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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建设依据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划〔2018〕3号）（以下简称“自然资规划

〔2018〕3号文”）以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以下简称

“自然资规〔2019〕1号文”），为解决当前地方存在的突出问题，允

许将省级高速公路项目纳入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重大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受理范围。对省级高速公路，必须先行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入

库要求，方可受理其用地预审。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工程已列入《广东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18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粤发改

投资〔2018〕144号），属于省级高速公路，符合受理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的重大建设用地预审范围。本项目已于 2017年 1月 24日通过广

东省自然资源厅（原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下同）用地预审（粤国土资

（预）函〔2017〕8号），由于报批阶段项目线位进一步调整，不可

避免占用湛江市坡头区部分永久基本农田。按自然资规划〔2018〕3

号文的规定，本项目需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入库要求后，报自然资

源部重新进行用地预审。

（二）项目建设意义

1、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

（1）是落实广东省 2018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需要

2018年，广东省共安排省重点项目 1098个项目，共投资 5.6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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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000亿元。安排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434个，年

度计划投资 3800亿元。构建现代基础设施供给体系，加强公路、铁

路、机场、港航、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本项目是湛江环城高速公路东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列入广东省

2018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项目建设将有助于推进广东省高速公路

建设目标的完成，进一步完善广东省高速公路网。

（2）是落实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落实湛江市城市空间结构规

划的需要

湛江市城市空间以“南拓、东进、北联、西优”为发展方向，新区

开发与旧城更新并举，推进城区扩容提质、拥湾发展，构建“一湾、

两岸、四轴、五岛、六中心、七组团”的生态型海湾城市新格局。

本项目主要辐射范围包括海东新区、南三岛及东海岛等区域，这

些区域是湛江市城市空间结构中“五岛”和“七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的建设能够有效促进湛江市国家滨海旅游示范区的建设，并加强

各组团对内及对外的联系，充分发挥湛江市组团发展的优势。

（3）是促进海东新区发展建设的需要

根据海东新区发展规划，海东新区的战略定位为粤西中心城市新

兴载体、南亚热带生态海湾新城、大西南出海主通道服务基地、国家

海洋战略重大平台、拓展国际合作重要门户。

海东新区是湛江市城市扩容提质的重大平台，新区的规划建设将

推动广东省深入实施国家海洋战略和加强与大西南地区的战略合作，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海东新区是湛江市城市发展的新阶段，是湛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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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点。

本项目位于海东新区的东侧，是新区疏解对外联系交通量的便捷

通道，也是湛江市“东进”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项目的建设，将有效

促进海东新区新兴经济载体的发展，推动珠三角区与大西南地区的战

略合作。

（4）是南三镇建设国际级滨海旅游示范区的需要

南三镇所在的南三岛是我国第七大岛、湛江市的第二大岛，也是

广东省第二大岛。南三岛位于湛江市坡头区南部，东临浩瀚南海，西

与赤坎、霞山片区隔海相望。

《湛江市南三镇总体规划（2013-2030年）》的主要发展目标是：

“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多元化旅游休闲度假海岛”，重点发展旅游目的

地、冬休度假和城市服务三大职能。功能定位是：全球层面——面向

国际的邮轮旅游目的地；国家层面——中国南方冬休养生基地和环北

部湾旅游度假中心；省域层面——广东省最高水准的海岛旅游度假示

范区；粤西层面——粤西最具特色的商务会议中心和交流门户；湛江

层面——湛江第三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和旅游产业龙头。

本项目是南三岛对外联系的唯一高速公路，能有效促进南三河两

岸快速衔接，同时也将南三岛与国内外时空距离进一步缩短，项目建

成后，游客来往南三岛便捷性将大幅提高。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南

三镇建设国际级滨海旅游示范区的需要。

（5）是建设和完善湛江市公路网，构建中心城区“三环四通”道

路系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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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作为粤西交通大会战的主战场，其交通建设受到湛江市政府

的高度重视，湛江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提出：要打造内外畅通的交通

网络，要尽快打通陆上交通瓶颈，基本形成市外通高铁，县县通高速、

镇镇通快速、村村通公路，市区成环、海湾成环、半岛成环的“三环

四通”大交通格局。

本项目横跨南三河，连接南三岛与坡头区，把汕头至湛江高速公

路南延连接线延伸至南三岛内，并将省道 S373、县道 X665（已申报

升级为省道）、官乾一级公路（规划）、南三岛环岛公路串联起来，

完善了湛江市路网布局。本项目是高速公路，建成后将使南三岛通往

坡头区和珠三角的交通更加快捷、高效、顺畅，这对南三岛和坡头区

的经济和交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

规定，公路及道路运输（含城市客运）属于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可按照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进行审批、核准或备案。本项

目属于省级高速公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供地政策

根据《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

录（2012年本）》，本项目不属于限制和禁止的供地项目，符合国

家供地政策。

（三）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地点涉及湛江市吴川市、坡头区、南三镇。项目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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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湛江吴川市黄坡镇西坡，顺接汕头至湛江高速公路湛江段（汕湛

桩号 K269+111），路线自北向南布线，首先跨越省道 S373，再途经

坡头区坡头镇东侧、乾塘镇西侧，然后连续跨越官乾一级公路（规划）

和南三水道进入南三岛，最后到达本项目终点与县道 X666线相交。

项目位置示意图如图 1-1所示。

图 1-1 项目建设地点示意图

（四）项目用地情况

根据坡头区 2018年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本项目涉及坡头区用地

80.9373公顷，土地利用现状为农用地 78.6037公顷（其中耕地 45.0819

公顷、园地 0.9107公顷、林地 30.8356公顷、其他农用地 1.7755 公

顷）、建设用地 1.9851公顷、未利用地 0.3485公顷，不涉及围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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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项目涉及坡头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用

地
合计

区 镇 村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

用地

坡

头

区

坡

头

镇

博立村 19.336 14.0200 0 5.1113 0.2047 0 0.3485 19.6845
岑霞村 9.2878 2.3216 0 6.4626 0.5036 0.1053 0 9.3931
民有村 24.1359 9.0879 0 14.0228 1.0252 0.6155 0 24.7514
坡头镇

高山村
0.0279 0 0 0.0279 0 0 0 0.0279

前进村 8.0289 5.0499 0 2.9558 0.0232 0.5196 0 8.5485
塘博村 5.6296 4.6578 0 0.9718 0.0000 0.3081 0 5.9377
五合村 12.1576 9.9447 0.9107 1.2834 0.0188 0.4366 0 12.5942

总计 78.6037 45.0819 0.9107 30.8356 1.7755 1.9851 0.3485 80.9373

（五）规划修改原因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72号），

第三十九条：有以下情形之一，确需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

编制机关可以依法组织修改规划，报原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1）国家或省级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调整、经济社会发展

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2）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能源、

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

（3）重大自然灾害抢险避灾、灾后恢复重建；

（4）行政区划调整；

（5）重要民生项目建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项目已列入广东省 2018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符合情形（二）

“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能源、交通、水

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要求，需要修改涉及湛江市坡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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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二、规划修改的原则和依据

（一）规划修改原则

1、总量控制原则

规划修改不得突破规划约束性指标，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

2、节约集约原则

规划修改应本着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公众参与原则

规划修改应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下开展，广泛听取规划修改涉

及区域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合理性建议，并对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充

分听证、论证，努力提高规划修改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4、规划协调原则

规划修改方案应充分征询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注重与交通、规

划、住建、环保等部门行业规划相协调，确保方案切实可行。

（二）规划修改依据

1、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3）《关于修改建设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的决定》(国土资源部令

第 68号)；

（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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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5）《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

的指导意见》（国土资规〔2016〕8 号）；

（6）《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

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10 号）；

（7）《关于改进和优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用地审查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6〕16 号)；

（8）《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

见》（中发〔2017〕4号）；

（9）《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8〕1号）；

（10）《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

（11）《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

（1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

施管理规定的通知》（粤府办〔2013〕3号）；

（13）《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改管理规定〉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3〕23号）；

（14）《关于加大耕地提质改造力度严格落实占补平衡的通知》

（粤国土资规字〔2016〕2 号）；

（15）《关于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高标准农田的通知》（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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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规字〔2016〕4 号）；

（16）《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改进和优化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和用地审查意见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7〕4号）；

（17）《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

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粤发〔2017〕21号）；

（18）《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改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备案

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7〕44号）；

（19）《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广东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永久基本农田

整备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7〕126号）；

（20）《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切实加快垦造水田进度坚决兑现

耕地占补平衡承诺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8〕30号）；

（21）《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非农建设占用水田耕作层

剥离再利用工作指引>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8〕37号）；

（22）《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核备案

等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8〕50号）。

2、相关规划及技术规范

（1）《湛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湛江市坡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

善方案》；

（3）《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4-2010）；

（4）《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5-2010）；

（5）《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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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2-2009）；

（7）《广东省县级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标准》（2010年修订）；

（8）《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

（9）《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标准》（2017版）；

（10）《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

3、其他依据

（1）《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

（2）坡头区 2016年度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成果；

（3）坡头区 2018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

（4）《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坡头

至南三岛段） 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粤国土资（预）函〔2017〕8

号）；

（5）其他相关基础数据。

三、规划修改方案

（一）规划修改总体情况及指标调整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是在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少于上一级规划下

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前提下，仅对永久基本农田的布局进行

调整。本次规划修改对项目占用坡头区的永久基本农田进行补划，并

确保补划数量相等和质量相当，实现坡头区耕地、永久基本农田数量

不减少、质量不减低，因此对坡头区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等控制指标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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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后，本项目可视为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进行用地预审，因此不涉及调整建设用地规模，对坡头区建设用地总

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等控制指标

不产生影响。

因此，规划修改前后，坡头区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等规划控制指标均保持不变。

表 3-1 坡头区主要调控指标修改调整前后对比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指标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化情况

坡头区

耕地保有量 10315 10315 0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7745 7745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10770 10770 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8253 8253 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3562 3562 0

（1）对耕地保有量影响

由于本项目是省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占用的耕地由建设

单位缴纳耕地相关费用，由当地政府组织补充，来确保全区范围内的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对于项目占用的水田，通过垦造水田或预购水田

方式落实补充。规划修改后，耕地保有量保持不变。

（2）对永久基本农田影响

本项目涉及占用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 2.4606公顷（水田 1.6755

公顷、旱地 0.7851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国家利用等）为 6.3

等；根据要求，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2.4620公顷（水田 1.6749公顷、

旱地 0.7871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国家利用等）为 6.3等，确

保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3）对其他主要指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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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仅对坡头区的土地用途区进行调整，对建设用地总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等其他主要指标不产生影响。

（二）土地用途区调整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仅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和一般农地区进行调整，不涉

及其他类型的土地用途区。本方案将 2.4606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调

整为一般农地区；将 2.4620公顷一般农地区调整为基本农田保护区。

调整后，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和一般农地区面积保持不变。

表 3-2 土地用途区调整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涉及镇
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为

一般农地区

一般农地区调整为

基本农田保护区

坡头区 坡头镇 2.4606 2.4620

总计 2.4406 2.4620

（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要性

1、选线原则

公路选线是指在公路规划设计起点、设计终点之间，选择符合国

家标准、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方便使用的公路设计路线的工作。高

速公路选线要综合考虑高速公路线路通过区域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

状况、自然水文地质条件、工程施工难易程度、保留城镇完整性，以

及线路技术等级、战略地位、财政投资等多种因素。线路规模和走向

不仅决定了在公路网中的战略作用，以及在整个运输网络体系中所承

担的角色，还直接关系到能否拉动区域经济等作用。因此，高速公路

线路走向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在前期现场踏勘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沿线周边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与一般公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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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的技术标准更高，决定其工程造价更高，影响范围更广，高

速公路的选线也有更高的要求。

综上，根据项目沿线路网布局、地形、地貌、地质、水文等自然

条件和沿线主要城镇发展规划、农林布局的现状和规划等，本项目路

线方案拟定原则如下：

（1）项目线路多方案比选中需将少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

数量作为方案优选的基本指标。

（2）路线总体走向和布局服从广东省及湛江市高速公路网规划

的总体布局。

（3）重视环境保护及文物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结合

沿线地质情况，尽量避开不良地质地段，避免穿过环境敏感区，尽量

避绕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国防工事。做好公路建设的环境保护，力

争使工程建设对沿线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

度，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降低对沿线城镇生活环境的影响。

（4）在保证行车安全、舒适、快速的前提下，选择工程量小、

工程造价低、营运费用低、经济效益较好的比选方案。在工程量相近

的比选方案中，尽量采用较高的技术指标，提高线路技术条件，避免

片面追求造价低的线路方案。

（5）选线要符合沿线区域城市发展规划、城镇规划、工业园区

规划、经济产业布局、区域交通状况，同时绕避现有密集建筑物区，

减少对规划区及现有建成区的分割。

（6）路线走向力争顺直舒畅，在经过乡镇附近的线位时，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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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对乡镇的影响，“近城而不进城，方便而不干扰”，尽量靠近经

济重心，尽可能多的串联经济中心，最大限度发挥高速公路的功能，

使区域交通出行方便，使沿线重镇、工业区、矿产、旅游等主要交通

发生源之间实现有效连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带动项目周边区域的

产业发展。

（7）充分考虑与其他运输方式和重大项目的协作配合，发挥综

合运输效益。

（8）合理安排路线，严格控制项目用地规模，节约集约用地。

2、线路方案比选

本项目在初测阶段，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路线走廊，

结合区域经济、规划、土地、自然条件及其他因素，通过纸上定线、

实地踏勘并结合地方意见，布设了 A线和 K线 2条比较线。路线方

案比选具体如下：

（1）比选方案概况

1）K线方案

K线方案路线起点（K0+000）位于湛江吴川市黄坡镇西坡，顺

接汕湛高速公路化州至湛江段，路线由北往南，经坡头区坡头镇，于

坡头镇博立村东侧北南走向跨越南三河后进入南三岛。进入南三岛后

路线经围岭村、下兴村西侧，最后到达本项目终点与县道 X666相交。

本方案路线全长 16.148 公里，路线起讫桩号为 K0+680.000～

K16+129.382。路线主要控制点有：汕湛高速云浮至湛江段（在建）、

省道 S373、县道 X655、县道 X666线、官乾一级公路（规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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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南三岛环岛一级公路（规划）。

3-1 K线方案走向示意图

2）A线方案

A 线 方 案 总 建 设 里 程 为 15.211 公 里 。 路 线 起 点 段

（K0+000-K0+680）与 K线形同。路线自北向西南方布线，途经岑下

东侧，于西边地东侧跨越县道 X655，路线继续向西南途经垌尾岭西

侧、西江岭东侧，然后连续跨越官乾一级公路（规划）和南三河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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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岛。进入南三岛后路线继续向南经上郭头东侧、新来村东侧,后

跨越南三岛环岛一级公路（规划）、贯岛中路（规划），最后到达本

路线终点（AK15+211.299）在巴东圩东侧与县道 X666线相交。

3-2 A线方案走向示意图

（2）两个方案比较分析

本项目建设里程较短，核心控制因素为南三跨海大桥，桥位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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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控制线位的走向。从协调南三岛岛内交通布局、桥位布设、建设规

模等角度布设了 K线和 A线两个方案进行同深度经济技术比较。

1）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比较

表 3-3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比较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K线 A线

1 起讫桩号 米
K0+680～

K16+129.382
AK0+680～

AK15+211.299

2 里程长度 公里 16.148 15.211
3 路线增长系数 1.003 1.024

4
平均每公里交点个

数
个 0.4 0.34

5 平曲线最小半径 米 2000 2000

6 最大纵坡 % 2 2.1
7 竖曲线最小半径 - - -
8 凸形 米 11000 12000
9 凹形 米 18000 13000
10 拆迁建筑物 平方米 5125 5590

11 拆迁电力电讯设备 米 671 521

12 建安费 万元 175836.6 154968.4
13 造价 万元 2255188.5 2006809.3
14 征地面积 公顷 37.7338 45.9704

在跨海特大桥桥位选择上，K线处于航道顺直位置，但水面宽度

较宽，约 2公里。A线处于航道转弯位置，但水面宽度较窄，约 1.2

公里。K平均每公里交点个数、建安费及造价等都略高于 A 线。通

过以上的分析比较，K线技术指标略高于 A线，但 A线在建设规模

上较 K线要小。

2）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情况比较

根据湛江市发展规划，项目起止点位置已基本确定，项目路线途

经坡头区坡头镇，南三镇，路线途经区域耕地分布密集。路线布设时

应考虑广东省高速公路网的总体布局，结合沿线城镇规划和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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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要求，路线设计尽量顺直的规划要求。因此项目不可避免地占

用部分耕地。

图 3-3 农用地及耕地分布示意图

坡头区的永久基本农田主要集中分布在龙头镇和坡头镇，本项

目途经坡头镇，该区域的永久基本农田分布较为均匀，项目在起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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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占用到部分永久基本农田。K线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 2.4606公顷，占项目总面积的 2.37%；A线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 25.6799公顷，占项目用地总面积的 25.88%。

K线虽比 A线多占 5.3860公顷的耕地，但 K线方案能够较好地

避让永久基本农田，比 A线方案少占永久基本农田 23.2193公顷。综

合比较，根据尽量少占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的选线原则，K线方案更

为合理。

图 3-4 K线及 A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及耕地范围示意图

3）综合因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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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网布局

a.从路网布局的角度来讲，K线沿用地方环城高速规划路线走向，

符合当地路网规划。

b.K线方案终点连接南三岛至东海岛隧道规划选址路线顺直，同

时也符合当地路网规划。A线终点离南三岛至东海岛隧道规划选址位

置较远，且没有理想的建设走廊带。

②与城镇体系的协调

K 线终点靠近南三岛中心南三镇，对南三镇的城镇发展更加有

利。而 A线终点两侧村镇较多，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从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路网布局、技术标

准、工程规模、与城镇体系的协调等角度分析，本项目最终选择 K

线方案。

表 3-4 K线与 A线综合比较表

比较内容 K线 A线

经济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略高，用地规模较大 技术指标略低，用地规模较小

路线走向

沿用地方环城高速规划路线走

向，符合当地路网规划，终点连

接南三岛至东海岛隧道规划选

址路线顺直，同时也符合当地路

网规划

终点离南三岛至东海岛隧道规划选址

位置较远，且没有理想的建设走廊带

对城镇的影响
靠近南三岛中心，对南三镇发展

有利。
村镇较多，对当地居民影响较大。

占用土地 103.6090公顷 99.2154公顷

占用耕地、永久

基本农田 、高

标准农田

占用耕地比A线多5.3860公顷，

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比A线少

23.2193公顷，占用高标准农田面

积比A线少9.2361公顷。

占用耕地比K线少5.3860公顷，但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比K线多23.2193公顷，占

用高标准农田面积比K线多9.2361公
顷。

推荐意见 推荐 /

通过对项目线路走向进行对比分析、综合论证，可以得出以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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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项目选线时尽可能将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节约集约用地和

保持沿线自然环境原貌作为基本原则，同时将沿线城镇规划、政府意

见、地质地形选线和降低工程实施难度等作为项目选址的重要参考因

素，经综合比选，路线最终建议使用 K线为项目的建设方案，路线

选线合理。项目选址符合国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保护耕地的规定。

因此，项目线路选址合理。

3、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地块实地踏勘情况

经现场踏勘，本项目坡头区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实际情况与附表

1统计情况基本一致，地类为水田、旱地。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地块

分布较为集中和对部分成片地块进行切割。周边区域的农业基础设施

较为完备，水利灌溉条件较好，耕地质量等别均为 6.3等。

4、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必要性分析结论

通过对项目线路走向主要局部路段对比分析、综合论证，可以得

出结论：项目在设计时，局部路段拟定多种线路进行比较，将少占永

久基本农田，尽可能节约集约用地和保持沿线自然环境原貌作为基本

原则，同时，路线的总体设计需将沿线城镇规划与经济发展、减少拆

迁影响和降低工程实施难度等作为项目选址的重要参考因素，项目选

址符合国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保护耕地的规定，因此，项目线路推

荐方案 K线合理可行，项目不可避免地要占用部分永久基本农田。

（四）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合理性

本项目推荐线方案为 K线，占用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 2.4606公

顷（包含水田面积 1.6755公顷），平均质量等别为 6.3等，占用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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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基本农田分布在坡头区坡头镇。

1、项目用地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原因

（1）布线要求的限制

高速公路属于线性工程，具有区域分布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除

此之外，路线在主要控制点之间应尽量顺直，路线布设时须充分考虑

与途经城镇规划的关系，采用“远而不离，近而不入”的原则，尽量走

规划区的外缘。本项目位于粤西地区，根据项目区地形地貌特点及城

镇规划、路网和产业布局等情况，布线主要受沿线城镇规划和地方经

济发展的要求、水源保护区和生态严控区、沿线既有及规划道路或铁

路等因素制约以及考虑绕避密集建筑物区，减少拆迁量，降低项目实

施难度。

本项目布线选址已遵循以上原则少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尽可

能节约集约用地和保持沿线自然环境原貌，同时路线的总体设计也必

须结合沿线城镇规划、地方经济发展、地质地形选线、减少拆迁影响

和提高工程安全性等，布置于综合效益较大的城镇边沿及相对平缓的

地带，而这些地区多为农用地，尤其是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布较为

集中的区域，这是本项目占用较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主要原因之

一。

（2）工程技术标准的限制

为保证高速公路高速、安全、舒适和高效地运行，高速公路在设

计时各项要素指标要求非常严格，特别要求道路整体线路较直，弯道

较少，且弯道的圆曲线半径不得低于《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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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B01-2014）确定的最低控制值等。本项目严格按照高速公路技

术标准设计，根据道路的使用性质和功能、预测交通量、服务水平分

析，结合项目区域地形条件和与相关路网衔接情况，确定项目的技术

标准。

基于这些限制因素和要求，本项目在方案研究和比选过程中，已

采取了综合措施选取走廊带和路线方案，把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

作为方案比选的重要指标，尽量充分利用既有通道，提高土地的使用

效率；可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增加工程投资，采用占地较少的方案。

综上，由于高速公路建设有严格的技术指标要求，本项目路线不可避

免的占用线路沿线地区的永久基本农田。

（3）项目涉及地区的永久基本农田分布特殊性

本项目经过吴川市、坡头区、南三镇，陆域总面积为 103.6090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为 52.5470公顷，占总面积的 50.72%；项目只涉

及占用坡头区坡头镇永久基本农田，其中坡头镇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面

积 2757.7597 公顷，占坡头区总面积的 34.05%，占坡头区耕地面积

18.13%。在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设计要求下，

严格遵循“少占或不占耕地”、“能占劣地不占好地”的原则，但项目途

经区域内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分布广、连片程度较高，无法完全避让

基本农田保护区，项目建设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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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项目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分布图

综上所述，由于高速公路建设严格的技术指标要求和布线时遵循

的原则，以及途经各地区域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布较多的实际情

况，项目不可避免地占用沿线地区的部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2、项目用地规模合理性

根据核查坡头区、吴川市 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占用

土地面积 103.6090公顷。其中各功能分区用地面积分别为路基工程

用地 43.0165公顷，桥梁工程用地 2.0093公顷，交叉工程用地 52.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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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沿线设施用地 5.8633公顷。

本项目用地的定额标准参照《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

标〔2011〕124号）（以下简称《用地指标》）的规定。

1、项目总体用地分析

本项目线路位于湛江市坡头区及吴川市，地势平坦开阔，地形相

对平缓，一般路面标高为 0.6~4.3米，因此本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

按 I类（平原区）地形计算。

本项目主线路线全长 16.148公里，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设计速度为 120公里/时，用地面积为 103.6090公顷，单位用地面积

6.4162公顷/公里，不超过 I类地形区高速公路调整后的 7.5191公顷/

公里。本项目工程用地用地符合《用地指标》中的建设用地总体指标。

本项目建设用地总体分析具体详见下表。

表 3-5本项目建设用地总体分析表

分项
分项指

标(hm2)
单位 数量

用地指标

(hm2)
设计用

地(hm2)
路基工程 4.9079 km 8.8525 49.3474 43.0165
桥梁工程 2.850 km 2.4915 2.0093 2.0093

交叉工程

坡头枢纽互通 50.6667 座 1 26.7673 16.7893
坡头东互通 16.3333 座 1 16.1182 11.8177
乾塘互通 16.3333 座 1 16.1343 14.4415
围岭互通 19.6667 座 1 12.6240 9.6714

收费设施

主线收费站 1.5333 座 1 1.5333 1.5333

坡头东收费站 0.6000 座 1 0.6000 0.6000

乾塘收费站 0.6000 座 1 0.6000 0.6000

围岭收费站 0.6000 座 1 0.6000 0.6000

沿线设施 综合养护基地 2.5333 处 1 2.5333 2.5300
合计 128.8671 103.6090

注：1、用地指标数据来源于《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

2、路基工程用地分析



2828

本项目路基长度 8.8525公里，路基宽度为 26.5米，路基工程用

地面积为 43.0165公顷，单位路基工程用地面积为 4.8592公顷/公里，

不超过 I类地形区高速公路路基宽度 26.5米调整后的用地指标 4.9114

公顷/公里。因此，本项目路基工程用地均符合《用地指标》中的路

基工程用地指标。

因此，本项目路基工程用地符合《用地指标》中的路基工程用地

指标。

3、桥梁工程用地分析

本项目主线桥梁长 2.4915公里，用地面积 2.0093公顷。桥梁工

程用地指标情况详见下表。

表 3-6本项目桥梁工程用地分析表

桥型 桥长（米） 桥宽（米） 数量（座）
桥梁工程用地

面积（公顷）
备注

桥梁 2491.5 26.5 9 2.0093

注：桥梁工程用地为桥梁上部构造的投影面积，按公式 S=B×（L-W）/10000计算（其

中旱桥W取 0），B指桥梁上部构造宽度；L指桥梁跨径长度；W指常水位的水面宽度。

本项目桥梁工程用地用地符合《用地指标》中的建设用地总体指

标。

4、交叉工程用地分析

本项目共设 4处互通式立体交叉，用地面积均未超出《用地指标》

中的互通式立体交叉用地指标。互通式立体交叉用地指标情况详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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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本项目互通式立体交叉用地分析表

序号
互通立交

名称
数量（座） 地形

用地指标

（公顷）

设计用地

（公顷）

1 坡头枢纽互通 1 I类 26.7673 16.7893
2 坡头东互通 1 I类 16.1182 11.8177
3 乾塘互通 1 I类 16.1343 14.4415
4 围岭互通 1 I类 12.6240 9.6714

合计 4 71.6438 52.7199

因此，本项目交叉工程用地均符合《用地指标》中的互通式立体

交叉用地指标。

5、收费设施及沿线设施分析

本项目沿线设置匝道收费站、主线收费广场、主线收费站、服务

区及养护工区，各项设施用地面积均未超出《用地指标》规定。各项

用地指标情况详见下表。

表 5-5 本项目沿线设施用地分析表

序号 设施名称 数量（座） 地形
用地指标

（公顷）

用地面积

（公顷）

1 主线收费站 1 I类 1.5333 1.5333
2 坡头东收费站 1 I类 0.6000 0.6000
3 乾塘收费站 1 I类 0.6000 0.6000
4 围岭收费站 1 I类 0.6000 0.6000
5 综合养护基地 1 I类 2.5333 2.5300

合计 5 5.8666 5.8633

因此，本项目沿线设施用地均符合《用地指标》规定。

综上所述，本项目用地规模严格按照《用地指标》要求设计。通

过对项目总用地与《用地指标》的对比分析，该项目用地面积符合《用

地指标》的规定，同时项目采用了一系列节约集约用地措施，严格控

制用地规模，减少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因此，项目功能区用地

面积符合用地指标，项目用地规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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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措施

针对本项目无法避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情况，建设单位从项目

选址、线路走向、工程设计施工和永久基本农田防护工程设计等方面

采取措施减少占用及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保证了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

划的合理性。

（1）项目选址及路线走向方面

本项目用地选址时严格按照“少占或不占耕地（永久基本农田）”、

“能占劣地不占好地”的原则，在统筹项目建设工程技术等特殊要求的

基础上，科学论证项目的选址和布局的合理性。建设单位将在用地报

批阶段严格按照“少占或不占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能占劣地不

占好地”的原则，进一步优化项目选址和设计，尽量“少占或不占永久

基本农田”。

另外，项目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在路线走向方面进行了多方案

的比选，也充分考虑保护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需要，不断完善

路线方案。建设单位和专家组在详细调查沿线地形、地物、地质、水

文等条件及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工程建设难点和解决方

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优化，通过尽量改善平纵面线形，尽量避免高

填深挖，减少土石方数量，优化减窄路基护坡道、边沟外征地宽度，

缩短桥梁、隧道长度，尽量避开村镇、规划区和软基、滑坡等措施，

减少占地和拆迁，严格控制用地指标，特别是减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使推荐线在路线走向方面达到占用最少面积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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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设计施工方面

①掌握沿线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关资料，

与国土规划部门密切协作，做好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用途的调查，优

化工程设计方案。

②设计中通过优选路线方案减少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占

用。方案设计中尽量避免在短距离、高差大的区域通过，适当降低平

纵面技术指标等综合手段，最大限度地适应地形，降低填挖高度、减

少占用耕地。

③受地形、地物及其他因素限制，必须大挖大填的路段，适当填

加防护工程，缩减用地宽度。

④路基开挖深度过大的路段，考虑设置隧道，以利于保护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路基高度在满足防洪、路基最小填高的前提下，对于

被交叉道的分离形式尽量采用主线下穿方案，以降低路基填高，减少

占地。

⑤排水灌溉涵洞设计与地方农田水利规划有机结合，保证排灌系

统畅通。在公路排水系统设计中，一方面设计的排水系统不干扰原有

的排灌系统，另一方面加强灌溉涵洞设计，保证原有排灌系统的畅通。

⑥做好机耕通道及横向跨越道路的统筹设计，方便耕种，减少耕

作不便的边角地数量，降低对区域阻隔的影响。

⑦将耕植土和腐殖土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加以保护，设计中采用

集中临时堆放措施，用于取弃土场及临时工程用地的复耕。

⑧对取弃土场和临时用地采取复耕设计措施，增加耕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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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久基本农田防护工程设计方面

采用生物防护与工程防护相结合的形式，加强对永久基本农田的

保护，减少公路建设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影响。生物防护措施是指

通过合理规划，利用植物发达根系的固砂、固土作用以及高大繁茂的

秆茎枝叶所起的防风效果，为需要保护的农田生态系统提供一道生物

防护屏障。该措施的主要手段是营造防护林和种植草皮。工程防护措

施是根据地段的地形、地质、土壤等特点和建设需要，安排合理的工

程建设以改变局部地形与局部构造，从而达到影响水流方向、保持水

土等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目的。

4、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性分析结论

经现场踏勘，充分考虑高速公路布线要求、工程技术标准的限制

和项目涉及地区永久基本农田分布的特殊性，综合考虑建设成本、工

程施工难易度，不可避免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本项目建设用地规模

符合《用地指标》，项目建设方案符合供地政策和节约集约用地要求；

且从项目选址、线路走向、工程设计施工和永久基本农田防护工程设

计等方面采取措施减少占用及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保证了永久基本农

田占用补划的合理性。

（五）永久基本农田占用情况

通过将项目推荐线拟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用地范围与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数据库套合分析，本项目占用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 2.4606公

顷（包含水田面积 1.6755 公顷），涉及坡头区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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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46个，平均质量等别为 6.3等，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在坡头

镇。本项目不占用坡头区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

表 3-9 项目占用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单位：公顷

镇域 行政村 现状地类
耕地质量（国家利用等

总计
6等 7等

坡头镇

博立村
旱地 0.0000 0.3593 0.3593
水田 0.5888 0.0000 0.5888

岑霞村 旱地 0.0000 0.0376 0.0376

民有村
旱地 0.0000 0.2252 0.2252
水田 0.7938 0.0000 0.7938

前进村 水田 0.1353 0.0000 0.1353

五合村
旱地 0.0000 0.0639 0.0639
水田 0.1106 0.0464 0.1570

塘博村
旱地 0.0000 0.0991 0.0991
水田 0.0006 0 0.0006

总计 1.6291 0.7851 2.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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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分布示意图

（六）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永久基本农田

整备区划定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7〕126号）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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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因非农建设以及其它依法依规认定的原因占用，需要补划永久

基本农田时，从永久基本农田整备区中补划。因此，本项目占用的永

久基本农田从坡头区内永久基本农田整备区中进行补划。

按照《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

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10 号）中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要求，

该项目在坡头区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2.4620公顷（水田 1.6749公顷，

旱地 0.7871公顷），平均质量等别 6.3等，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分布

在坡头镇。

表 3-10 项目占用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表

单位：公顷

位置
现状地类

耕地质量（国家利用等）
总计

镇 村 6等 7等

坡头镇
五合村 水田 1.6749 0 1.6749
高山村 旱地 0 0.7871 0.7871
总计 1.6749 0.7871 2.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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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坡头区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分布示意图

（七）永久基本农田占补平衡情况

1、数量情况

本项目占用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 2.4606公顷（水田 1.6755公顷、

旱地 0.7851公顷），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2.4620公顷（水田 1.6749公

顷，旱地 0.7871公顷），确保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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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情况

本项目占用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涉及水田 1.6755 公顷、旱地

0.7851公顷；补划永久基本农田为水田 1.6749公顷，旱地 0.7871公

顷。

本项目占用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耕地质量等别（国家利用等）为

6、7等，其中 6等地 1.6291公顷、7等地 0.8315公顷，平均质量等

别为 6.3等；补划永久基本农田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在 6-7等，其中 6

等地 1.6749公顷、7等地 0.7871公顷，平均质量等别为 6.3等。补划

后，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不降低。

表 3-11 项目涉及坡头区永久基本农田占补平衡情况表

单位：公顷

占用补划情

况

现状地类 国家利用等
合计

平均质

量等别水田 旱地 6等 7等

占用情况 1.6755 0.7851 1.6291 0.8315 2.4606 6.3

补划情况 1.6749 0.7871 1.6749 0.7871 2.4620 6.3
补划-占用 -0.0006 +0.0020 +0.0458 -0.0444 -0.0014 ——

3、布局情况

本项目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位于坡头区，占用地块面积相对集

中，对坡头区的部分永久基本农田造成分割。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地

块可与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现有耕地相连成片，有利于保护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本项目占用和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的地块面积占坡头区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 0.03%，对坡头区的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影响较

小，补划后坡头区的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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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结论

1、本项目规划修改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必要、合理可

行。该方案可确保坡头区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

低，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合理可行。

2、本项目规划修改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对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实施影响甚微。补划后，坡头区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

变，坡头区已完成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虽然占用补划永久基本农

田造成一些村集体耕地数量的变化，但全区人均耕地、人均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不变。

3、补划后的永久基本农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上图入库，

纳入法定保护任务。

4、本项目已列入广东省 2018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符合国家产业

和供地政策，符合土地管理法及广东省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相关

政策的规定。

5、项目建设是必要的。本项目是湛江市中心城区“三环”道路系统

规划中湾区外环中的一段，与沈海高速、东海岛至雷州高速公路、东

海岛至南三岛隧道等道路一起，构成环绕湛江中心城区的湾区外环，

承担起市域内县（市）、区与中心城区外围之间的过境交通，为过境

交通提供了快速通道，有效减少城市中心的交通流量，对湛江市的经

济和交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建设既十分必要，也非常迫切。

6、项目选址合理可行。项目用地选址按照“少占或不占耕地”“能

占劣地不占好地”的原则，在统筹项目布线和建设工程技术等特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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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基础上，对项目线路走向采用多方案比选的办法，综合各方面因

素，最终确定项目的最优走向。

7、项目用地规模合理。项目用地规模符合有关供地政策和用地

定额标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严格核定项目用地规模。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方案符合供地政策和节约集约用地的要

求，用地选址和用地规模比较合理，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本

项目涉及湛江市坡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修改方案

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切实可行。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1、加大投入，提高补划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1）土地平整措施：采用局部平整方案，即土地平整不搞统一

化，而是根据地形、面积、空间结构特点将项目区划分成若干土地平

整单元区。

（2）土壤培肥措施：在土壤培肥方面，坚持“以无机促有机”的

方针，大力推广应用配方施肥，增加土壤有效养分。

（3）改善生产条件措施：在土地整治规划中明确补划地块的整

治类型，将补划地块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土地整治项目范围，加大

基本农田保护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改造和配套水利灌溉排水设

施，增加永久基本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改善农田生产条件，提高综

合生产能力。

2、落实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1）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对验收复核认定的补划永

久基本农田地块要及时进行公告，设立保护标牌，切实落实好“定量

到村、定位到块、定责到人”的目标责任制。

（2）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社会监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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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进行公告。设立举报电话，充分发挥社会

各界对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监督作用。

（3）健全永久基本农田质量和环境保护制度。加强永久基本农

田地力分等定级和地力补偿研究，建立完整的地力补偿机制。同时，

积极推广科学配方施肥，开展土壤监测，改善永久基本农田的生态环

境。

（4）加强维护管理，建立成果归档制度。并将补划地块有关资

料汇集成图，建立表册，建立档案。各级国土、农业部门要进一步加

大对永久基本农田的监管力度，一旦发现图与实地不符，就应调查处

理，并及时报上级有关部门。

3、加强对分割后剩余永久基本农田的管护

本项目为线性工程，具有区域分布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项目不

可避免的占用部分永久基本农田，对永久基本农田造成了一定的分

割。在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应加强对分割后永久基本农田的管护，

避免施工建设及其他途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认真实施永久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

（1）制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优先优惠政策，形成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的经济激励机制。一是国家可以将政府贷款、资源保护工程、

农业科技攻关项目等有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优先安排在基本农

田保护区；二是各级政府将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整理项目、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优先安排在基本农田保护区；三是

各级政府每年给予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耕地一定的经济补偿。

（2）全方位、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以建设促保护。

一是加大依法征收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两项费用的力度。二是制

定优惠政策，广开资金筹集渠道。可鼓励和吸引各级政府、单位和农



4141

户对其管理和经营的永久基本农田增加资金、劳力投入，改善永久基

本农田的生产条件，提高永久基本农田产出率。三是加大对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的投入力度，形成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基金的主要来源。地方

政府可整合现有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中低产田

改造资金和土地开发整理资金等多渠道的资金，进行集中使用，重点

投入，以扩大资金投入的规模效益，并形成良性循环机制。

5、防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域的环境污染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在开展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中，必须严格执

行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严重污染基本农田保护区环

境和破坏农业生态的违法行为。严重污染永久基本农田的企业，必须

责令其限期治理或关、停、并、转。

6、加强对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的监测

永久基本农田监测应当包括面积监测、质量监测、宏观生态监测

与农田建设监测等，监测手段有航空和航天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

定点取样测试技术等，具体技术因监测性质要求而定。因此，应当有

一个监测信息系统，随时获得有关信息，为农田保护决策服务。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技术模式是规范我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操作的重要参

照系，其研究程度直接影响我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水平。我国农田

保护的技术方向将是以 GIS 进行农田数据分析、处理为核心，结合

全球定位系统（GPS）和遥感（RS）技术辅助农田数据采集和监测农

田利用以及农田管理专家系统（ES）和决策支持系统（DSS）作为农

田保护操作的智能支持。伴随数据通讯与计算机技术发展，我国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的可持续性将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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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件及附图

（一）附表

1、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工程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情况表；

2、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工程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补划情况表。

（二）附件

1、《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委托开展怀集至阳江港高速公路怀

集至郁南段等 3个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粤交规函〔2015〕

1266号）；

2、《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18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

知》（粤发改投资〔2018〕144号）。

（三）附图

1、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工程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修改局部图（修改前）；

2、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工程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修改局部图（修改后）。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工程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填表单位： 面积单位：公顷（0.0000）

占用图斑

所在区
（县、
市）名
称

标识码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
等别共计

城市周边 城市周边以外地区

小计
耕地面积

其他
质量等

别
小计

耕地面积
其他

质量
等别水田 水田

栏1 栏2 栏3 栏4 栏5 栏6 栏7 栏8 栏9 栏10 栏11 栏12 栏13 栏14 栏15
1 坡头区 487 0.000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5 0.0005 0.0005 0.0000 6 6
2 坡头区 280 0.000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7 0.0007 0.0007 0.0000 6 6
3 坡头区 457 0.050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507 0.0507 0.0507 0.0000 6 6
4 坡头区 458 0.017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78 0.0178 0.0178 0.0000 6 6
5 坡头区 459 0.051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514 0.0514 0.0514 0.0000 6 6
6 坡头区 464 0.015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54 0.0154 0.0154 0.0000 6 6
7 坡头区 487 0.314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3144 0.3144 0.3144 0.0000 6 6
8 坡头区 488 0.049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492 0.0492 0.0492 0.0000 6 6
9 坡头区 503 0.219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2190 0.2190 0.2190 0.0000 6 6
10 坡头区 505 0.018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82 0.0182 0.0182 0.0000 6 6
11 坡头区 542 0.027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75 0.0275 0.0275 0.0000 6 6
12 坡头区 545 0.063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638 0.0638 0.0638 0.0000 6 6
13 坡头区 619 0.006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66 0.0066 0.0066 0.0000 6 6
14 坡头区 620 0.002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24 0.0024 0.0024 0.0000 6 6
15 坡头区 624 0.039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398 0.0398 0.0398 0.0000 6 6
16 坡头区 625 0.052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524 0.0524 0.0524 0.0000 6 6
17 坡头区 1006 0.01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00 0.0100 0.0100 0.0000 6 6
18 坡头区 1008 0.204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2043 0.2043 0.2043 0.0000 6 6
19 坡头区 1025 0.016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65 0.0165 0.0165 0.0000 6 6
20 坡头区 1030 0.025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56 0.0256 0.0256 0.0000 6 6
21 坡头区 1037 0.084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845 0.0845 0.0845 0.0000 6 6
22 坡头区 1066 0.133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333 0.1333 0.1333 0.0000 6 6
23 坡头区 1152 0.046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464 0.0464 0.0464 0.0000 7 7
24 坡头区 1153 0.104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041 0.1041 0.1041 0.0000 7 7
25 坡头区 1154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0.0001 0.0001 0.0000 7 7
26 坡头区 1157 0.006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64 0.0064 0.0064 0.0000 7 7
27 坡头区 3127 0.106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063 0.1063 0.1063 0.0000 7 7
28 坡头区 3134 0.008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82 0.0082 0.0082 0.0000 7 7
29 坡头区 616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7 7
30 坡头区 204 0.099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991 0.0991 0.0000 0.0000 7 7
31 坡头区 494 0.035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353 0.0353 0.0000 0.0000 7 7
32 坡头区 500 0.106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060 0.1060 0.0000 0.0000 7 7
33 坡头区 584 0.021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14 0.0214 0.0000 0.0000 7 7
34 坡头区 594 0.027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76 0.0276 0.0000 0.0000 7 7
35 坡头区 598 0.009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91 0.0091 0.0000 0.0000 7 7
36 坡头区 603 0.000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5 0.0005 0.0000 0.0000 7 7
37 坡头区 606 0.002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27 0.0027 0.0000 0.0000 7 7
38 坡头区 616 0.022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27 0.0227 0.0000 0.0000 7 7
39 坡头区 646 0.01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01 0.0101 0.0000 0.0000 7 7
40 坡头区 648 0.027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74 0.0274 0.0000 0.0000 7 7
41 坡头区 1071 0.044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443 0.0443 0.0000 0.0000 7 7
42 坡头区 1082 0.010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06 0.0106 0.0000 0.0000 7 7
43 坡头区 1094 0.005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53 0.0053 0.0000 0.0000 7 7
44 坡头区 1098 0.047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479 0.0479 0.0000 0.0000 7 7
45 坡头区 3126 0.113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134 0.1134 0.0000 0.0000 7 7
46 坡头区 3133 0.201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2016 0.2016 0.0000 0.0000 7 7

县域小计（平
均质量等别）

- - 2.460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4606 2.4606 1.6755 0.0000 6.3 6.3

合计（平均质
量等别）

- - 2.460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4606 2.4606 1.6749 0.0000 6.3 6.3

注：1.栏4=栏5+栏10；栏5=栏6+栏8；栏6≥栏7；栏10=栏11+栏13；栏11≥栏12.

2.栏3“标识码”为县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数据库中基本农田图斑图层属性结构字段数值，不另行编号。

3.栏9、栏14和栏15“质量等别”为最新年度耕地质量等别数据库中的国家土地利用等，等别在1-15之间，非耕地的不填写质量等别；其

中，县域小计（平均质量等别）、合计（平均质量等别）为质量加权平均数、保留一位小数。

4.“城市周边”为项目占用县级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中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占用情况。

5.“其他”为继续保留的原有基本农田的可调整地类、确定为名优特新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其他农用地等。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工程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表

填表单位： 面积单位：公顷（0.0000）

补划图斑
所在区（县
、市）名称

标识码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共计

城市周边 城市周边以外地区

耕地面积
质量等别

耕地面积
质量等别

水田 水田

栏1 栏2 栏3 栏4 栏5 栏6 栏7 栏8 栏9 栏10

1 坡头区 101568 1.6755 1.6755 1.6755 6.2

2 坡头区 102470 0.7851 0.7851 0.0000 7

县域小计（平均
质量等别）

- - 2.4606 2.4606 1.6755 6.3

合计（平均质量
等别）

- - 2.4606 2.4606 1.6755 6.3

注：1.栏4=栏5+栏8；栏5≥栏6；栏8≥栏9

2.栏3“标识码”为土地利用数据库地类图斑中属性结构字段数值，不另行编号。

3.栏7、栏10和栏11“质量等别”为最新年度耕地质量等别数据库中的国家土地利用等，等别在1-15之间，非耕地的不填写质量等别；其

中，县域小计（平均质量等别）、合计（平均质量等别）为质量加权平均数、保留一位小数。

4.栏5“城市周边”为城市周边范围线内补充为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图斑情况。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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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交规函〔2015〕1266 号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委托开展怀集至阳江港
高速公路怀集至郁南段等 3个高速 
公路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  

 

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梅州、肇庆、湛江、云浮市交通

运输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进怀集至阳江港高速

公路怀集至郁南段、大（埔）丰（顺）（五）华高速公路丰顺至

五华段、湛江环城高速公路南三岛大桥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现

将项目前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省政府确定上述3个项目建设模式和投资主体前，省

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先行履行项目投资人（业主）职责，

全面组织开展项目前期专题研究、“工可”编制（修编）和勘察

设计工作。相关费用先由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垫付，纳

入项目建设成本。 

二、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要安排专门人员、精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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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按照怀集至阳江港高速公路怀集至郁南段力争2015年底前开

工建设、大（埔）丰（顺）（五）华高速公路丰顺至五华段和湛

江环城高速公路南三岛大桥等2个项目于2016年底前开工建设的

目标倒排工作计划，全面加快推进有关工作。 

三、梅州、肇庆、云浮市交通运输局将相关前期工作成果移

交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并协调沿线各级政府和部门予

以积极配合。前期工作涉及调整或穿越水源保护区、生态严控区、

自然保护区的，由地方政府牵头立即开展相关论证和调整工作。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2015 年 6 月 26 日  
 

 

 

公开方式：不公开  

 
抄送：省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梅州、肇庆、

湛江、云浮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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