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丰县总体规划(2017-2035)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总则 

1、规划期限： 

2017年——2035年，其中：近期为 2017年——2020年；中远期为 2021年-2035

年；同时城市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2、城市规划区范围： 

县域：新丰县行政区划范围，面积 1967.39 平方公里。 

城市规划区：以丰城街道行政区为基础，向西拓展延伸至梅坑镇张田村珠江

东岸（新丰）创新产业示范园边界，东至丰城街道与马头镇交界处，南至丰城街

道与龙门县交界处，北至丰城街道与黄礤镇和马头镇交界处，共 28117.27 公顷。 

中心城区：主要位于丰城街道和梅坑镇张田村，北至西莲山南部山脊；东至

大广高速；南至大广高速道路中线；西至珠江东岸（新丰）创新产业示范园边界，

总面积约 5726.10 公顷。 

3、城乡发展总体目标 

融入珠三角，建设粤北生态宜居新城：依托珠三角产业转移，发展为珠三角

产业承接地，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立足绿色转型跨越式发展，以特色

产业、特色旅游、生态农业为基础，建设山水特色的宜居宜游城市。 

4、城市规模 

人口规模：规划至 2020 年县域总人口 28.3 万人，城镇化率为 40%，城镇人

口为 11.3 万人；2035 年县域总人口 34.8 万人，城镇化率为 70%，城镇人口 24.4



万人。中心城区人口至 2020 年达到 8.6 万人；至 2035 年达到 16 万人。 

用地规模：规划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面积至 2020 年为 8.17 平方公里；至 2035

年为 16.83 平方公里。 

第二章 县域城镇体系规划 

1、城镇发展空间结构 

构建“一主一副两轴四区”的城镇发展空间结构。 

“一主”：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区，构成县域的发展核心； 

“一副”：以回龙镇为重点城镇的县域副中心； 

“两轴”：依托 105 国道、大广高速形成城镇发展主轴，重点加快中心城区、

梅坑镇和马头镇发展，打造经济、文化、信息、旅游、物流发展的重要走廊；沿

105 国道、省道 347 形成产业发展主轴，打造以工业、生态休闲旅游为主导的产

业发展主轴。 

 “四区”：西部特色工业与现代农业发展区（回龙镇、遥田镇、沙田镇）、中

部度假休闲与综合服务发展区（中心城区、梅坑镇）、北部生态旅游与观光农业

发展区（黄磜镇）、东部绿色工业与文化体验发展区（马头镇）。 

2、城镇职能体系规划 

序号 级别 数量（个） 城镇名称 城镇职能类型 具体指引 

1 
中心

城镇 
1 丰城街道 综合服务型 

商贸、旅游服务，现代制

造业和食品加工业 

2 
重点

城镇 
1 回龙镇 工业综合型 

高新材料、建筑材料、稀

土产业、五金制造业 

3 
一般

城镇 
5 

马头镇 工业旅游综合型 
新能源及循环经济、旅游

商贸 

4 梅坑镇 旅游服务型 生态旅游、旅游服务 



5 遥田镇 农业旅游综合型 
农业和林果业，农产品加

工，农业生态旅游 

6 沙田镇 农业综合型 
农业和林果业，农产品加

工 

7 黄磜镇 农业旅游综合型 农业，农业生态旅游 

3、县域综合交通规划 

积极推动广从快线延长线至新丰的项目落地，加快形成全方位“对接大广州、

融入珠三角”的交通网络。规划依托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区域主干线，建设

高速公路及高速连接线，对现有国道、省道、县道进行改造升级，形成新丰县联

通珠三角、韶关市及县域内部各镇的多层次交通网络体系，实现与区域交通设施

资源共享，有效促进新丰旅游业、物流业和商贸业的发展。 

4、县域产业布局规划 

充分借力作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展契机，做好产业转移承接

载体、提升环境品质，推进传统优势产业提档升级，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做大

做强产业集群。 

以规划来推动新丰城乡产业发展，形成特色工业、生态休闲旅游、现代农业

三大产业，构建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新型建材产业、休闲旅游产业、创新

创意服务业和特色农林业六大产业集群，促进全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推进工业、服务业“双轮驱动”发展道路，依托制造业深入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形成“二三产联动”模式。依托农林业资源禀赋，发展食品医药制造业和旅

游业，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改变单一发展工业的产业结构，坚持创

新引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着力建设创新产业示范园、循环经济产业园等科技

创新平台。 



第三章 中心城区规划 

1、城市性质 

韶关市链接粤港澳大湾区南部门户，以发展旅游服务和新型工业为主的山水

宜居城市。 

2、城市空间发展指引 

中心城区城市空间发展以增量发展与存量提升并举为模式，城市空间发展方

向为“南拓、北控、西进、东调、中优”。 

3、中心城区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轴、双核、六片区”的空间结构： 

“一轴”：沿原 105 国道的城市发展轴线，串联各大片区。 

“双核”：旧城综合服务中心和城南综合服务中心。 

“六片区”：旧城生活服务区、城南现代服务区、龙围文教生活区、紫城产

城融合区、横江产业集聚区、城西生态宜居区。 

4、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 

整合山水文化资源，打造山水文化城市：保护大型自然山体以及新丰江、西

坑河等河流，维护新丰的山水城市格局。通过文化设施，构筑城市文化空间并提

升城市品位。 

以新丰江为轴线引导城市空间重构：构建城市特色，加强新区和旧城之间的

联系。 

明确城市发展战略地区：丰江新城和横江产业集聚区作为战略重点地区，引

导城市空间拓展和功能完善。 



5、综合交通规划 

（1）对外交通规划 

规划形成由铁路、国道与高速公路构成的对外交通系统：有广从快线延长线

至新丰和赣广高铁，南融广州北联赣州；国道 105 和大广高速疏导东西向对外交

通；国道 220 和武深高速疏导南北向对外交通。 

公路客货运输站场：规划一处轨道交通站点、两处客运站，结合新丰县客运

站设置公路货运站场；在各个片区设置公交首末站。 

（2）城市道路交通 

规划总体形成“两横五纵一环”的“网络状”城市骨架路网。 

“两横”：连接新丰江北部片区的丰城大道和连接城南片区、龙围片区的丰

宁路。 

“五纵”：跨江连接中心城区南北各片区的新龙大道、东环路、金园路、紫

城大道和龙围大道。 

“一环”：以 G105—北环路连接各片区的外环道路。 

（3）公共交通系统规划 

规划在城南片区东部、规划客运站内、横江产业片区、紫城片区中部和城西

片区后山公园西侧各设立一处公交枢纽站。城市公共汽车拥有量按 1100 人一辆

标准车计，设置公交车辆保养场 5 处（结合公交首末站设置）。 

6、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新丰城市片区布局的空间结构特点，以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为平台，构

建网络化、无障碍、功能复合的公共活动网络，激发社区空间活力，形成城市中

心、片区中心和社区中心三级结构体系，构成“两主多副，三级系统”的公共设

施布局结构。 

城市中心分别为：旧城综合服务中心和城南综合服务中心，形成两个县级城

市公共服务中心。在两级中心下形成“县级——片区级——社区级”三级公共设施

系统，并在各分区中形成独立的公共设施系统。 



7、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整合紫城片区的工业企业，将污染型企业搬迁至回龙镇、马头镇等相应工业

园区，主要保留无污染的企业，进行集群化生产。 

依托大广高速出入口的建设和珠江东岸（新丰）创新产业示范园的建设契机，

打造横江产业物流集聚区，发展融合康养创意项目、食品加工、智联新能源汽车

和物流等产业的产城融合高地。 

8、绿地景观系统规划 

（1）绿地系统 

规划形成“山环水脉围绕，公园绿楔点缀”的特色形态。规划形成多轴、多

心、多级，空间连续的点（公园、公共绿地）、线（带状绿地、绿廊）、面（自然

山体林地、城郊田园）结合与多种绿化形式相结合的复合式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建设公园 14 处。公园分为综合性公园、片区绿化公园和街头绿地三类。 

（2）景观结构 

依据中心城区绿地和景观因素布局，本次景观风貌结构整体规划为“蓝绿交

融，一轴六区多节点”。 

“蓝绿交融”——两种生态廊道，结合新丰江、西坑河等与城市建设区相互

穿插环绕，并通过水域及其防护绿带等绿色开敞空间将山体生态景观引入城市； 

“一轴”——一条城市综合功能景观轴，展示新丰地方文化特色、经济特色

和精神风貌的长廊的丰城大道； 

“六区”——六大景观分区，规划将新丰城区划分为六个景观风貌区：旧城

传统居住风貌区、城南现代宜居风貌区、紫城产城融合风貌区、城西生态宜居风

貌区、龙围滨水文化风貌区和横江创新产业风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