路龙游河桥 新建  城南街道、如城街道 

惠政路茅雉河桥 新建  城南街道 

纪庄路 新建  如城街道 

贾公路 新建  东陈镇 

江曲线 扩建  搬经镇、江安镇 

江曲线下穿沪渝蓉沿江高铁改造工程 改建  江安镇 

解放西路 新建  如城街道 

经七路 新建  长江镇 

开发区附小十字路 新建  城北街道 

开发区附小十字路南延 新建  城北街道 

康园路 新建  下原镇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康园路改扩建工程 改建  下原镇 

科技路 新建  白蒲镇 

科技路西延 新建  九华镇 

客运站扩建、枢纽配套设施 扩建  如城街道 

林江线下穿沪渝蓉沿江高铁改造工程 改建  吴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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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池路 新建  城北街道 

龙游河科创走廊道路 1 新建  磨头镇 

龙游路 新建  吴窑镇 

鹿门路新建工程（氢能小镇-起凤路） 新建  城北街道 

绿杨南路 新建  如城街道、城南街道 

马九路 新建  城南街道 

敏学路 新建  长江镇 

磨头初中疏散广场和公共停车场 新建  磨头镇 

南通港如皋港区长源通用码头工程 新建  长江镇 

南通恒信混凝土有限公司码头 改建  磨头镇 

南通内河港如皋港区汇舸码头 新建  石庄镇 

南通伟鑫混凝土有限公司码头 改建  磨头镇 

宁江路东段 新建  长江镇 

宁江路西段 新建  长江镇 

宁启铁路复线电气化（如皋段）四电等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城南街

道、白蒲镇 
宁启铁路司马港段改造工程 新建  城南街道、丁堰镇、白蒲镇 

藕池路 新建  城北街道 

平江路东段 新建  长江镇 

平江路西段 新建  长江镇 

平西路东段 新建  长江镇 

平西路西段 新建  长江镇 

蒲黄线拓宽工程 新建  长江镇、下原镇、白蒲镇 

圃园路 新建  如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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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庆路（仁寿路-起凤路）北延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清水路 新建  长江镇 

庆余路（东风河-花市路）新建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庆余路西延 新建  城北街道 

如常高速（如皋至泰兴段） 新建  搬经镇、磨头镇、城南街道、丁

堰镇 
如常高速下穿沪渝蓉沿江高铁改造工程 改建  搬经镇 

如港路下穿沪渝蓉沿江高铁改造工程 改建  吴窑镇、磨头镇 

如皋港区铁路专用线 新建  白蒲镇、下原镇、长江镇 

如皋港综合交通枢纽集输运体系 新建  长江镇 

如皋港综合交通枢纽集输运体系 新建  九华镇 

如皋港综合交通枢纽集输运体系 新建  下原镇 

如皋港综合交通枢纽集输运体系 新建  城南街道 

如皋高新区（城南街道）农村公路（观风南路）工程 新建  城南街道 

如皋市城市道路（大司马南路）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 

如皋市惠民路西延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如皋市惠民路西延邵庄大桥建设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如皋市如城街道农村公路（科技路）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 

如皋市如城街道农村公路（仙鹤南路）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 

如皋市市镇公路（搬石线）工程 新建  石庄镇、搬经镇、磨头镇 

如皋市市镇公路（丁磨线）工程 新建  城南街道 

如皋市市镇公路（海阳北路）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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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市镇公路（万寿南路）工程 新建  城南街道 

如皋市市镇公路（中央大道）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 

如皋市市镇公路（中央大道）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城南街道 

如皋市长江镇农村公路（东升园区）工程 新建  石庄镇、长江镇 

如皋市长江镇农村公路（经七路）工程 新建  长江镇 

如皋市长江镇农村公路（经四路）工程 新建  长江镇 

如皋市长江镇农村公路（中伟北侧）工程 新建  长江镇 

如皋西站路地综合开发工程 新建  吴窑镇 

如皋西站站前广场 新建  吴窑镇 

如皋至如皋港快速化 扩建  下原镇、长江镇 

如江线下穿沪渝蓉沿江高铁改造工程 改建  下原镇 

如泰运河北侧（花市路-益寿路）生态廊道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森松路 新建  长江镇 

商务区河路 新建  如城街道 

石庄镇 S259 连接线建设工程 新建  石庄镇 

双龙路 新建  城南街道 

台北路 新建  长江镇 

桃源路（庆余路-中山西路段） 新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 

天杨路综合提升 新建  城北街道 

铁路节点-S334 新建  城南街道 

铁路节点-城南大道 新建  城南街道 

通皋大道 新建  城南街道、下原镇、九华镇 

通扬路（惠民路-仁寿路）新建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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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扬线如皋段航道整治工程 改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磨头镇、

城南街道、下原镇、丁堰镇、白

蒲镇 
通扬运河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汪明路 新建  城南街道、如城街道 

汪明路配套工程 新建  城南街道、如城街道 

王石线下穿沪渝蓉沿江高铁改造工程 改建  磨头镇 

纬四路 新建  长江镇 

无锡至南通过江通道北接线 新建  九华镇 

五世坊路 新建  白蒲镇 

西板桥路北沿 新建  石庄镇 

下驾原路扩建工程 改建  下原镇 

香江路 新建  长江镇 

斜港河北路西延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 

新 G204 南延工程（如港连接线） 新建  长江镇 

新北路（通龚河-丰登路）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新城附小幼儿园南侧桥 新建  如城街道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 新建  九华镇、下原镇、吴窑镇、磨头

镇、江安镇、搬经镇 

新建盐城至南通铁路（如皋段）四电等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城北街道、城南街

道、下原镇、白蒲镇 
新源路 新建  城南街道 

兴园一路 新建  丁堰镇 

宣化南路 新建  如城街道 

讯驰路 新建  长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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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高速如皋服务区 扩建  白蒲镇 

盐城至南通铁路 新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城南街

道、白蒲镇、下原镇、九华镇 
永丰大桥 新建  丁堰镇 

永康路 新建  长江镇 

又来沙作业区通用码头 新建  长江镇 

育贤路（东皋桥-东皋路） 新建  如城街道 

园南路 新建  丁堰镇 

园区路 新建  城北街道 

跃龙路（鹿门路-紫光路）东延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跃龙路西延 新建  城北街道 

闸南路 新建  长江镇 

站北路及站南路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城南街道 

站东路 新建  吴窑镇 

站前路 新建  吴窑镇 

站西路 新建  吴窑镇 

张皋过江通道 新建  江安镇、石庄镇、长江镇 

长江镇外环北路 新建  长江镇 

长宁路 新建  如城街道 

长青沙新闸引河港池码头一期工程 新建  长江镇 

雉东路 新建  东陈镇 

雉水大道 扩建  东陈镇 

中央大道西延 新建  如城街道 

周圩港桥 新建  长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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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路北延 新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 

油江路 新建  长江镇 

三、水利 
八里港闸 新建  城南街道 

大司马河 新建  如城街道 

东方红河南闸 新建  九华镇 

凤龙河北闸 新建  石庄镇 

葛圩支港北闸 新建  江安镇 

古龙游河大水体 新建  如城街道 

规划福成河 新建  长江镇 

横郭石河河道整治工程 扩建  长江镇、石庄镇 

黄港河北闸 新建  九华镇 

季圩港北闸 新建  石庄镇 

江防河闸 新建  长江镇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利用连申线（通榆河南延）结合送水工程焦港闸工程 新建  江安镇 

利用连申线（通榆河南延）结合送水工程焦港闸工程 新建  石庄镇 

龙游河北延 新建  如城街道 

茅雉河南延工程 新建  城南街道 

茅雉河整治二期闸站 1 新建  如城街道 

茅雉河整治二期闸站 2 新建  如城街道 

茅雉河整治二期闸站 3 新建  如城街道 

茅雉河整治二期闸站 4 新建  如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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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雉河整治二期闸站 5 新建  城南街道 

茅雉河整治二期闸站 6 新建  如城街道 

茅雉河整治二期闸站 7 新建  城南街道 

茅雉河整治二期闸站 8 新建  城南街道 

茅雉河整治二期闸站 9 新建  城南街道 

农建港河道整治工程 扩建  长江镇 

鹏鹞水务围堰 新建  长江镇 

区域供水泵站 新建  城南街道 

如皋市江堤景观路工程(堤防 1) 改建  长江镇 

如皋市江堤景观路工程(堤防 2) 改建  长江镇 

如皋市江堤景观路工程(堤防 3) 改建  长江镇 

如皋市江堤景观路工程(堤防 4) 改建  长江镇 

如皋市江堤路工程（堤防 1） 改建  长江镇 

如皋市江堤路工程（堤防 2） 改建  长江镇、九华镇 

如皋市江堤路工程（堤防 3） 改建  长江镇、石庄镇 

如皋市江堤路工程（堤防 4） 改建  长江镇 

如皋市青年港港池码头工程 扩建  长江镇 

如皋市永平闸迁建工程 新建  长江镇 

如海运河如皋市段治理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如城街道、磨头镇、

吴窑镇、长江镇、九华镇 
如泰河接通工程 新建  搬经镇 

如泰运河航道整治工程 新建  搬经镇、城北街道、如城街道、

东陈镇、丁堰镇 
三洞口河闸 新建  长江镇 

四案排涝站 新建  长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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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扬运河整治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五里港大水体 新建  城南街道 

五里港闸 新建  城南街道 

五零河北闸 新建  长江镇 

新跃河北闸 新建  长江镇 

又来沙港池码头工程 新建  长江镇 

长江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  长江镇 

中兴河整治工程 新建  城北街道 

周圩港北闸 新建  长江镇 

周圩港水系整治工程 扩建  长江镇 

四、其他 
鹌鹑养殖产业融合项目 新建  搬经镇 

白蒲阳光敬老院 新建  白蒲镇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白蒲镇公墓 新建  白蒲镇 

搬东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搬经镇 

搬东新型合作农场配套设施项目 新建  搬经镇 

搬东易俗堂 新建  搬经镇 

搬经镇公益公墓 新建  搬经镇 

搬经镇污水处理厂 新建  搬经镇 

蔡荡村公共服务中心 新建  下原镇 

曹石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场东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磨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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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东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场西村便民红白理事堂 新建  磨头镇 

场西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磨头镇 

陈家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城北康养小镇 新建  城北街道 

城南敬老院 新建  城南街道 

畜禽粪污收集中转中心 新建  吴窑镇 

穿通扬运河地涵 新建  白蒲镇 

大石社区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大石卫生室 新建  吴窑镇 

戴飨堂旅游开发 新建  东陈镇 

邓高社区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丁冒村家庭农场休闲现代农业项目 新建  磨头镇 

丁冒村农产品加工和储藏项目 新建  磨头镇 

丁冒村特色种植田园乡村示范项目 新建  磨头镇 

董堡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高明庄粮食烘干仓储项目 新建  搬经镇 

高明庄食用菌产业融合项目 新建  搬经镇 

高庄社区公共厕所 新建  磨头镇 

高庄社区污水处理设施 新建  磨头镇 

顾沈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国家电网服务站 新建  磨头镇 

航空小镇项目 新建  白蒲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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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柳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何柳净菜加工项目 新建  吴窑镇 

何正中草药示范园项目 新建  石庄镇 

荷香民俗园水上乐园项目 新建  城北街道 

黑水虻养殖产业融合项目 新建  城南街道 

花心思盆景园项目 新建  城南街道 

黄石社区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加力村公共服务中心 新建  搬经镇 

江安公墓 新建  江安镇 

江安老年康复中心 新建  江安镇 

江安镇红色生态旅游项目（二期） 新建  江安镇 

江安镇红色生态旅游项目（一期） 新建  江安镇 

江上堤（望江亭）休闲驿站 新建  长江镇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江苏如皋中央直属棉花储备库项目 新建  长江镇 

北环生物科技铁皮石斛种植与加工融合发展项目 新建  长江镇 

江苏省如皋姜芥园革命教育（文化传承）基地 新建  九华镇 

焦港村蔬菜物资供销项目 新建  搬经镇 

秸秆收储项目 新建  城南街道 

金磨文体广场 新建  磨头镇 

九华镇公墓 新建  九华镇 

九华镇污水处理厂新建工程 新建  九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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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桥蔬菜存储项目 新建  搬经镇 

菌菇种植项目 新建  吴窑镇 

朗张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老户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老庄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老庄农民大舞台项目 新建  吴窑镇 

里庄公墓 新建  城北街道 

立新社区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立新社区生态游园 新建  吴窑镇 

立新社区生态游园 新建  吴窑镇 

粮食储备库 新建  江安镇 

六团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江安镇 

龙河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龙游湾沿江生态景观带建设项目 新建  长江镇 

楼房中草药材产业融合项目 新建  石庄镇 

卢庄村公共服务中心 新建  搬经镇 

磨头丁冒村菖蒲寺历史文化保护提升项目 新建  磨头镇 

磨头公益公墓 新建  磨头镇 

磨头美食文化街 新建  磨头镇 

磨头卫生院停车场 新建  磨头镇 

磨头小学停车场 新建  磨头镇 

南通粮食物流中心 新建  九华镇 

南通如皋港区食用菌工厂化智慧产业项目 新建  长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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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如皋市黄庄黄酒生产基地续建 新建  江安镇 

南通市如皋市蜗牛养殖 新建  吴窑镇 

南通市如皋市赜境朝阳农业生态示范园项目 新建  丁堰镇 

南通温氏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项目 新建  石庄镇 

盆栽市场项目 新建  城南街道 

蒲港公墓 新建  长江镇 

钱庄社区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蚯蚓处理生活污泥项目 新建  磨头镇 

如皋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系统 新建  搬经镇 

如皋城区污水处理厂 新建  如城街道 

如皋华夏花卉游客中心 新建  磨头镇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新建  城北街道 

如皋盆景塑形观赏科技园 新建  江安镇 

如皋市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暨环卫停车场工程 新建  如城街道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如皋市江安镇慰烈园 新建  江安镇 

如皋市江安镇徐葛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新建  江安镇 

如皋市绿谷家庭农场 新建  江安镇 

如皋市自来水厂深井应急水源用地 新建  如城街道、城北街道 

如皋益有拟建应急储备站、加油加气站 新建  如城街道 

三元社区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尚书休闲农业项目 新建  东陈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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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甸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沈甸农产品加工项目 新建  吴窑镇 

沈徐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胜利社区生态园 新建  江安镇 

十字桥村便民服务中心 新建  磨头镇 

十字桥村历史文化开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时光里半亩花田项目（二期） 新建  石庄镇 

时光里半亩花田项目（一期） 新建  石庄镇 

蔬菜清洗冷链项目 新建  城南街道 

水务集团常青增压泵站 新建  搬经镇 

水务集团城北增压泵站 新建  如城街道 

水务集团江安增压泵站 新建  江安镇 

水务集团桃园增压泵站 新建  城南街道 

桃花源记休闲农业项目 新建  长江镇 

天然气管道应急储备站 1 新建  如城街道 

天然气管道应急储备站 2 新建  城南街道 

万全居家养老项目 新建  搬经镇 

万全食用菌产业融合项目 新建  搬经镇 

温氏养殖产业融合项目 新建  搬经镇 

文著乡村振兴生活富裕项目 新建  白蒲镇 

吴窑便民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 新建  吴窑镇 

吴窑社区公共厕所 新建  吴窑镇 

吴窑镇福康医院 新建  吴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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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窑镇公益公墓 新建  吴窑镇 

吴窑镇立新敬老院 新建  吴窑镇 

奚斜粮站 3、4 号仓改扩建 新建  白蒲镇 

下原公墓 新建  下原镇 

下原蔬菜冷链项目 新建  下原镇 

下原镇蘘荷加工项目 新建  下原镇 

夏庄百姓大舞台、易俗堂项目 新建  城南街道 

小马社区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小微盆景基地项目 新建  城南街道 

晓庄村公共服务中心 新建  搬经镇 

新港村便民红白理事堂和农民大舞台 新建  磨头镇 

新建东陈镇洪桥污水处理 新建  东陈镇 

新联社区垃圾中转站 新建  磨头镇 

新联社区农民大舞台 新建  磨头镇 

新徐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新增建

设用地 位置 

新庄公墓 新建  城南街道 

星港村便民服务中心 新建  磨头镇 

星港村公共厕所 新建  磨头镇 

兴韩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徐黄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 新建  江安镇 

严鲍村公共服务中心 新建  搬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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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狄村乡村旅游项目 新建  磨头镇 

袁庄村文化广场 新建  搬经镇 

月旦社区居家养老项目 新建  白蒲镇 

月旦乡村振兴生活富裕项目 新建  白蒲镇 

长江烈士陵园 新建  长江镇 

长江养老院 新建  长江镇 

长西村公共服务中心 新建  吴窑镇 

长西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长庄村垃圾中转站 新建  吴窑镇 

镇龙公墓 新建  长江镇 

智慧养老项目 新建  搬经镇 

稚水花谷项目 新建  城南街道 

中储棉仓储项目 新建  长江镇 

周群社区艾草种植综合体验项目 新建  江安镇 

卓吾公共文化广场 新建  磨头镇 

卓吾路配套工程 新建  磨头镇 

合计 580.368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