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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1 + 8”城市经济圈是指以武汉为龙头 , 由孝感、鄂

州、黄石、黄冈、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8 城市构成的华中城

市圈。其中, 孝感、鄂州和黄石处于该圈的核心区域。圈内

总人口约6 000 万, 面积186 万 km2 。经济圈的建设, 通过以

市场为导向、利益为纽带、民间为主体 , 由政府积极协调推动

的模式 , 协调分工、合理布局、相互协作、做强龙头、凸显优势

而实现共同发展[ 1] 。近期发展思路是实现“五个一体化”, 初

步确定在2020 年, 武汉经济圈在长江中游地区率先基本实现

现代化[ 2] 。

位于武汉“1 + 8”城市圈内的乡镇 , 就其小城镇的规划建

设和发展而言 , 既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挑

战, 如何解放思想 , 调整发展思路, 准确定位就显得十分的重

要。按照武汉郊县的乡镇模式进行定位, 从传统农业型向养

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工业型转变, 用郊县乡镇的发展思维

进行规划。笔者以孝感市三汊镇的小城镇规划为例, 浅析武

汉“1 + 8”城市圈内小城镇规划的原则与策略, 旨在为“1 + 8”

城市经济圈内同类乡镇的建设规划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1  三汊镇概况

三汊镇地处孝感市城区东入口处, 位于武汉“1 + 8”城市

圈内, 三汊镇距武汉市中心约40 余km, 处于孝感市和武汉市

之间, 同时也是位于两城市之间的“边缘乡镇”。2007 年, 孝

感市城区东扩, 有9 个村划归东城区, 三汊镇已成为孝感市

内距离孝感城区和武汉市区最近的镇, 区位地理优势明显 ,

为孝感融入武汉城市圈及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

越条件。

2  三汊镇城市建设现状

2 .1 城区建设现状 孝感市自加入“1 + 8”城市圈以来, 镇委

镇政府加大了对小城镇的建设力度。与1998 年相比, 三汊镇

区由2 km2 扩大到了4 km2 。目前仍在不断扩张 , 已与周边村

庄相连, 镇区人口发展到1 万多人, 原规划已不能适应发展

需求。目前 , 已设立工业区、商业区、文化休闲区和生活区 ,

逐步完善水、电、消防等集镇功能。2007 年以来, 三汊镇采取

经营小城镇的措施, 吸纳民间资本350 万元, 开通了一条镇

区至孝天路的规划路; 投资60 万元, 对镇区兴南路等5 条主

干道进行了“刷黑”; 引进6 家开发商开发居民小区; 扩建了

镇卫生院、门诊部和集贸市场。与此同时 , 开展文明创建, 对

交通、运输、市场进行了整顿; 成立了集镇管理服务中心, 加

大了环卫保洁力度 , 营造了良好的人居环境。

2 .2  农民经济现状  引民进镇不仅为农民提供方便 , 更重

要的是形成产业聚集, 提供就业岗位,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2008 年 , 镇委镇政府发挥区位优势, 引进了中南路桥设备公

司、福星有色金属公司、楚寿斋食品公司、五岳传感器有限公

司等多家企业, 新增就业岗位1 000 多个。打工经济对以农

业为主的三汊镇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该镇通过在北京、

上海、苏州、武汉等地建立流动党支部, 发挥能人引路作用 ,

加大培训和维权力度 , 消灭了“零打工户”。目前, 全镇有2 .2

万人在外打工, 人均年收入达1 .5 万元。

2 .3  城区住房建设现状  农民打工挣钱后, 对于进镇区居

住、小孩上学、提高生活质量有着强烈的愿望。目前, 三汊镇

镇区中正在建设康园、文化苑、府后、兴园等小区。借孝感市

融入武汉“1 + 8”城市圈的“东风”, 三汊镇将作好自身的建设

与发展规划 ,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经济, 夯实发展基础, 加大

投入, 努力建设好新三汊镇区 , 打造孝感窗口。

3  三汊镇“1 +8”小城镇规划的指导思想

根据三汊镇的地理位置及产业特点, 三汊镇建设规划的

指导思想总体上可以归纳为 :“明确一个定位, 发挥两个优

势, 突出三个作用, 抓好四个突出, 坚持五个必须, 立足六个

根本。”

3 .1  明确一个定位  三汊镇位于武汉与孝感之间, 是孝感

市内距离武汉和孝感最近的乡镇。应将三汊镇建设成为连

接武汉和孝感的桥梁, 宣传孝感的门户和窗口 , 增强孝感市

的辐射力和吸收力。

3 .2  发挥两个优势 其一, 该镇距离武汉仅40 km, 这是其

他乡镇不具有的特殊地理优势。在城镇规划中, 要充分考虑

其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不仅为自身的发展安排好余地, 同时

还必须考虑与武汉同步发展, 并将其融入孝感市的规划中 ,

把自身的发展规划作为武汉和孝感发展的一部分。其二, 具

有紧邻武汉天河机场、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汉十高速公

路、孝天高等级公路,“1 + 8”城市圈规划中汉孝轻轨中间站

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从原来的农业型发展模式中解脱

出来, 逐渐向武汉的郊区型、加工企业型、仓储型、农副产品

加工和集散型等模式转变。

3 .3  着重发挥三个作用  一是孝感市对外辐射的窗口作

用。二是示范作用。三汊镇的规划思想和方法应对同类型

乡镇发挥指导作用, 建设经验及成果应对其他乡镇起到示范

作用。三是纽带作用。即通过自身的地域优势、产业优势、

交通优势, 将三汊镇规划建设成为联系孝感和武汉的纽带。

3 .4 抓好四个突出  

3 .4.1 突出自身特色。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与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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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孝感市在“1 + 8”城市圈中的产业定位, 把孝感市打造成

“绿色生态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产业链”, 规划好产业结构, 做

好土地规划及利用, 帮助孝感市在城市圈发挥出应有的

作用。

3 .4.2 突出发展主题。城镇规划的根本是通过科学规划设

计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发展速度。要用科学发展

观统领规划工作, 着重处理好为何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

的问题。

3 .4.3 突出农业增效[ 3] 。在近期, 三汊镇仍需通过发展农

业打牢建设基础。关键在于调整农业结构, 结合农、养、加工

业, 形成种、养、深加工产业链, 提高农副产品品质, 最终达到

增产增效的功效。

3 .4.4 突出农民增收[ 3] 。只有突出农民增收才能最大限度

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

条件。

3 .5 坚持五个必须

3 .5.1 规划必须实事求是[ 4] 。防止超前发展、盲目模仿、贪

大求洋, 必须依靠群众, 走群众路线, 事关发展和人民群众利

益的决策, 必须有群众的广泛参与。

3 .5 .2 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生态环境。避免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而追求发展速度, 尊重与善待自然环境。

3 .5 .3 必须合理规划和科学使用土地资源。节约每一寸土

地, 避免以发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农村为名, 借机乱建乱占

土地。

3 .5.4 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尊重农民的意见, 防止

大拆大迁, 防止因拆迁建房而出现贫至困的现象。

3 .5.5 必须强调城镇规划地位。加大规划法、土地法等学

习宣传力度 , 坚决执行和维护规划的严肃性, 杜绝随意更改

规划内容的现象发生。

3 .6 立足六个根本 小城镇的规划思路必须坚持中央一号

文件的精神 , 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 , 坚持以农村

为本、以农业为本、以农民为本、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群众

的生活为本[ 3] 。要为孝感市融入武汉城市圈服务 , 小城镇规

划要以提高吸纳能力为本 , 以提高孝感市对外的辐射能力

为本。

4  三汊镇规划策略

4 .1  明确编制原则  在“明确一个定位 , 发挥两个优势, 突

出三个作用, 抓好四个突出, 坚持五个必须, 立足六个根本”

指导思想的基础上, 三汊镇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出发 ,

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结合融入“1 + 8”城市圈

的大方向 , 提出按照“一个根本、两个隔离、三个更新、四个维

持、五个配套、六个推广”的原则进行规划。

4 .1.1 必须坚持“一个根本”。小城镇规划除了解决好如何

规划外, 还必须解决好为谁规划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就是

要坚持以农民为本,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保护农民的根本

利益[ 4] 。

4 .1.2 必须搞好“两个隔离”, 完善城镇功能区分。“两个隔

离”就是居住环境与主要交通要道、生产与加工企业、牲畜家

禽养殖区域相隔离、文化、教育、娱乐、卫生区与生产加工企

业隔离。

4 .1 .3  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规划, 搞好“三个更新”。“三个

更新”就是更新规划理念、更新设计手法、更新城镇功能。不

盲目模仿城市规划, 避免横平竖直, 避免唯美主义的大拆大

迁, 坚决杜绝损害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发生。

4 .1.4 坚持“四个维持”, 处理好建设、发展、保护和利用的关

系。“四个维持”就是维持原有可保留的建设成果、维持自然

生态环境、维持原有的历史场所、维持历史文化脉络, 运用

“反规划”理念 , 保护好村庄原有的自然环境、人文特色, 为进

一步开发利用打好基础。

4 .1.5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抓好“五个配套”。按照“农民、农

村的迫切需要就是硬道理”的思路, 对于镇区周边村庄实行

分类配套。一般, 基层村配套建设水、电、路、垃圾收集处理

池等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图书室、娱乐室等社区文化活动场

所; 配套建设公厕、卫生服务站、幼儿园, 提高镇边村庄的融

合能力; 配套建设居住区 , 引导村民集中居住 , 并创造条件吸

引村民逐步进镇居住和发展; 配套建设工业园区, 为外出打

工者回乡建厂办企业提供平台。

4 .1.6 坚持技术创新 , 搞好“六个推广”, 努力建设“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推广小城镇节能住宅 , 推介图集、推

广无塔式供水、推广使用当地建材、推广使用太阳能等新能

源、推广新产业、推广新型粪便无害化处理方法, 为建设“两

型”小城镇打好坚实基础。

4 .2  严格编制程序 严格规划编制程序, 是指按照“收、会、

示”的步骤进行规划编制, 以确保规划编制得到预期的成效。

4 .2.1  搞好调查研究 , 认真“收”集资料。在进行测绘地形

图时, 由规划设计、农业技术、农村工作、农村经济和文化教

育等专业人员组成小组 , 重点调查收集约10 方面资料( 包

括: 居民户数和人口结构 , 建筑物现状及保留和拆迁计划, 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 规划期末建房意愿, 公共设施及管网现状 ,

土地利用现状及山形、水系、古树名木等地貌特点, 产业特

色, 风俗习惯, 村民代表或理事会选址意见, 居民对住宅图集

的选择意愿和具体要求) , 并进行现场拍照。

4 .2.2  开好听证“会”, 广纳群众参与。在方案编制阶段根

据收集的资料形成初步规划方案后 , 由街委会、城镇规划建

设理事会组织召开居民意见征求会, 广泛征求和吸纳居民合

理意见, 根据意见修改形成初稿后召开规划听证会[ 4] 。听证

会后, 由县( 市、区) 建设局规划专业技术人员集中疏理听证

会意见, 并对规划方案进行专业技术审查, 从图面表达、设施

配套、自然环境( 地形地貌) 的利用、发展用地规模控制等方

面提出修改意见并进行修改, 修改后召开规划方案评审会 ,

经评审修改后形成正式规划文本。

4 .2.3 落实规划成果的公“示”制度。在乡镇规划文本获得

批准后 , 必须由县( 市、区) 乡镇人民政府在镇区人口密集地

区进行规划公示。

4 .2.4  加强编制过程质量管理。三汊镇按照“审意、审图”

的方法加强规划编制的质量控制。“审意”指审查规划成果

是否符合民意;“审图”指在听证会后, 评审会召开前, 由县

( 市、区) 建设局专业技术人员对规划设计进行技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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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常生于山坡灌丛、林下、草丛、山谷、山沟疏林中, 海拔250

～1 800 m 均有分布。

3 .5 .2 生物学习性。连翘为落叶灌木, 枝条展开或下垂, 棕

色、棕褐色或淡黄褐色, 小枝土黄色或灰褐色, 疏生皮空, 节

间中空 , 节部具实心髓。叶通常为单叶, 或3 裂至3 出复叶 ,

叶片卵形, 长2～10 c m, 宽1 .5 ～5 .0 c m, 叶柄长0 .8 ～1 .5 c m,

无毛。花通常单生或2 至数朵着生于叶腋, 先于叶开放; 花梗

长5～6 mm; 花萼绿色, 裂片长圆形或长圆状椭圆形 , 长5 ～7

mm, 先端盹或锐尖, 边缘具睫毛, 与花冠管近等长; 花冠黄色 ,

裂片倒卵状长圆形或长圆形 , 长1 .2 ～2 .0 mm, 宽6 ～10 mm;

在雌蕊长5 ～7 mm 的花中, 雄蕊长3 ～5 mm, 在雄蕊长6 ～7

mm 的花中, 雌蕊长约3 mm。果卵球形、卵状椭圆形或长椭圆

形, 长1 .2～2 .5 c m, 宽0 .6 ～1 .2 c m, 表面疏生皮孔; 果梗长0 .

7 ～1 .5 c m。太行山花期4 月, 果期7～9 月。

3 .6  山杏 山杏( Prunus ar meniaca L) ( 图6) 为蔷薇科蔷薇梅

属植物, 是原产于我国及亚洲西部的一种野生植物资源, 亚

洲特有的生态经济型树[ 15] 。

3 .6.1 生态学特性。济源太行山区山杏分布广泛, 多散生于

向阳山坡 , 有些集中连片 , 近于纯林 , 有些则与桦、椴、山杨、

胡枝子等组成乔灌阔叶混交次生林。

3 .6.2 生物学习性。山杏为小乔木 , 高2～5 m, 树皮暗灰色,

小枝无毛, 稀幼时疏生短柔毛, 灰褐色或淡红褐色。叶片卵

形或近圆形, 长5 ～10 mm, 宽4 ～7 mm, 叶柄长2 .0 ～3 .5 c m,

无毛, 有或无小腺体。花单生, 直径1 .5 ～2 .0 c m, 先于叶开

放; 花梗长1～2 mm; 花萼紫红色; 萼铜钟形 , 基部微被短柔毛

或无毛; 萼片长圆状椭圆形, 先端尖, 花后反折; 花瓣近圆形

或倒卵形, 白色或粉红色; 雄蕊与花瓣等长; 子房被短柔毛。

果实扁球形 , 直径1 .5 ～2 .5 c m, 黄色或桔红色, 有时具红晕 ,

被短柔毛; 果肉薄而干燥, 成熟时开裂, 味酸涩不可食用, 成

熟时沿腹缝线开裂; 核扁球形, 易与果分离, 两侧扁, 顶端圆

形, 基部一侧偏斜 , 不对称, 表面较平滑, 腹面宽而锐利; 种仁

味苦。花期3 ～4 月, 果期6 ～7 月。山杏根系发达, 抗逆性

强, 能在岩石缝隙中和土层瘠薄处生长, 根系垂直分布达0 .8

～1 .3 m, 侧根延伸幅度4 .5～6 .0 m, 具有固土面积大, 抗冲能

力强的特点。

4  讨论

4 .1 多样小气候与丰富的野生花卉种类 河南太行山区的

大陆性季风气候、陡峭的山峰、多变的地形与分布的河流使

其成为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 形成区内多样小气候。多样

的小气候造就了成分复杂的太行山植物区系, 兼有华北、东

北、西北、西南植物区系交汇的特点, 形成了植被类型多样性

及植物资源丰富性。此外, 太行山经历了特殊的地质构造过

程, 使其具有古老的地质特点, 保留了许多古老孑遗植物和

珍稀特有物种。这说明在种质资源的调查和保存中, 特殊的

地理位置、多样的地形、古老的地质山区均可作为寻找丰富

的野生植物资源和珍稀资源的参考指标。

4 .2  野生花卉的开发与资源保护 太行山丰富的野生花卉

资源为人们改善和美化环境提供了植物资源。但与此同时 ,

许多野生花卉种群数量不多 , 有些已成为珍稀濒危植物物

种, 因此加强资源保护成为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目前 ,

太行山一些植物资源仍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随着大气候的

变化和一些物种适应性的降低 , 有濒临灭绝的危险。因此 ,

应加强野生花卉生态环境的保护, 并重视人工繁育、离体保

存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采取开发与保护并存的策略, 保护

和利用好这些野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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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融入武汉“1 + 8”城市圈, 关键在于是否能“真正融入”。

小城镇发展规划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此规划成果

正确与否 , 不仅对小城镇的建设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也对孝感融入武汉城市圈起着重要作用。小城镇建设是一

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 , 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

个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

规划先行 , 按照适度超前、城乡统筹、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分步实施的原则,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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