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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自然规划发〔2024〕112 号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印发《济南市村庄规划管理通则（试行）》

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功能区管委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

然资源部中央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山东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切实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要求，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立足乡村实际，制定了《济南市村庄规划管理通

则（试行）》（以下简称《通则》），现印发给你们。

请各区县（功能区）按照《通则》实施乡村地区建设项目管

理，也可进一步细化《通则》技术要求，规范办理流程，结合实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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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制定本辖区通则式管理规定。如实施过程存在问题，可及时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馈。

附件：济南市村庄规划管理通则（试行）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 年 9 月 18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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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南市村庄规划管理通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暂未编制村庄规划地区的乡村建设活动，

根据国家及省、市有关政策要求，立足济南实际，制定本通则，

作为乡村地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

依据。

第二条 通则适用于村庄建设边界内，且属于 2020 年度国土

变更调查村庄用地（203）上进行农村村民住房、乡村公共服务设

施和公用设施、不改变用地用途的乡村产业项目等建设管理。

第三条 村庄建设应统筹考虑资源环境、用地布局、道路交通、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要素，符合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山

体保护、泉水保护、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建设管控要求，突出

历史文化传承，体现地域特色。

第四条 村庄建设应遵循集约节约用地原则，充分利用原有闲

置宅基地、村内空闲地等存量建设用地。

第二章 建设管控要求

第五条 农村村民住房应符合“一户一宅”政策，布局应相对

集中，顺应地形地貌，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第六条 户均宅基地面积应符合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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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村民住房原则上建筑层数不超过三层，建筑高度不超过 12

米，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260 平方米。

第七条 村民住房建设应注重建筑质量与安全，户型设计鼓励

选取住建部门标准设计图集。

第八条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宜布置在位置适中、内外联系方便

的地段，方便村民使用。优先利用闲置建筑改造成为公共服务设

施，鼓励建筑功能复合利用。

第九条 农村供水、供电、供热、燃气、污水处理、垃圾收集

点、公厕等设施结合服务半径、邻避要求合理选址，减少对环境

和生活的影响。

第十条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和公用设施配置应符合文化、教

育、卫生、水务、市政等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和有关规范标准（附

件 2）。

第十一条 乡村产业鼓励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合理保障农产品

加工流通、农村休闲观光旅游、电子商务等混合融合的产业用地，

土地用途可按工业、商业、物流仓储用地等管理，符合土地用途

兼容的情形也适用于本通则。沿黄区县村庄工业用地须符合相关

产业政策要求。

第十二条 乡村产业负面清单：村集体用地不得用于商品住

宅、别墅、酒店、公寓等房地产开发；严禁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

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列入国家禁止

类产业目录的、污染环境的项目；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其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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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情形。

第十三条 乡村产业用地控制指标原则上应依据山东省建设

用地控制标准，同时可结合山水自然风貌、地形地势条件、建设

项目节地评价等合理确定。

第三章 历史文化保护和风貌特色引导

第十四条 村庄建设应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尊重乡土风貌

和地域特色，突出传统民居风貌、农业景观、乡土文化，保持村

落空间、历史风貌、人居环境完整性。

第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内的建设活动须落实保护

规划的管控要求，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维护村落文化遗产形

态、内涵和村民生产、生活真实性，注重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第十六条 做好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名泉、古树名木等

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利用，其周边的建设活动须符合

相应管控要求。

第十七条 村庄建设鼓励就地取材，利用本土材料，建筑高度、

形式、色彩、细部构件等与村庄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村庄传统

空间格局和街巷肌理。

第四章 安全防灾减灾

第十八条 村庄建设应尽量避让地震断裂带、地质灾害高易发

区和隐患点、地下采空区等危险地段，严格落实防洪、抗震、地

质灾害、蓄滞洪区等灾害风险控制线管控要求和防灾减灾措施。

第十九条 村庄建筑的防火间距应满足农村防火规范要求，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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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第二十条 乡村产业项目应符合行业安全生产和环保政策要

求。

第五章 规划审批要求

第二十一条 符合通则适用情形的农村村民住房、乡村公共服

务设施和公用设施、乡村产业项目等建设管理，可按照通则依法

依规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通则适用范围之外需要核发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的情形，需编制村庄规划作为规划依据，各区县不得

随意扩大通则的适用范围。

第二十二条 村庄建设项目的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

度、主要出入口、停车泊位、建筑退距等控制要求，应符合济南

市城乡规划管理相关规定的有关要求，涉及安全、环保、泉水保

护等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事项，结合具体情形可征询行业主管部

门意见。

第二十三条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审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按

程序依法办理，严格履行批前批后公示程序。建设项目应充分征

求相邻用地权益人意见，并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

意。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通则由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各区县可根据实际制定本辖区通则式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通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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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通则应纳入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依法报批后作为

乡村规划建设管理依据。在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批复之前，区县

可直接依据通则进行管理。

2、村庄建设边界以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村

庄建设区，县级（分区）国土空间规划或乡镇（街道）国土空间

规划划示的村庄建设边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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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农村宅基地指标规定

居民点类型 户均宅基地（㎡） 容积率

城郊居民点
平原居民点 ≤166 ≥0.5

山区居民点 ≤133 ≥0.4

其他居民点
平原居民点 ≤200 ≥0.3

山区居民点 ≤133 ≥0.4

注：村庄建在盐碱地、荒滩地、山坡薄地上的，可适当放宽，但最多不得超过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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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行政村层级”设施配置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

称
配置
类型

服务内容

规模性指标 覆盖性指标
效率
半径

品质性指标 备注建筑
面积（㎡）

用地面
积（㎡）

服务
半径

配置要求

社区
服务

行政管理
村级综
合服务
设施

★ 村委会成员办
公场所

≥300 - - 各行政村
设一处

应独立
占地

-

警务室建筑面积 68
平方米。（《关于加强
新建住宅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用房规划建设
和移交管理的通知》
(济建发[2017]65号)）

为老服务
日间照
料中心

*

☆

老年人日托服
务，包括餐饮、
文娱、健身、
医疗保健等

300 15-30㎡/
人

- - 宜综合
设置

（1）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
出入口；（2）宜结合村庄活动
中心设置

-

终身教育
幼儿园

* ☆
保教 3周岁-6
周岁的学龄前

儿童
- -

邻近村庄
可集中设
置一处

应独立
占地

（1）应设于阳光充足、便于家
长接送的地段；其生活用房应
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
于 3h的日照标准；宜设置于可
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面；
（2）建筑层数不宜超过 3层；
（3）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 1/2
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

阴影线之外。

按照《山东省幼
儿园办园条件标准》
以 及 《 济 南 市
2019-2030 年中小学
及幼儿园布局规划》
要求，落实相应班额
幼儿园建筑及用地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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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类别
设施名

称
配置
类型

服务内容

规模性指标 覆盖性指标
效率
半径

品质性指标 备注建筑
面积（㎡）

用地面
积（㎡）

服务
半径

配置要求

托儿所 ☆ 服务 0-3 岁婴
幼儿

≥200
邻近村庄
可集中设
置一处

宜综合
设置

(1) 位于建筑物 2层以不，应有
独立出入口；宜配有活动场地；
(2) 应设置与阳光充足、便于家
长接送的地段；其生活用房应
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
于 3小时；宜设置于可遮挡冬
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风面；
(3)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二分
之一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
日照阴影线之外；
4)其活动场地可结合绿地、广
场等设置，但不占用绿地、广
场指标；
(5)鼓励利用低效土地和房屋。

建筑面积 30托位及
以下：9㎡；31-60托
位:11㎡/托位；61-90
托位：13㎡/托位；
91-150托位：12㎡/
托位，千人指标 5.0

托位/千人

健康管理
卫生室

* ★ 医疗、预防、
康复等

≥80 - - 各行政村
设一处

宜综合
设置

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
口

按照济南市村卫生室
填平补齐工作方案的
通知（济卫基卫发

〔2023〕3 号），服务
人口大于 2000人以
上建设中心村卫生
室，建筑面积≥150

㎡。

商业服务
便民超

市
★

村民日常生活
用品、肉蛋果
蔬等销售，可
包含快递服务

功能

- - -

各行政村
设一处，
村域面积
较大或集
中居民点
较分散情
况下可多
点设置

宜综合
设置

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用出入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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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类别
设施名

称
配置
类型

服务内容

规模性指标 覆盖性指标
效率
半径

品质性指标 备注建筑
面积（㎡）

用地面
积（㎡）

服务
半径

配置要求

快递点 ☆ 提供快递收寄
服务

- - - 各行政村
设一处

宜综合
设置

（1）安排在建筑首层并设专
用出入口；

（2）可结合便民超市或村委
会等设置

-

文 化 活
动、体育
健身

村综合
性文化
服务中

心

★

宣传文化、党
员教育、科技
普及、普法教
育、体育健身、
文化遗产保护
等（含青少年、
老年活动中

心)

200 - -

各行政村
设一处，
村域面积
较大或集
中居民点
较分散情
况下可多
点设置

宜综合
设置

宜结合村庄活动中心设置 -

文体广
场

★

提供室外文化
活动、体育健
身、集体锻炼
等服务功能

- 500-1000 - - 宜综合
设置

（1）宜与绿地结合设置；（2）
应具有健身路径、灯光、有源
音箱等必要的配套设施设备

鼓励有条件行政村体
育场地总面积尽量达

到 1000㎡以上

农家书
屋

★
农民自管自

用、自助读书
的场所

- - -

各行政村
设一处，
村域面积
较大或集
中居民点
较分散情
况下可多
点设置

宜综合
设置

宜与文体活动室结合设置。 -

历史文
化展室
(乡村
记忆博
物馆)

☆ 展示村庄历史
文化等

50-200 - - - 宜综合
设置

宜结合村庄游园或广场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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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类别
设施名

称
配置
类型

服务内容

规模性指标 覆盖性指标
效率
半径

品质性指标 备注建筑
面积（㎡）

用地面
积（㎡）

服务
半径

配置要求

市政公用

垃圾收
集点

★

村庄居住区域
内设置 “可回
收物、其他垃
圾 ”两分类果
皮箱，用于分
类收集村民和
游客在休闲娱
乐过程中产生
的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按照
“有害垃圾、可
回收物、厨余
垃圾、其他垃
圾 ”四类进行
分类，村民分
类收集。
结合村内公厕
等设施设置生
活垃圾分类归
集点，用于村
内大件垃圾的
临时存放以及
临时归集、转
运村庄内收集
的四类垃圾。

- - 70米

以半径 70
米为标准
设置分类
果皮箱

宜独立
占地

选址交通便利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规模较大的村庄视情
况设置垃圾转运站。

公共厕
所

☆ - - - - - 可综合
设置

（1）宜结合村庄游园或广场设
置；（2）粪便应在无害化处理
后进行农业应用，减少对水体
和环境的污染

-



—13—

设施类别
设施名

称
配置
类型

服务内容

规模性指标 覆盖性指标
效率
半径

品质性指标 备注建筑
面积（㎡）

用地面
积（㎡）

服务
半径

配置要求

小型排
污设施

★
对村庄生活污
水进行处理的

构筑物
- - - - 宜独立

占地

（1）不应建在饮用水源上游；
（2）应设置在村庄地形低洼
处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日常出行

城乡公
交站点

★ - - - - - - 宜在村口设置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社会停
车场

☆ - - - - -

社会停车场利用空闲
场地，在村口、公共
活动中心或结合旅游
设施等集中布局。

公共
安全

应急通道
紧急避
难道路

★ 农民可疏散转
移的村道

- - - - - 主要消防通道有效宽度与净高
不小于 4m. -

微型消防
站

- - - - - - - -

按照《微型消防站建
设 标 准 》
DB37/T3486-019 的
要求规划建设微型消
防站，并配备消防设
施器材。
结合给水工程规划，
沿主要道路规划建设
室外消防栓，并结合
水井房、蓄水池设置
消防车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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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类别
设施名

称
配置
类型

服务内容

规模性指标 覆盖性指标
效率
半径

品质性指标 备注建筑
面积（㎡）

用地面
积（㎡）

服务
半径

配置要求

消防水源

室外消
火栓、
取水

口、取
水平台

★ 用于火灾扑救

结合给水工程规划，
岩主要道路规划建设
室外消防栓，并结合
水井房、蓄水池设置
消防车取水口，在邻
近的天然水源设置消
防车取水平台。

注 1：★代表基本保障型；☆代表品质提升型；
注 2：本表配置要素涉及的相关标准若有更新，则采用最新标准；
注 3：加*的配套设施，其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规模应满足国家、山东省以及济南市的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注 4：承担应急避难功能的配套设施，应满足国家有关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定；

注 5：用地面积作为引导性指标，倡导用地集约节约，鼓励有条件的进行共建共享、综合利用、分时使用。
注 6：村庄因建设条件等原因难以满足配置要求的，可进一步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按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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