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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崇明撤县设区后，“世界级生态岛”正式成为崇明全区发展的首要战略目标，将崇明

区的发展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新河镇作为崇明区重要的工业港口型城镇，应当转变发展思

路，以“生态+”作为核心战略，以产业转型升级、服务设施完善、特色旅游提升、存量空间活

化等为重要举措，重新描绘全新的发展蓝图。 

新河镇地理坐标为东经121度，北纬31度。东至相见港与竖新镇为邻，南至长江与上海宝山

区隔江相望，西至东平河与建设镇和城桥镇为邻，北与东平镇为邻，东西宽6.9公里，南北长8.3

公里，镇域总面积66.13平方公里。新河镇距离城桥镇约11公里，隶属城桥城镇圈，得益于近城

的区位交通优势，受城桥镇经济辐射拥有扎实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城镇建设条件。 

随着新一轮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相继出炉，未来的崇明将融入全球城市建设的大格局

中。规划沪崇高速和轨道交通沪崇线进一步改善崇明与上海主城区的交通联系条件，实现城桥城

镇圈与宝山区、嘉定区及上海中心城区的直接联系。交通条件的改善直接助力新河镇生态价值提

升与红色旅游魅力展示，加快新河镇区的城镇建设与富盛经济开发区产业转型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与存量活化。 

未来的新河，将积极践行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战略，彰显“生态+”价值，落实上海市、

崇明区总规确定的生态控制指标与任务。新河镇作为崇南滨江城镇带上的中心镇，拥有良好的水

系田园本底和特色农业发展基础，应以“+生态”战略厚植生态基础，以“生态+”战略构建空间

布局、绿色交通模式、绿色基础设施等内容，实现生态保护与新河城镇建设之间的有机融合与和

谐共生。 

未来的新河，将以绿色经济作为发展目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保持镇域经济可持续增

长。位于镇区西侧的富盛经济开发区，作为上海市级工业园区，除自身产业发展建设外，积极配

合新河镇整体提升发展。随着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建设，全区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富盛经济开发

区同样肩负使命，应当倡导产业转型发展，设立产业准入门槛，引入创新经济与金融服务项目。 

 未来的新河，将以文化艺术为发展特色，整合镇域旅游资源，梳理文化旅游品牌，打造崇明

区文化艺术旅游重要的目的地之一。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拥有“瀛洲古调琵琶”、

“牡丹亭”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崇明区烈士陵园、解放崇明岛登陆纪念碑、沈家老宅等

旅游资源，应当充分发挥其优势与影响力，整合沈家老宅、老南横引河、新河港、新河老街等多

处节点突出独有的新河城镇特色与文化魅力，完善旅游服务接待设施，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新河，不仅拥有便捷的交通、美好的环境、安居的生活，更拥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特色。在新

一轮的总体规划中，将以可持续发展为前置条件，积极融入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面向2035，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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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以其产业、人文、环境、生态等特色优势，导入创新、金融、旅游等生态服务功能，积极对接城

桥城镇圈，进而全面融入上海区域发展，实现新河宜居、特色、活力城镇建设的新梦想。 

 

 

 

 

 

 

 

崇明区新河镇人民政府 

崇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 

总则 GUIDELINES ............................. 3 

第一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  ................................ 4 

第二节 规划依据 ............................................. 6 

第三节 规划效力 ............................................. 7 

第六节 重点关注问题  .................................... 8 

第一章 空间发展战略 ........................ 11 

第一节 发展目标 ........................................... 12 

第二节 镇村体系 ........................................... 13 

第三节 空间布局 ........................................... 15 

第四节 产业发展引导 .................................... 19 

第二章 土地综合利用 ........................ 23 

第一节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 24 

第二节 生态空间保护 .................................... 27 

第三节 城市开发边界 .................................... 29 

第四节 文化保护控制线 ................................ 31 

第五节 特定政策区........................................ 33 

第三章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保障 ......... 37 

第一节 公共服务 ........................................... 38 

第二节 住房保障 ........................................... 40 

第三节 公共空间 ........................................... 42 

第四节 综合交通 ........................................... 50 

第五节 环境保护 ........................................... 54 

第四章 近期实施.............................. 57 

第一节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 ............................ 58 

第二节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 60 

 

附件 1：公众意见采纳情况答复 

附件 2：图纸 

附件 3：单元图则 

 

  

目 录 
CONTENTS 



 

2 

 

 

  

东平镇 

建设镇 

竖新镇 

城桥镇 



 

 

3 

 

 

 

总则 GUIDELINES 
 

 

 

 

 

 

 

 

 

第一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  
SCOPE & TERM OF PLANNING 
 
第二节 规划依据  
PLANNING BASIS 
 
第三节 规划效力  
PLANNING AUTHORITY 
 
第四节 重点关注问题  
KEY ISSUE 



总则 

4 

第一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 Scope & Term of Planning 

1.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崇明区新河镇辖区，东至相见港与竖新镇为邻，南至长江与上海宝山区隔江相望，

西至东平河与建设镇和城桥镇为邻，北与东平镇为邻，包含四块垦区，共计 66.13 平方公里。 

2.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1 年—2035 年，其中： 

近期：2021 年——2025 年。 

远期：2026 年——2035 年。 

 

 

 

 

 

 

 

 

 

 

 

 

 

 

 

 

 

  

区位分析图 

新河镇

新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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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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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划依据 Planning Basis 

1. 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 2006 年）；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修订）； 

《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2018 年修正）；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上海市新市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技术要

求和成果规范（试行）》（2020 年 11 月修订）； 

国家及上海市颁布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及技术标准。 

2. 相关规划成果及政府文件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国函（2017）147 号；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沪府〔2021〕33 号）；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规划建设导则》； 

《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沪府〔2018〕40 号）； 

《上海市农业布局规划（2009-2020 年）》（沪府〔2012〕30 号）； 

《崇明县新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报批稿）；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2017-2035 年)》； 

《崇明县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4-2020）》（沪府规〔2015〕160 号）； 

《崇明区骨干河道蓝线专项规划》（沪府规[2017]112 号）； 

《上海市崇明区支级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改善本市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进一步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

住的若干意见》（沪府规〔2019〕21 号）； 

《关于本市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加强耕地保护的若干意见》（沪府办规〔2020〕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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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效力 Planning Authority 

本规划一经批准应当作为本镇域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和专项规划等下位规划的编制依据。

下位规划应当落实本规划明确的镇域总体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公共空间及各项设施安排等，并按照

单元规划的直接指导进行深化。下位规划应在符合单元规划确定的整单元用地规模和结构、功能布局、

建筑总量、空间形态等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如对上述内容进行跨单元平衡的，需同步编制跨单元

平衡方案。下位规划应当优先保障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落地，在满足配置标准的前提下，

可对具体用地布局和建设规模进行深化。 

城市开发边界内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建设项目管理的依据。项目实施

过程中如遇情况需要对项目选址和相关指标进行调整的，在满足单元整体要求和公共基础设施配置标

准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 

城市开发边界外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含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是建

设项目和土地整治项目管理的依据。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遇情况需要对项目选址和相关指标进行调整的，

在满足单元整体要求和公共基础设施配置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村庄规划或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

行调整。 

 

  



总则 

8 

第四节 重点关注问题 Key Issue 

1. 在区域协同格局中识别城镇发展定位 

崇明区作为上海重要的战略空间，在长三角沿海城镇群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在全区“三

区、两带、两片”的总体发展结构中，新河镇拥有独特的战略区位和产业基础优势。 

上海中心城区功能外溢承载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沪崇线和沪崇高速的规划，具有独特区位和产业优势的新河镇，将成为崇明岛承接上海中心

城区功能外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接受城桥镇公共服务设施辐射的同时，承担部分旅游休闲功能。 

崇明生态产业转型发展典范 

依托富盛经济开发区，以创新发展为目标，发展以金融服务、文化体育、健康医疗为特色的城桥

城镇圈中重要的绿色产业基地。 

崇明环岛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 

以游促农、以农强游，依托崇明生态景观环，打造集“休闲、运动、观光、体验”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滨江旅游节点。 

2. 在创新体系中落实上位规划提出的生态管控要求 

崇明区总体规划对新河镇的整体发展提出较高的要求，明确其在城镇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生态

底线的落实。规划应满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等管控要求。在土地资

源紧缺的条件下，着眼于盘整家底，统筹利用城镇空间，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共赢。 

市级生态走廊 

新河镇域内，南横引河以南、北横引河以北区块的非建设区域，全部划入崇明生态环廊。保护生

态走廊内重要生态资源，增加景观和生物多样性；适度建设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 55%以上。控制建

设用地比重，建设用地占比控制在 5%以下。 

区级生态走廊 

新河港沿线划入区级生态走廊，规划要求新河港生态走廊控制在 500 米以上，强调景观和生物多

样性，适度建设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 50%以上；控制建设用地比重，建设用地占比控制在 10%以

下。 

生态蓝道建设 

打造南横引河、北横引河、新河港三条重要生态蓝道空间。 

生态绿道建设 

打造崇明生态大道、陈海公路、草港公路三条重要的生态绿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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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入崇明生态岛发展战略，凸显生态特色 

在崇明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总体目标引导下，新河镇转型成以创智产业、乡村休闲为特色的生

态型服务城镇。在“生态+” 的总体发展战略下，城市开发边界内发展“生态+文化、生态+旅游、创

新+产业”等综合服务功能。城市开发边界外则依托良好的农林业及网状水系，保护水乡风貌，突显新

河镇乡村的自然生态特色，同时构建新河镇生态网络体系，修复新河镇水循环系统，完善城市生态安

全体系。  

4. 在经济新常态下寻找城镇可持续发展动力 

新河在既有的产业基础上注重产业结构的梯度优化与创新动力培育；挖掘产业区存量空间价值，

引入创新科技要素；以农业科技为先导，运用互联网+思维，着力培育创新金融服务业。 

5. 在多方诉求下完善城镇空间和公共配套体系 

在满足生态底线、水域等管控前提下，统筹规划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建构三生融合的生态型

城镇。强调“以人为本”的特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以优质的空间品质吸引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要

素，促进核心资源的高效利用。建构“水绿网络+海绵体系”的生态格局，提升新河公共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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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目标 Planning Objective 

1. 总体目标 

2. 分目标 

2.1 崇南滨江中心镇 

新河镇位于崇明区重点发展的崇南滨江城镇带，是崇明区七大中心镇之一。根据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的建设需求，整合港口优势资源，提升滨江地区环境品质。 

2.2 绿色产业重点镇 

随着沪崇线和沪崇高速的规划建设，新河镇区位和产业优势逐步凸显，未来可承载上海中心城区

部分外溢功能。充分利用富盛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基础，导入绿色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3 文化艺术特色镇 

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即“瀛洲古调琵琶”、“牡丹亭”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崇

明区烈士陵园、解放崇明岛登陆纪念碑、沈家老宅等旅游资源，打造崇明区文化艺术特色镇。 

3. 城镇性质 

上海崇明城桥城镇圈中心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示范镇；兼具文化特色与生态优势的特色

新市镇。 

  

着重发掘生态、产业、文化优势，至 2035 年，将新河镇打造成为

绿色产业和民俗文化艺术特色重点发展的崇南滨江中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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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镇村体系 Towns And Villages System 

1. 镇村体系规划 

2000 年 12 月，崇明县对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新河镇和新民镇，将二镇合并成为一个行政

镇，建立新的新河镇。新河镇镇政府机关驻地设在新开河镇新开河路666号(原新河镇政府机关驻地)。 

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结合村庄布点规划，撤并自然村落共计约 682.37 公顷，保留村落共计约

308.83 公顷。城市开发边界外拆迁合并保留 13 个村庄，农村居民逐步转移至镇区和农民集中居住点

居住。 

规划新河镇形成“1+1+13”的镇村体系。 

1 个镇区：镇区即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区域，以发展居住、产业研发、商业、公服设施为主，提高

镇区公共服务水平。 

1 个社区：新民社区，为原撤制镇，主要安置镇域北部村庄人口。 

13 个村庄：基于现状适当保留村庄 13 个。其中三烈村、井亭村、天新村、新民村为重点发展村，

结合生态休闲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兴。金桥村、石路村、强民村等 9 个村庄为保留完善村，在现状

保留基础上进行村庄环境整治优化，提高乡村生活环境品质。 

2. 镇村体系发展引导 

新河镇区：以世界级生态岛生态示范镇的标准进行产业转型和城镇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级；按

照生态宜居、地域特色等标准建设现代化田园滨水城镇。规划用地面积 5.60 平方公里。 

新民社区：接纳镇域北部农业人口转移，以生活居住职能为主，发展休闲旅游服务（农产品展销、

美食文化等）。规划用地 0.82 平方公里。 

保留村庄：适当保留自然村庄，结合生态休闲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兴。西部村庄重点发展文创

休闲，形成幽静安宁的生活氛围。东部村庄发展休闲农业，鼓励开展农业农耕文化体验活动。对保留

村庄留出足够的经营性用地，用以发展农业休闲旅游。规划保留农村居民点用地 3.09 平方公里。 

镇村发展指引一览表   

镇村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职能 

新河镇区 5.60 田园水镇、创新智镇、旅游名镇 

新民社区 0.82 承载镇域北部人口转移，农产品展销 ，美食文化 

保留村庄 2.85 发展文化休闲、乡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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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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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空间布局 Spatial Distribution 
 

1. 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核一带两轴、一点六区水网”的空间结构。 

1.1 一核一带两轴 

一核：即新河镇区，集合城镇生活、研发办公和休闲旅游等功能为主，打造新河镇公共服务核心。 

一带：即滨江特色景观风貌带，以长江为依托，整合生态绿地、特色绿道、体育休闲等功能，形

成有特色的城镇风貌带和公共休闲活动场所。 

两轴：北新公路发展轴，依托北新公路串联新河镇区和新民集镇形成城镇发展轴，沿发展轴两侧

设置商业、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形成镇域内部重要的城镇发展轴线。 

崇明生态大道发展轴，结合崇明生态大道联动城桥镇和堡镇，形成横向城镇发展轴线，是崇明南

部区域主要发展轴线。 

1.2 一点六区水网 

一点： 新民社区，接纳北部村庄人口的集聚，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居民生产生活。主要承担

农村生活及农业生产服务功能，适当发展农产品展销、特色餐饮等第三产业。 

六区：新河镇居住社区——指城市开发边界内新申公路以东区域，未来规划以居住、商业、公共

服务为主，是城镇公共服务的核心。 

富盛产业研发社区——指城市开发边界内新申公路以西区域，原富盛经济开发区，是市级工业园

区，未来规划该片区将逐步转型以研发、办公功能为主。 

近郊文化休闲区——南横引河以南的乡村片区，保留现状多处文化设施，未来将开发多个文化旅

游项目。 

休闲田园观光区——南横引河以北，北新公路以西片区，以休闲观光功能为主的田园片区。 

都市农业体验区——南横引河以北，北新公路以东片区，以都市农业体验功能为主的田园片区。 

生态农业区——北部垦区，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 

水网：依托南横引河、海桥港、新河港、唐家湾河、新申公路两侧绿化隔离带等水绿生态廊道为

骨架，打造水绿融合的生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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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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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布局 

镇域范围内土地用途分区包括城镇工矿用地区、其他建设用地区、土地整备引导区和其他农地区。 

其中城镇工矿用地区主要为城市开发边界内区域，主要包括城镇居住社区和富盛产业研发社区。

城镇居住社区指城市开发边界内新申公路以东区域，以居住、商业、公共服务为主。富盛产业研发社

区指城市开发边界内新申公路以西区域，原富盛经济开发区，是市级工业园区。未来规划该片区将逐

步转型以研发、办公功能为主。其他建设用地区为城市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主要是村庄功能区和公

共服务设施。 

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其他农地区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其中基本农田保护区内主要以永久基本农田

为主，其他农地区以林地、园地等为主，主要为农业种植功能为主。 

3. 镇域土地使用 

至 2035 年，新河镇总用地面积 66.13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 10.76 平方公里。 

3.1 城市开发边界内 

城市开发边界内用地面积 560.47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534.48 公顷，主要包括居住生活功

能区、商业办公功能区、工业仓储功能区、旅游休闲功能区和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等用地。其中与上

版规划相比，本次总规主要作以下调整： 

◆推动产业开发区向“创智产业园区”转型发展，规划将部分工业用地调整为产业研发用地，并

适当增加商业、文化和绿地等生活空间。 

◆增强城市活力，打造品质城区，规划强调滨江休闲旅游功能，优化商业商办用地布局、适当减

少集中布局，增加沿街布局模式。 

◆彰显绿色生态城区特色，本次总规按照社区生活圈 500 米半径要求增加了公园绿地布点。 

◆优化完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用地布局，满足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体育设施、养老设施等大型

项目布局要求。 

◆开发边界内规划新增 1 处新河农村新社区，用地面积 41.3 公顷。 

3.2 城市开发边界外 

城市开发边界外总用地面积 6052.86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541.40 公顷，包括村庄功能区

304.32 公顷、道路交通用地及公共基础设施用地等其他建设用地 237.08 公顷。 

规划盘活利用开发边界外存量工业仓储用地，转型为乡村旅游服务，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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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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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产业发展引导 Industry Development Guidance 

在实施生态文明国家战略和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大背景下，抓住举办花博会的重大机遇，践

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优先原则，积极实施“生态+”战

略，整合岛域资源、彰显地域特色，寻求外生动力与资源禀赋相契合的根植性产业，发展生态经济，

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产业转型是新河镇未来发展的关键。 

1. 农业生产发展 

1.1 农业发展目标 

随着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新兴经济的不断兴起，新河农业的发展重点往专业化与多元产业复

合化的方向发展。专业化重在农业发展的规模和特色，复合化强调农业与新兴经济的结合，做“生态+”

的文章。 

新河镇开发边界外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品质的提升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本底条件，拓展乡村

旅游、农业观光体验等功能。在全镇域形成主题多元、业态丰富的生态农业休闲板块。 

1.2 规划农业生产分区 

结合现有成规模农场、种植基地等，规划将新河镇城市开发边界外分为四类主要农业生产片区。 

万亩良田观光片区：陈海公路以北、北新公路以西片区，以粮食种植为主，其中百亩生产基地中，

粮食种植 2504 亩，蔬菜种植 248 亩，水果种植 500 亩。结合规模化生产的粮食基地，规划打造大

片的农业生态景观。根据时节策划主题旅游活动，如“金秋丰收节”等。 

果蔬采摘体验区：北新公路以东、陈海公路以北片区，以果蔬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其中百亩水果

种植基地中，水果种植共计 1279 亩，蔬菜种植 973 亩，粮食种植 2174 亩。该片区除生产功能外，

还可结合旅游项目，规划休闲农庄，开展“果蔬采摘”等休闲旅游项目。 

都市农庄体验区：陈海公路以南片区，农业生产种类较多，其中百亩生产基地中，水果种植 285

亩，粮食种植 567 亩，水产养殖 140 亩。该片区距离城桥镇区、新河镇区和堡镇镇区较近，区位交

通条件较好，未来结合保留村落，改造升级为都市农庄，发展都市休闲农业。 

生态农庄观光区：包括新河镇四块垦区，现状以绿色生态种植为主，没有建设用地空间。该片区

紧邻前卫生态村，未来将依托前卫村资源优势，打造现代化生态农场观光区。 

2. 工业转型发展 

根据上位规划，崇明区将逐步进行低效工业用地腾退，现有工业用地整合与转型提升，清退 195、

198 工业用地。保留富盛产业社区，转型发展文化体育、健康医疗、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生态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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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机械工业提质增效，限期淘汰不符合世界级生态岛要求的低效工业企业，清退新河镇开发边界

外的工业用地，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推进现有工业企业的升级改造。 

◆明确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方向，在富盛经济开发区重点扶持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密切相关的节能

环保、文化体育、健康医疗、新能源等产业；政策条件成熟后加强研发、金融服务建设。 

◆针对新河镇人力资本现状局限，考虑发展的包容性，适度鼓励产业多元化，发展就业带动型产

业，以提供充裕的就业机会。 

◆严控生态准入门槛，限制高污染、高能耗等不符合世界级生态岛要求的产业。 

3. 旅游提升发展 

以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战略定位为指引，充分发挥崇明海岛的生态人文资源优势，结合绿色

 

 

 

 

 

 

 

 

 

 

 

 

 

 

 

 

 

 

 

 

 

 

                                                    农业发展引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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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示范城镇建设以及崇明举办花博会的契机，将新河镇打造成滨江生态休闲度假目的地。 

按照崇明生态岛全域景区化的定位，新河镇规划形成“两核三带、两区四片” 的旅游空间结构。 

两核：新河城镇旅游休闲服务中心、新民乡村旅游服务中心。 

三带：打造滨江生态休闲旅游带、红色文化休闲旅游带、新河港亲水活动休闲带，构建三条不同

主题的旅游活动轴带。 

两区：开发边界内形成人文旅游休闲区、工业旅游休闲区。 

四片：开发边界外建设都市农庄体验片区、万亩良田观光片区、果蔬采摘体验片区、生态农业观

光片区。 

  

 

 

 

 

 

 

 

 

 

 

 

 

 

 

 

 

 

 

 

 

 

 

 

 

 

旅游发展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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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Basic Farmland 

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规划落实上位规划对于永久基本农田的管控，保持上位规划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1567.68公顷，

约 2.35 万亩。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如遇区域性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在线

型优化的基础之上确实无法避让的，严格按照《关于本市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加强耕地保护的若干

意见》的相关规定执行补划制度。 

2. 耕地保护 

2.1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情况 

至 2025 年规划道路、新增地块等建设涉及占用耕地 32.38 公顷，按照耕地“占一补一”的原则，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为 32.38 公顷。 

2.2 补充耕地情况 

规划至 2025 年，通过开发边界外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促进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规划至 2025 年建设用地减量 67.81 公

顷，通过减量化地块整治复垦后预计新增耕地率为 100%，预计可补充耕地达 222.3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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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管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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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生产布局 

3.1 农业生产布局 

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大背景下，作为崇明区重要的生态空间的新河镇，未来在保证永久基

本农田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功能将向生态旅游功能转变。规划以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为主，以现有的水

体景观为依托，突出农林苗圃的景观和生态保育功能，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塑造城镇景观新形象。  

3.2 划定农用地功能区 

粮食生产功能区 

以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为核心，围绕保障粮食生产底线的总目标，划定并建设一批粮食生产功

能区。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结合高标准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选择具有一定规模、基础设施良好、

生产经营水平和组织化程度高且集中连片面积不低于 300 亩的田块，划定为粮食生产功能区。至

2035 年，新河镇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不低于 1114 公顷，主要分布在镇域北部的民生村、群英

村、新隆村、进化村、新梅村和北部垦区等区域。严格保护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耕地，原则上不得占用，

确需占用的，应按照等效替代原则异地重新划定，确保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建设应重点聚焦基础设施完善，达到设施配套、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和高效生

态的目标；提升装备能力，推广使用节能环保、安全高效、高性能和多功能农业机械，提高农机装备

质量和作业水平；合理配置粮食烘干和农机库房等现代农业生产的配套设施，提高生产保障水平；大

力发展粮食生产家庭农场，支持粮经结合、种养结合、机农结合等模式的家庭农场发展，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化，大力推广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等保护性耕作技术。 

蔬菜生产保护区 

以确保地产蔬菜质量安全为出发点，围绕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的总目标，聚焦绿叶菜生

产，划定并建立一批蔬菜生产保护区。至 2035 年，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按照蔬菜产业发展需求，

选择设施配套齐全、生态环境良好、土壤地力质量较高、相对集中连片的永久基本农田优先划定为蔬

菜生产保护区，建成 282.98 公顷高标准的蔬菜生产基地，主要分布在北部垦区和新民村，通过落实

蔬菜生产责任制等措施，全面提升地产蔬菜综合生产经营水平。蔬菜生产保护区内严格落实考核机制，

确保蔬菜种植面积尤其是淡季绿叶菜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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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态空间保护 Ecological space protection 

1. 生态空间划定 

根据上位规划要求，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品质，在新河镇域内落实三类生态空间，面积约 4723.74

公顷，均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外；四类生态空间 11.94 公顷，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内新河港沿线。总计生

态空间面积 4735.68 公顷。 

1.1 三类生态空间 

新河镇三类生态空间主要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生态走廊等生态修复区，落实三类生态空间面积为

4723.74 公顷。三类生态空间范围内禁止对主导生态功能产生影响的开发建设活动，逐步实现工业用

地减量，搬迁零星的农村居民点，除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外的农用地，鼓励农林复合，大力提高森林

覆盖率。 

1.2 四类生态空间  

四类生态空间为城市开发边界内新河港沿线生态空间，面积为 11.94 公顷。在严格保护并提升生

态功能的基础上，稳妥推进“生态+”，提升生态资源的多重复合价值。  

2. 生态保护空间管控  

三类生态空间划入限制建设区予以管控，禁止对主导生态功能产生影响的开发建设活动，确保控

制线性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和独立型特殊建设项目用地落实。与生态环境保护相抵触的现状建设用地

应逐步退出，不得扩大用地面积。优先推进生态建设，着力增加水、田、林等生态要素的规模和质量。

四类生态空间禁止对主导生态功能产生影响的开发建设活动。对四级生态空间要严格保护并提升其生 

态功能。 

对生态空间的生产建设活动，文物、水体、林地、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等法律、法规和

规章有更严格规定的，从严规定。对建设用地总量、开发强度、用地类型和适宜建设项目进行严格限

制。 

    应明确生态空间保护责任主体，进行分类管控，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积极研究生态建设与开发权

转移、生态补偿与生态空间保护挂钩的支持政策和机制。在此基础上确立协调机制，加强对管理矛盾

突发区域的协调，共同实现对生态空间的保护和建设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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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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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市开发边界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1.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按照《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的要求，新河镇建设用地总

规模不得超过 12.61 平方公里。 

城镇现状建设用地面积 1547.39 公顷，其中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建设用地 385.66 公顷，城市开发

边界外的建设用地 1161.73 公顷。现状保留建设用地 850.44 公顷，主要为交通设施用地、市政设施

用地、公服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城镇住宅及农村宅基地等。新增建设用地 225.45 公顷，其中 156.30

公顷用于满足开发边界内新增建设需求，（由于城市开发边界范围扩大，新增城市开发边界范围内，规

划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41.94 公顷），69.15 公顷用于开发边界外新增建设需求，主要为交通设施用地、

旅游休闲用地、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至规划期末，镇域建设用地总规模 1075.88 公顷（保留建

设用地+新增建设用地），不突破上位规划下达的控制指标。 

2.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明确现状已建区、规划新增区、限建区，结合新河

镇自身情况，无禁建区。 

2.1 现状已建区 

现状建设用地中规划保留的区域为现状已建区。新河镇现状已建区面积约 850.44 公顷，其中城

市开发边界内 378.18 公顷，城市开发边界之外 472.26 公顷。 

2.2 规划新增区 

为建设发展，规划区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共 225.45 公顷，其中城市开发边界内 156.30 公顷，城

市开发边界外 69.15 公顷。 

2.3 限建区 

限建区是新河镇域内位于现状已建区、规划新增区之外的区域，面积为 5537.45 公顷，该区域禁

止城镇和大型工矿建设，限制村庄和其他独立建设，控制基础设施建设，以农业发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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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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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化保护控制线 Cultural Protection Control Line 

1. 公共文化保护控制线划定 

新河镇域内划定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保护控制线，面积共计 0.87 公顷，包括规划新增 1 处瀛洲古

调文化剧院和 1 处解放崇明岛纪念馆。其中解放崇明岛纪念馆位于解放崇明岛登陆地东侧，占地约

0.28 公顷；瀛洲古调文化剧院位于新河镇崇明生态大道和新中路交叉口东北角，面积 0.59 公顷。 

2. 文物保护点及古树名木 

文物保护点 9 处1，包括保禄堂、沈铸九住宅、新河烈士纪念塔、新河烈士纪念碑、解放崇明岛登

陆地等，主要分布在天新村、新河镇区、井亭村等。文物保护点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保护，保持文物古迹的

原真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该区域内的文物保护点进行评估，制定保护以及活化利用政策

机制，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新河镇已列入古树名木保护名录的有 8 株，树种包括桂花、银杏、罗汉松，目前已完成普查、建

档、挂牌等工作，严格依法保护现有古树名木，控制保护范围新建、改扩建活动，禁止对古树名木造

成危害和影响的建设行为。 

以下古树都已列入上海市古树名录，应严格按照《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于

以保护。 

 

                                                             

1 摘自《上海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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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保护控制线图 

 



第二章 土地综合利用 

33 

第五节 特定政策区 Specific Policy Area 

1. 产业区块 

规划区内产业区块为富盛产业社区，总面积为 114.79 公顷。富盛产业社区是研发型产业社区，

主要发展文化体育、健康医疗、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生态型产业。 

工业空间布局： 

规划在富盛经济开发区内部形成三个产业功能片区。 

服务配套区：基于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目标及全域旅游发展趋势，结合富盛经济开发区产业转

型升级计划，为开发区打造服务配套功能区。占地面积共计 23.77 公顷。 

绿色产业集聚区：规划产业以生态型产业为主，引入绿色的、创新的产业类型，打造绿色园区，

推动产业生态健康发展。占地面积共计 60.98 公顷。 

创新产业集聚区：利用沿江优势，发展环境舒适、具有崇明生态特色的创新产业区。占地面积共

计 30.04 公顷。 

 

 

 

 

 

 

 

 

 

 

 

 

 

 

 

 

 

 

 

产业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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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略预留区 

规划以全区统筹的思路，对上位规划划定的战略预留区进行调整。最终新河镇战略预留区调整为

2 处，其中富盛北部战略预留区面积 1.28 平方公里，城镇南部战略预留区面积 0.81 平方公里，总面

积为 2.09 平方公里。 

战略预留区内，包含战略预留地块面积 157.41 公顷，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 42.68 公顷，河

湖水面面积 9.30 公顷。 

2.1 富盛北部战略预留区 

面积 1.28 平方公里，东至新申公路或新薇路或新萱路、南至崇明生态大道或富临路或新开河路、

西至新梅路、北至团城公路。 

2.2 城镇南部战略预留区 

面积 0.81 平方公里，东临新河港、南至新河镇开发边界线、西至新河镇码头东侧或新中路或新

影路、北至康复路或崇明生态大道或滨江路。 

战略预留区实施过渡期管控政策。战略预留区的现状建设用地，在不影响规划长远战略发展的情

况下，可以继续使用。除完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配套外，原则上不得进行大规模改建、

扩建和新建。严格管控战略预留区，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战略预留区的相关规划需经规划委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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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预留区规划布局图 

 

城镇南部战略预留区 

富盛北部战略预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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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共服务 Public Service 

1. 发展规模与总体布局 

规划以“区域级设施——镇级设施——社区级”三级体系进行配置。其中镇级以 15 分钟生活圈

形成的社区单元为配置依据，基本实现社区单元公共服务半径全覆盖。 

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共计 65.28 公顷，主要包括行政办公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医

疗卫生设施、教育科研设计设施、其他公共设施、基础教育设施、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2. 行政办公设施 

规划行政办公设施用地 1.83 公顷，其中保留现状新河镇人民政府，面积共计 0.46 公顷，另规划

新河镇人民政府东侧一处行政办公用地，面积 1.37 公顷，其他现状保留行政办公设施用地调整为社

区级服务设施用地（战略预留区内行政办公设施不予统计）。 

3. 文化设施 

规划文化设施用地 0.87 公顷，即崇明岛登陆纪念馆、瀛洲古调文化剧院，为居民提供文化、休

闲、娱乐等多功能服务。 

4. 体育设施 

规划新增 1 处体育设施，即新河镇体育中心，用地面积 1.28 公顷，位于新申公路与崇明生态大

道交叉口。同时结合公共绿地、绿道设置健身步道和街头健身场地等。规划以绿道运动为特色，发展

自行车运动、绿道旅游、郊野户外运动等体育健身休闲项目，打造沿江大堤和镇区内主要水系沿线的

绿道健身休闲带。 

5. 医疗卫生设施 

规划扩建区级医疗设施崇明康乐医院，位于镇域北侧，用地面积 2.54 公顷。 

规划将提高新河镇医疗卫生服务能级和服务水平，通过结合社区服务中心综合设置医疗服务站，

完善新河镇医疗服务水平。社区级医疗服务设施用地共计 2.92 公顷，其中保留 1 处上海娄氏中医院；

扩建新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 1 处新河农村新社区的社区医疗服务设施。 

6. 教育科研设计设施 

规划城市开发边界内，为富盛产业社区植入产业研发功能，将滨江路南侧现状工业用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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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科研设计用地，共计 12.04 公顷。 

7. 其他公共设施 

规划保留其他公共设施 1 处，即卫东村佛教协会，用地面积 0.12 公顷（因道路调整占用部分用

地）；扩建天主教堂，用地面积 0.20 公顷；新增其他公共设施 2 处，沈家老宅用地面积 0.90 公顷，

郁家庙用地面积 0.04 公顷。其他公共设施总计 1.26 公顷。 

8. 基础教育设施 

保留现状 2 所初中即新民中学和大新中学；保留 2 所小学，即竞存小学、新民小学；保留 3 所幼

儿园，即新河幼儿园、绿舟星城幼儿园、新民幼儿园。 

规划新增 1 所小学，面积 2.78 公顷，新增 2 所幼儿园，分别是新河第二幼儿园面积 0.72 公顷，

新河第三幼儿园面积 0.66 公顷，均位于新中社区。 

后续教育设施的统筹建设按照教育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推进。 

9.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总面积 29.27 公顷。 

9.1 社区商业服务设施 

规划保留 1 处菜场，用地面积为 0.78 公顷，位于新中社区。 

9.2 社区养老设施 

规划社会福利设施 5 处，用地面积 2.98 公顷。其中保留现状 3 处社会福利设施，即新河敬老院、

崇明康馨养老院、崇明申康老年公寓；扩建 2 处社会福利设施，即新河镇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和新民

敬老院。  

对接《崇明县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按照其养老机构设施规划要求，至 2035年，规划新河敬

老院、崇明康馨养老院、新民敬老院和崇明申康老年公寓等养老设施用地面积共计 2.83 公顷，建筑

面积约为 2.83 万平方米，满足远期养老设施需求。 

10. 其他设施 

规划保留殡葬设施 3 处，用地面积 33.28 公顷（因道路红线、河道蓝线占用部分设施用地，规划

用地面积小于现状用地面积），即保留现状崇明区殡仪馆、新河殡仪服务站和崇明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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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住房保障 Hosing Assurance 

1. 发展规模 

在满足新河镇发展需求的同时，完善对保障性住房的基本供应，解决民生居住、动迁安置等问题，

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发展的共同目标。新河镇住房在满足城镇常住人口的基础上，考虑未来

发展的弹性，预留一定的空间。 

规划新河镇住宅用地（不包含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控制在 134.97 公顷以内，住宅建筑总面积

控制在 151.20 万平方米以内，住宅总套数达到 1.51 万套，套均面积 100 平方米，人均住宅用地面

积达到 44.99 平方米，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 50.40 平方米。其中新增住宅人均建筑面积为 40 平方

米，符合新建住宅人均建筑面积 35-40 平方米的标准要求。 

2. 住房结构 

新河镇住房可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保障性住房和其他住房。其中保障性住房指安置房；其他住

房指商品房或可用于经营投资用途的住房类型。 

城市开发边界内规划保障性住房用地面积不低于 71.60 公顷，其中现状保障性住房用地 14.47

公顷，规划保障性住房用地 57.13 公顷，可容纳人口 1.21 万人。 

其他住房用地面积不高于 63.3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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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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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1. 公共开放空间网络 

1.1 河道规划 

河道水系规划 

本次规划将落实河道蓝线，修复现状水系，形成通畅的河道网络，加强滨水可达性，提高滨水地

区活力 。规划骨干河道两条，新河港和南横引河；区级河道两条，东平河和相见港。规划镇域内刚性

河湖水面面积共计 537.53 公顷，刚性控制水面率 8.13%，弹性控制水面率 3.56%，规划水面率总

计 11.69%。城市开发边界内，河湖水面面积 25.98 公顷，规划水面率 4.64%。 

对蓝线规划的调整 

考虑到更好的营造开发边界内的公共空间，对唐家湾河道蓝线做了局部调整，放大局部水面，以

满足其景观和公共开放空间的需要。优化岸转河线型，确保土地充分利用，同时营造环境宜人的公共

开放空间。 

河流水系的保护和利用 

◆分级保护控制 

南横引河单侧最小陆域控制宽度 50 米，新河港、东平河和相见港河道单侧最小陆域控制宽度 8

米，其他支河单侧陆域控制宽度 6 米。  

◆水生态修复 

严格保护滨江湿地滩涂，河道治理或开挖的过程中，应结合护岸工程对河道、湖泊进行水生态修

复，中小河道、水塘宜采用自然生态的护坡护岸形态。水生态退化严重的河道建议使用控藻型生物、

构建人工湿地等手段重新恢复水域生态健康。 

◆水景观营造 

加强滨水绿化营造，形成乔木、灌木、草地、水生植物相结合的滨水景观。保持既有河道直线型

特征，在局部位置适当拓宽，形成湿地岛，增加河道景观的异质性和自然性。河道两侧以软质岸线为

主，对已建成的混凝土硬质护岸建议进行生态化改造，提高骨干河道的生态及景观效应。保持滨水岸

线的连续性，加强与慢行系统的衔接。驳岸的设置应与周边功能相协调，形成多元的滨水岸线形式。

同时结合河流水系环境特点，适度开展水上观光、亲水娱乐、科普教育等活动，构建“亲水、乐水”

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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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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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开放空间系统：一带多廊、点网结合 

规划以长江为脉，结合滨江绿地开放空间打造沿江特色公共空间景观带，沿多条水绿廊道形成开

放空间网络渗透到各类功能区块，结合公共活动场所形成若干个公共活动节点。 

一带——沿江特色公共空间景观带 

沿江布置生态绿地、码头休闲、运动休闲、小型商业、餐饮场所等活动空间，形成完整连续的滨

江活力带。对接城桥镇滨江邮轮码头等旅游项目，完善滨江旅游带功能。 

多廊——与长江相连的水绿步道网络 

规划以水绿廊道形成的网状开放空间渗透到各类功能区块中，组织城镇居民的休闲、健身、游憩

等公共活动，同时串联各类公共活动设施，结合自行车与慢行步道设置，形成独立于车行系统以外的

景观优美、安全舒适的慢行交通系统。 

1.3 公园绿地  

依托水网特色，在河道两侧各布置 5-10 米的绿化景观带，实现公共绿地服务半径生活区全覆盖

的目标，提升镇区生态环境品质，营造城镇景观特色。镇域公园绿地共计 39.27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

15.10 ㎡/人，其中规划为城镇公园共计 6.62 公顷。依据公园布置标准，4 公顷以下公园覆盖半径为

500 米，4 公顷以上公园覆盖半径为 2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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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开放空间网络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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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镇空间景观结构 

2.1 镇域空间景观结构：绿带成网、一主一副、两带三区 

绿带成网——水绿景观带 

以南横引河、东平河、新河港、相见港等多条河道为本底形成水绿景观带，结合长江沿线的滨江

景观轴线形成生态景观网络，融入全镇域空间，构建生态城镇景观建设典型。 

一主一副——城镇景观核心 

规划新河综合城镇景观主核心和新民社区景观副核心，作为新河镇主要的城镇景观。 

两带三区——城镇风貌带、景观风貌区 

沿崇明生态大道和新申公路两条城镇功能发展轴构成十字形的城镇风貌带，是新河镇城镇建设主

要的特色风貌展示带。 

城镇生活风貌区：包括新中社区与新民居民集中点，以城镇生活风貌为主； 

创新产业风貌区：富盛产业园以现代办公建筑风貌为主； 

乡村田园风貌区：新河镇域内乡村片区，保留优化现有河道、田间水渠及田埂路，加强田间林带

建设，引入农田大地艺术，丰富景观层次，以乡村田野自然风光为主。 

2.2 镇区空间景观结构：两带一核、一轴四区、水绿成网 

两带一核——城镇风貌带、城镇景观核心 

城镇风貌带：沿崇明生态大道和新申公路形成的两条城镇功能发展轴，构成十字形的城镇风貌带。

沿崇明生态大道城镇发展轴线以研发办公、公共活动为主，沿线布置以硬质开放空间为主，在商业办

公区入口设置人流集散小广场，建筑色彩以中性色调为主。沿新申公路城镇发展轴线，主要以产业研

发和居住功能为主。西侧研发办公区，沿线布局 30-35 米绿化退线，建筑界面应尽量统一，以中性

偏冷色调为主。东侧居住功能，沿线布局 20-25 米绿带，布置休闲活动设施，建筑界面统一，以偏

暖色调为主。 

核心点：创智景观核心是规划以城镇建筑景观为特色，形成具有空间错落感的研发办公区域，建

筑高度受限控制不高于 18 米，建筑界面应追求丰富多变，以中性偏暖色调为主。 

一轴四区——滨江景观轴、景观风貌区 

规划形成以长江沿线打造滨江景观轴线。 

镇区分为城镇生活风貌区、绿色产业风貌区、产研服务风貌区、旅游休闲风貌区四个风貌区。 

城镇生活风貌区即现状镇区，以传统街巷风貌为特征、以多元功能为基础，既体现文化底蕴、又

富有时代特色的城镇风貌区。建筑色彩整体“淡、雅、素”，采用中高明度、低纯度的偏暖色系或中性

色等，营造静谧、温馨的色彩环境。  

绿色产业风貌区和产研服务风貌区主要为富盛产业园区，通过存量工业用地转型升级以及现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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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厂房的改造升级，打造以特色生态建筑以及高品质环境为特色的绿色生态园区。建筑色彩以简洁、

明快的色彩风格为主，总体上以中高明度、中低纯度的偏冷色为主，展现简约大气的现代产业园区风

貌。 

旅游休闲风貌区依托长江得天独厚的景观资源，结合滨水公园等开放空间，构建丰富的公共活动，

同时加强滨江慢行系统的打造，整体风貌体现滨江生态开敞的特征。建筑色彩整体宜清新淡雅，强化

与滨江自然环境融合，避免大面积出现高纯度的艳丽色彩。 

水绿成网——水绿本底 

以河湖、道路等景观空间形成的水绿景观网络，渗透入城镇组团，构建水绿城相融合的城镇景观

形象。 

 

 

 

 

 

 

 

 

 

 

 

 

 

 

 

 

 

 

 

 

 

 

 

 

镇域城市设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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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间形态 

3.1 建筑高度分区控制 

城市开发边界内以二级高度分区为主，以滨江路为界，南侧区块建筑高度应略低于北侧区块建筑

高度，并形成错落有致的滨江建筑界面。 

城市开发边界外以一级高度分区为主，严格控制建筑限高，形成较为开敞的乡村空间。 

 

 

 

 

 

 

 

 

 

 

 

 

 

 

 

 

 

 

 

 

 

 

 

 

 

 

建筑高度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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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发强度分区控制 

镇域范围内建设用地的开发强度均控制为一级强度分区，住宅组团容积率不得超过 1.2，商业服

务业及商办用地容积率不超过 2.0，严格控制建设开发。 

  

 

 

 

 

 

 

 

 

 

 

 

 

 

 

 

 

 

 

 

 

 

 

 

 

 

 

 

                                                     开发强度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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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综合交通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1. 道路系统 

3.1 对外交通 

优化公路网络，增强对外联系，形成三横一纵对外联系通道。 

三横：崇明生态大道、陈海公路、团城公路，主要承担联系南部陈家镇、堡镇等的重要功能； 

一纵：北新公路，主要承担新河镇北向联系东平镇等。 

3.2 路网体系 

针对现状道路体系欠缺、道路断头较多，等级不高，支路网不贯通，镇域内道路质量参差不齐等

问题。完善镇区道路体系，整合主干、次干路系统，提高道路质量。以实现“内密外联”的城镇道路

系统，至 2035 年，新河镇镇区道路网密度 7.01 公里/平方公里。 

镇区主干道路：四横五纵。 

四横：团城公路、新开河路、崇明生态大道、滨江路； 

五纵：新梅路、新申路、新中路、河松路、河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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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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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运系统 

优化新河镇水上交通，强化水上旅游交通功能，兼顾民生和旅游交通的需要。构建多功能码头布

局体系，提升水上运输服务，规划提升二级港口新河港。 

结合上位规划，东平河港区规划一处公共货运码头。 

3. 公共交通 

3.1 局域线交通干线 

对接上位规划，落实崇明生态大道局域线 1 号线，在崇明生态大道、新中路路口设置站点。 

3.2 常规公交 

根据公交客流需求特征，规划公交线网与城镇用地功能布局和主要客流集散点分布相契合，形成

以岛域主干公交线网、镇域社区公交线等多网互补的公交线网布局结构。 

规划设置 1 处公交首末站，1 处公交停保场，位于崇明生态大道、新中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占地面积约 0.64 公顷。 

4. 慢行交通 

4.1 步行系统 

结合沿江及镇域的慢行网络，在河道两侧或单侧布局不低于 2.5 米的步行休闲道，串联主要公共

服务中心以及公共交通站点。 

城市开发边界内，交通性主干路的步行道和车行道之间通过围栏或绿化带分隔，生活性主干路、

次干路、交通性支路按 150-200 米间距布置平面方式的步行过街设施；生活性支路拓宽人行道，增

加沿路绿化，营造利于步行的环境。 

4.2 自行车道 

结合河流水系、滨江大堤、生态走廊等重要的公共空间，串联主要公共服务中心以及公共交通站

点，构建灵活多样的慢行交通体系，形成郊野自行车道、滨水自行车道、生活自行车道等多元化的骑

行体系。 

道路上的常规自行车道宽度不小于 2.5 米，河道两侧或单侧布局自行车休闲道不低于 2.5 米。无

法满足要求的可以通过单向交通、高峰时段禁行等措施进行弥补。自行车专用道结合滨江绿地综合设

置，独立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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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慢行换乘系统及设施 

由于城市道路系统与水绿步道网络相互独立，因而重点考虑在二者交叉点上设置公交与慢行的换

乘系统。结合绿道网络、公园、公交枢纽以及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设置公交站点和自行车租赁存放点。

在规划慢行网络中设置便于行人使用的设施，包括公共厕所、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等。 

5. 静态交通 

优化停车供给结构，构建以专用为主、公共为辅、路内补充的供给策略。鼓励新建地区配建停车

位，并针对布局不平衡、停车需求集中的区域配置公共停车场（库），在学校、医院等公建设施周边可

适当增加公共停车位配置，弥补配建停车的不足。 

公共停车场（库）规划采用以地下为主、地面为辅的方式，提高用地集约性。原则上不新增独立

的公共停车场（库）用地，倡导结合公共建筑设置公共停车位。规划结合体育中心、公交站场、公

园、文物古迹等设置多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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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规划遵循“统一规划，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着重从用地布局和行业角度提出控

制目标和对策，以“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水体清洁、景观优美、生态平衡”为目标创建“世界级生

态岛”。 

水环境保护 

新河镇地区地表水环境质量为 III 类水质控制区，应严格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III 类水控制标准。加快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旧城改造中加快污水管网的改造和建设，

进行雨、污分流，使生活污水全部纳入统一的污水处理系统集中处理。积极推进建设农村生活污水纳

管处理。城镇河道水系定期疏浚，改善河流水动力条件，保证生态用水，重视对景观用水的污染治理，

做好河岸生态护坡建设，营造良好的水生态环境。 

建设节水型城市，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采用屋顶绿化、下沉绿地、雨水花园、可渗透路面等

低影响开发措施，从源头削减径流总量并进一步削减面源污染，同时全面推进农田节水灌溉工程。加

强地下水污染防控和监管，防范地下工程设施等活动对地下水的影响，严格防控危险废物、污染土壤、

污水灌溉等对地下水的污染。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推广缓释肥和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量，推广绿色

防控技术和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生物农药使用，减少农药用量。加强水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积极

推广使用节水型家用设施。 

声环境保护 

规划沿主要对外交通道路和主干道设立噪声环境控制区。噪声区域规划执行国家环保局 1993 年

颁布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2008）。镇区噪声环境共分为四类控制区：居住、文教

区为一类噪声控制区；居住、商业、工业混合区为二类噪声控制区；工业仓储区为三类噪声控制区；

四类噪声控制区为高速公路、快速路两侧 100 米、过境公路两侧 50 米、城镇主干道两侧 25 米的区

域包括陈海公路、团城公路、新申路等。 

为防止新的噪音问题产生，避免在交通繁忙路段建设住宅，规划确实需要建设的，提供环境影响

报告书证明噪音污染没有超过限值。采取有效的减噪措施，开设缓冲区、路旁设置隔音屏，铺设低音

路面。 

对东平机场周边的民生村、卫东村、群英村、新隆村 4 个村进行了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居民普

遍认为机场噪声对平日生活、生产带来负面影响。规划建议根据村民意愿加大其撤并力度，将村民转

移至农民集中居住点居住。 

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生态用地是在城镇建设区外需要保护的自然山水植被用地及应恢复植被的空地和裸地，是镇

区之外整体生态环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主要的生态实体。镇区周边位于南横引河水体与陈海公路

之间的生态保护区是保护的重点。对于该项用地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严禁随意建设、蚕食用地和

乱砍滥伐，保持并养护其自然生态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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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处理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率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 100%。 

继续推进生活垃圾处理与处置设施建设；推进工业企业清洁生产，完善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与处置体系；全面实施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建立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系统；确保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

处理处置，工业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废弃送至专业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建立固体废弃物管理控制系统，

进行从废弃物到处置场所的全过程管理，进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大气环境保护 

规划大气环境质量达到 I—II 类标准，其中陈海公路以南区块达到 I 类标准，陈海公路以北区块达

到 II 类标准。 

对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大力发展环保型公共交通工具，并加强机动车废气控

制治理，逐步推广使用燃油添加剂以减少对大气环境影响，发展新能源汽车；禁止对大气污染严重的

工业企业发展，定期定点实行大气监测。加强绿化工程，保护生态环境，提高植被覆盖率，提高大气

环境的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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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 
Recent Key Development Areas 

1. 富盛经济开发区：引入绿色产业 

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崇明生态大道南侧片区，滨江路两侧，共计 0.60 平方公里，是富盛经济开发

区内急需开发的重要地块。根据上位规划要求，推进开发区工业转型升级为研发、办公用地，引入

生态绿色产业。未来结合滨江景观休闲带的打造，规划将以科技研发为主。 

2. 新申路城镇带：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位于新申公路以东，河椿路以西，新开河路以南，富临路以北，总面积约 0.30 平方公里。规划

以居住功能为主，形成具有活力的街区环境。 

3. 新河集中安置区：推进农民集中安置 

 位于新河港以东，新开河路以南片区， 总面积 0.41 平方公里。规划以居住功能为主，同时配

备完善的社区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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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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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Key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Near Future 

1. 公共服务设施 

至 2025 年，规划文化设施崇明岛登陆纪念馆 1 处，位于崇明生态大道南侧，老南横引河北侧，

用地面积 0.28 公顷。规划其他公共设施两处，分别是天新村老南横引河北岸的沈家老宅，面积 0.94

公顷，天新村南横引河北侧的郁家庙，面积 0.04 公顷。 

至 2025 年，规划多处社区级服务设施，分布于各个乡村单元。 

 
近期重点公共服务设施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单元/ 

街坊编号 

用地面积

（公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备注 

市区级

设施 

文化设施 1 崇明岛登陆纪念馆 CMXHXC-01 0.28 2790 —— 

医疗设施 2 崇明区康乐医院（扩建） CMXHXC-04 2.53 25358 —— 

其他公共

设施 

3 郁家庙 CMXHXC-01 0.04 438 —— 

4 沈家老宅 CMXHXC-01 0.90 9000 —— 

社区级公共设施 

5 产业管理服务中心 CMXHXC-03 0.07 729 —— 

6 日间服务照料中心 CMXHXC-03 1.10 10960 —— 

7 产业管理服务中心 CMXHXC-03 0.46 4586 —— 

8 卫生服务点 CMXHXC-03 0.05 543 —— 

9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3 0.58 5784 —— 

10 村委会 CMXHXC-04 0.49 4853 —— 

11 室外健身点 CMXHXC-04 0.04 400 —— 

12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4 0.11 1078 —— 

13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4 0.42 4223 —— 

14 综合文化站、室内健身点 CMXHXC-04 0.09 972 —— 

15 便民商店、综合文化站 CMXHXC-04 0.06 647 —— 

16 村级老年公寓 CMXHXC-04 0.23 2277 —— 

17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4 0.17 1722 —— 

18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4 0.31 3141 —— 

19 多功能活动室、室外健身点 CMXHXC-04 0.08 847 —— 

20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1 0.21 2104 —— 

21 日间服务照料中心 CMXHXC-01 0.15 1467 —— 

22 室外健身点 CMXHXC-01 0.05 531 —— 

23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1 0.78 7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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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功能活动室、室外健身点 CMXHXC-01 0.25 2528 —— 

25 室外健身点 CMXHXC-01 0.38 3767 —— 

26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1 0.10 1007 —— 

27 村史馆 CMXHXC-01 0.11 1058 —— 

28 医疗室/日间服务照料中心 CMXHXC-01 0.45 4452 —— 

29 综合文化站 CMXHXC-01 0.27 2709 —— 

30 室外健身点/综合服务中心 CMXHXC-01 0.26 2598 —— 

31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1 0.58 5789 —— 

32 东平河水闸管理分站 CMXHXC-01 0.12 1213 —— 

33 综合文化站/综合服务中心 CMXHXC-01 1.24 12356 —— 

34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1 0.54 5444 —— 

35 社区服务中心 CMXHXC-01 0.17 1660 —— 

36 村史馆/红色纪念馆 CMXHXC-01 0.59 5872 —— 

合计 14.26 1427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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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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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住宅供应及经营性用地项目 

近期重点住宅供应及经营性用地共 56.79 公顷。 

2.1 安置基地 

近期新建安置基地 44.4 公顷，均为富盛经济开发区安置基地。 

2.2 经营性出让地块 

近期新河镇共有 12.39 公顷地块作为经营性用地进行出让，为富盛经济开发区内集贸市场和产业

用地。 

近期重点住宅供应及经营性用地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单元/街坊编号 面积（公顷） 备注 

安置基地 

1 安置区 1 CMS10-0001/08 8.21 —— 

2 安置区 2 CMS10-0001/18 2.91 —— 

3 安置区 3 CMS10-0001/23 2.86  

4 安置区 4 CMS10-0001/23 3.81  

5 安置区 5 CMS10-0001/40 4.53 —— 

6 安置区 6 CMS10-0001/41 4.74 —— 

7 安置区 7 CMS10-0001/42 6.99 —— 

8 安置区 8 CMS10-0001/43 10.35 —— 

经营性出让

地块 

其他经营 

性用地 

9 集贸市场 
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 

一期单元/06 
2.24 —— 

10 富盛园区 1 
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 

一期单元/09 
4.40 —— 

11 富盛园区 2 
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 

一期单元/09 
5.75 —— 

合计  5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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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住宅供应及经营性出让地块布局图 



附件 1

《崇明区新河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答复

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在崇明区政府官网、崇明

规划展示馆、新河镇文化活动中心对规划进行公示。

2018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崇明区政府官网、崇

明规划展示馆、新河镇文化活动中心对规划进行补充公示。

公众无意见。



附件2：图纸









附件3：单元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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