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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拟建马头山水库位于济南市莱芜区茶业口镇。2024 年 3 月，山

东省自然资源厅出具《山东省自然源厅关于济南市莱芜区马头山水库

工程项目用地预审意见》（鲁自然资函〔2024〕277号）（图 1.1-1），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图

1.1-2）；2024年 4月,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济南市莱芜区马头山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鲁发改项审〔2024〕121号）（图 1.1-3）；2024年 5月，山

东省水利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济南市莱芜区马头山水库工程初步设计及概

算的批复》（鲁水许可字〔2024〕50号）（图 1.1-4）。

图 1.1-1山东省自然源厅关于济南市莱芜区马头山水库工程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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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图 1.1-3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济南市莱芜区马头山水库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图 1.1-4 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济南市莱芜区

马头山水库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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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库区建设占压村民房屋需搬迁安置的村庄，主要涉及东腰关

村、西腰关村、南腰关村、北腰关村、下迷马镇村。根据《山东省水

利厅关于印发济南市莱芜区马头山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

审核意见的函》（鲁水发规函字〔2024〕9 号）（图 1.1-5），文中

提到“农村移民搬迁安置人口 198 人，农村移民生产安置采取农业安

置和一次性补偿等相结合的方式，搬迁安置采取后靠集中安置、后靠

分散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相结合的方式”。五个村共需搬迁 71

处宅基地，其中 2户同意货币安置，其余需安置宅基地 69 户，村民

198 人。

图 1.1-5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济南市莱芜区马头山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

安置规划审核意见的函

1.2 项目区位

本次规划的 5个村庄，位于莱芜区东北、茶业口镇西南，村域总

用地面积 893.76公顷，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63.61公顷。五村可通过省

道 327，经莱明路、省道 317与济南市主城区及周边区域便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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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项目区位图

1.3 项目安置

1.3.1 安置方式

由于搬迁村庄村民的生计来源单一，主要通过种植花生、地瓜、

板栗、花椒等林果、经济作物获得收入，土地流转量少，且以单户种

植为主。村民强烈要求在村内就近安置，以方便生产。因此，在马头

山水库工程可研报告与初设的批复文件中，都确定了“集中安置、后

靠分散安置”的基本安置形式。

1.3.2 安置标准

本次规划安置人口为 198 人，依据《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

（2024 年版）》（图 1.3.2）中“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指标”要求，山

区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面积≤80㎡/人，户均宅基地≤133㎡，容

积率≥0.4；村庄聚集型农村新型社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山地丘

陵地区的村庄聚集型社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 80㎡/人。因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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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80㎡/人测算，安置区总用地规模不宜超过 1.6

公顷。

图 1.3.2 山东省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指标

1.3.3 安置区建设布局

根据《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济南市莱芜区马头山水库工程建设

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审核意见的函》（鲁水发规函字〔2024〕9 号），

结合前期村民搬迁意愿调查与镇政府、村集体的协商意见，下迷马镇

村村民在本村就近安置的意愿强烈，因此在村域范围内选址，采用低

层住宅形式安置 19户（57人）（图 1.3.3-1），用地规模应控制在约

0.45公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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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1 低层住宅

根据马头山水库工程初设成果，结合本次村庄规划调研，下迷马

镇村安置区，位于金来大道北侧，占地面积约 0.45公顷（图 1.3.3-2）。

图 1.3.3-2 安置区位置图

2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占压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概况

2.1 济南市山体保护规划（2023—2035年）

2.1.1 山体管控措施

（1）在重点保护名录的山体范围内，除依法批准的交通、水利、

林业、电力、消防、通信、气象、地震监测、景观游赏等公共服务设

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外，不得进行与生态功能保护无关的生产和开发活

动。禁止下列行为：

①开山采石、探矿采矿；

②挖砂、取土；

③新建、扩建坟墓；

④对既有建（构）筑物进行改建、扩建；

⑤乱搭乱建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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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毁林开荒、乱砍滥伐林木；

⑦倾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或者建筑垃圾；

⑧倾倒、堆放、填埋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⑨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和

生活垃圾填埋场；

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侵占、破坏山体的行为。

（2）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山体保护的

有关要求，避让山体保护控制线。在城市设计中，对邻近山体的建设

项目，应当对其建筑形态、建筑高度、风格色彩以及退让距离作出规

定，减少对山体的遮挡，做到与山体景观、城市风貌相协调。

（3）在重点保护名录的山体范围内，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对已有的采矿企业逐步关停，对不符合山体保护规划的原有建（构）

筑物逐步搬迁，对违法违规项目予以清理整治。

（4）在重点保护名录的山体范围内，属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等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更为严格的保护规定的，从其规定。

（5）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侵占、移动和损毁山体保护界桩、

保护标志。

2.1.3 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内用地占用及优化调整程序

在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等法定规划中涉及占用重点山体保护控制

线范围内用地的，需要调整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的，纳入相关规划一

并履行专家论证、社会公示、审查审批程序。

2.2 莱芜区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基本情况

莱芜区共分布有 168座山体，规划将 91座山体列入重点山体保

护名录，划定山体保护控制线，山体保护控制线面积 361.81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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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图 2.2）。

图 2.2 莱芜区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示意图

2.3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与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的关系

拟选址下迷马镇村安置区位于济南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范围内

（旋峰顶山东南），旋峰顶山位于下迷马镇村正北，重点山体保护控

制线面积共 623.52公顷，规划安置区占压面积约为 0.45公顷（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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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安置区与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的空间关系图

3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占压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必要性分析

3.1 选址原则

（1）上位规划：根据《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济南市莱芜区马

头山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审核意见的函》（鲁水发规函字

〔2024〕9 号），马头山水库工程涉及的搬迁安置采取“后靠集中安

置、后靠分散安置”等安置方式。

（2）村民意向：符合村民意愿；下迷马镇村村民希望在本村内、

临近现状集中生活居住区就近安置，便于村民生活及耕种；周边交通

便利，设施齐全，生活方便。

（3）底线约束：不得占压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避让

公益林等底线空间。

（4）用地适宜：用地规模适宜，满足安置区用地规模需求；符

合茶业口镇城镇发展方向和城镇功能布局；场地平整、形态规整，适

宜农村住宅布局。

（5）安全可行：远离污染源、易燃易爆产品生产储存区域，远

离高压线路及其设施，不宜紧邻噪声源、振动源和电磁场等区域；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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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工程建设，安全、经济、可行。

3.2 现状宅基地挖潜

下迷马镇村现有人口 196户，484人，目前村内“一户多宅”3户，

共 7处宅基地，其中 2户拥有 5处宅基地，但均位于水库淹没区范围，

剩余 1户占有 2处宅基地，但有现实分户需求，整体不具备挖潜内部

居住空间、形成搬迁安置的可能。

3.3 选址方案

下迷马镇村综合考虑国土空间规划限制要素、现状村庄宅基地集

中区域以及公服设施服务半径等因素，在村域范围内初步筛选 2块面

积适宜的可能性地块。

第一步，落实永农、生态保护红线、重要山体保护红线、生态公

益林、水库淹没区等底线要素（图 3.3-1）；第二步，筛除现状已建

成区域（图 3.3-2）；第三步，删除面积不足及狭长地块（图 3.3-3）；

第四步，筛选可能性方案（图 3.3-5）。

图 3.3-1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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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选址方案

图 3.3-3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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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选址方案

图 3.3-5 下迷马镇村可能性安置区分布图

可能性地块①——面积 0.66公顷，距离现状村庄居民点较远，

直线距离 1.2km，现状无道路联通，交通不便，搬迁难度大，不适宜

作为安置区（图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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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可能性地块 1现状照片

可能性地块②——面积 4.68公顷，距村直线距离 800m，现状为

山体，地块内部高差较大，西侧为永久基本农田，东侧紧邻采矿用地，

易发生安全事故，且水库建成后，无桥梁连接，需经水库管理公路绕

道南腰关大桥至金来大道回本村，交通极为不便，不适宜作为安置区

（图 3.3-7）。

图 3.3-7 可能性地块 2现状照片

因此上述两块用地均不适宜下迷马镇村迁建村民的安置。考虑到

下迷马镇村的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约占村域总面积的 63%，且无可选

地块满足搬迁要求，根据《济南市山体保护规划（2023-2035年）》

中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内用地占用及优化调整程序，经乡镇、村集体

与村民反复对接沟通后，以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与生态保护红线为前

提，将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纳入选址范围。

综合考虑村民意愿及生活便利性，下迷马镇村搬迁安置区拟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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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来大道北侧，用地面积约 0.45公顷（图 3.3-6）。

图 3.3-6 安置区位于下迷马镇村的位置

4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占压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合理性分析

4.1 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

拟选址的地块不压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根据《济南

市莱芜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30 年）》，本次选址地块均

位于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内。

4.2 地灾评估与压矿查询

根据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山东地质勘查院编制的《山东省济南市莱

芜区马头山水库工程安置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对水库周边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评估，并经专家评审结论为，现状评估区内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预测评估工程建设引发或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

危险性小；建设工程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综合评估全区为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建设场地适宜性为适宜（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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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拟选址安置区在“地灾评估”中的位置示意图

经茶业口镇人民政府与莱芜区自然资源局对接，拟选址安置区不

存在压覆矿产的情况（图 4.2-2）。

图 4.2-2 拟选址安置区地灾及压矿查询表

5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占压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可行性分析

5.1 现状用地分析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用地面积共 0.45公顷，基于莱芜区 2020年国

土变更调查底图，其中占用果园面积为 0.1公顷、水浇地面积 0.27公

顷、乔木林地面积 0.06公顷、其他园地面积 0.02公顷。选址用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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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占永久基本农田，在占用现状用地方面是可行的。

图 5.1 拟选址安置区现状图

5.2 建设条件分析

场址地势高差不大，现状东北高西南低，呈梯田地块。场地现状

高程虽然在 268.6-280.1m之间，但新改线的金莱大道抬高后设计高程

为 278.00m（图 5.2-1、5.2-2），因此通过适当的挖填方工程措施，

场地方便通过辅道与外部道路连接。后期建设方案结合场地地形特点

及周边道路设计高程进行竖向设计，场地高程约 280.0m，建筑室内

地坪高于 280.3m（图 5.2-3、5.2-4、5.2-5）。

安置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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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金来大道路线平面图

图 5.2-2 金来大道路线纵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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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用地边界图

图 5.2-4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竖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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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平面布置图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宅基地距离金来大道直线距离为 25m，符合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

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为：国道不少于 20米；省道

不少于 15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米”的要求，东西长

260m，南北宽 17m，占地面积 4544.78m2，符合安置人数 57人，人

均 80 m2，安置用地规模小于 4560m2的限制要求，宅基地自东向西一

字排开，分东西两段，其中西段长 109m、宽 10.9m，东段长 121m、

宽 10.9m，宅基地南侧预留 4m宽道路，安置区北侧新建部分挡土墙，

挡土墙北侧规划截洪沟，共安置 19户。

5.3 与村庄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依据《济南市莱芜区茶业口镇东腰关村、西腰关村、南腰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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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腰关村、下迷马镇村村庄规划（2024-2035年）》，下迷马镇村安

置区规划后地类为农村宅基地。

图 5.3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规划图

6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建设对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影响性分

析

6.1 生态影响分析

通过对下迷马镇村现状可选用地的分析，筛除限建要素外的用地

皆不满足村民意愿及安置条件，只能选址在地块三区域实施安置。此

处区域压占重要山体保护线约 0.45公顷，现状已作为农业生产使用，

大部分为园地（图 6.1），并非自然山体，对山体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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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下迷马镇村安置区现状照片

6.2 社会影响分析

据民意调查，村民主要诉求为靠近原农村居民点，便于生活和耕

作；拟选址安置区靠近原居住区，生活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与现状

村内道路连通且临近金来大道。因此，在社会影响方面是可行的。

6.3 山体保护相关措施

6.3.1 生态修复措施

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空间多样

性，加强区域整体保护和塑造。根据生态系统退化、受损程度，采取

不同的修复措施，对已经受到破坏的山体进行生态修复，包括植被恢

复、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等。

6.3.2 安全防护措施

（1）监测预警：在安置区后侧布设监测站，通过现代化技术手

段如高精度 GPS、遥感、激光扫描等进行监测，及时判断山体稳定性

的变化。

（2）治理措施：采用物理、生物和工程手段来治理山体，保证

山体的稳定。物理治理可以通过建立挡土墙、护坡等工程手段来增加

山体的稳定性；生物治理可以通过植被恢复和造林来加固土壤。

综上，建议在修编济南市山体保护线时，整体考虑该区域保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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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调整形成完整流畅的山体保护线控制边界（图 6.3-2）。

图 6.3-1 调整前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

图 6.3-2 调整后重点山体保护控制线

7 结论与建议

经综合比较分析，下迷马镇村安置区选址，符合村民迁建诉求，

村内及外部交通便利，公共服务及市政设施配套方便，占压重点山体

保护控制线建设安置区的方案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