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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到2018年，时代洪流奔涌向前，城乡面貌覆地翻天。
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是一项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涉及经济、政治、文化

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指导、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手段。搞好城乡规划，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
效配置公共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省城乡规划体系日趋完善，规划管控引领作用逐渐加强，河北城乡建设的宏伟蓝图更加清晰，
城乡发展正朝着宜居、宜业的目标大踏步前行。

坐落于井陉县南障城镇的吕家村是中国
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拥有特色明
清时代建筑 76 处，独特的石窑结构房屋冬暖
夏凉，适宜人居。

吕家村以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为愿景目标，坚持保护与开发均衡
发展，每年投入资金对房屋进行修缮，加强与
旅游公司合作，在原有建筑基础上打造了业
态一条街，并与影视公司合作拍摄电影，宣传
其独特的建筑风格。

我省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不乏像吕
家村这样的历史文化名村。截至目前，我省共
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90 个（其中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 20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70
个），中国传统村落145个。

2018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将蔚县列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至此，我省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达到 6 座，分别是正定县、承德市、保定市、
邯郸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蔚县。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名村的保护作为城
乡规划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延续历史文脉，增强
文化认同，促进当地特色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自 2012 年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先后
组织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建筑
抢救保护工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内历
史建筑普查等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保护。加快
保护规划编制，12 个历史文化名城和 17 个历
史文化街区已完成保护规划编制；省政府

2018 年 2 月新批复的 15 个历史文化街区，正
在组织编制。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2012 年至 2018 年，
省财政累计安排 2.36 亿元名城保护专项资
金，其中 1200 万元用于编制名城保护规划，
2.24 亿元用于历史建筑修缮、历史文化街区
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改造。此外，从 2012 年
起，省财政每年安排 1500 万元，用于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相关规划编制及核心保护范围内
的历史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造及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建设。同时，积极申报中央补助资
金，共有 130 个传统村落通过住建部等部门
技术审查，列入补助范围，中央财政对每村补
助300万元，已累计补助3.9亿元。

“健全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政策规章制度。
2013 年 10 月，省政府颁布《河北省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办法》，使我省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有法可依。2016年 5 月，
我省修编了《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将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相关内容纳入
其中。近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也先后出台

《河北省城市紫线管理办法》《河北省历史建
筑认定和修缮技术规定》《河北省城乡抢救性
资源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会同文化、国
土、财政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的指导意见》，指导全省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有序开展。”

坚持“保护促利用、利用强保护”的原则，

科学利用历史文化资源，配套建设旅游设施，
增强了乡村旅游发展能力。蔚县西古堡村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村深入挖掘“打树花”、
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旅游开发公司
统一包装推广，打造成为知名的旅游品牌，每
年吸引大量游客。

2016 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了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
定工作，优先对重要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实施
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改造和环境整治项
目，部分历史建筑得以修复，街区生活环境有
了较大改善。

各地加强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
制、审批和备案工作，科学划定核心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持和延续街区传统格局
和历史风貌，维护历史文化遗存的真实性和
整体性。

2018 年 3 月，省政府印发《关于同意秦皇
岛港大码头等街区为河北省历史文化街区的批
复》，同意秦皇岛港大码头、赵县柏林禅寺、张家
口市宣化区庙底等15个街区为河北省历史文
化街区。至此，我省历史文化街区达到32个。

40年来，我省城乡规划体系不断完善，规
划引领作用得到强化，城市风貌特色不断凸
显，城市规划改革创新不断加强，全省城镇发
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文/吴玉玲、郭晓丽 图/范怀良、吴德
全、张平海、王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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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雄安新区比邻而居，地处京津

半小时交通圈，霸州在廊坊市南部区
域经济格局中，如鼎之重。规矩成就方
圆，霸州市按照多规合一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要求，高标准编制城乡总体规
划，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各类规划
195项。

在“一城双核一轴多节点”的城镇
框架体系下，霸州市有序推进城乡规
划、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公共服务
水平等方面工作，一座宜居宜业的现代
化新城呼之欲出。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只霸州
市，40年来，我省城乡规划体系不断完
善，引领管控作用日益增强，带动全省
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0 年来，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围绕新时
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目标，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
展，坚持规划先行，积极推进规划改革
创新，进一步健全城乡规划体系，创新
规划理念和方法，建立科学有效的规
划实施和决策机制，完成了各类规划
编制和审查工作。

不断更新规划理念。规划制定由城
市规划向区域规划和城乡统筹规划转
变，规划内容由注重空间布局向兼顾生
态环境和社会服务转变，规划实施由无
序盲目向有计划有步骤和可操作转变，
规划决策由领导拍板向依靠专家和公
众参与转变，规划成果由专业部门掌握
向“阳光规划”转变，规划属性由技术性
文件向公共政策转变。新的规划思路和
方法，使城乡规划的“龙
头”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更
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体系基本健全。
深化完善重点区域规划，
高标准完成省域城镇体系
规划修编、河北省空间布
局规划，配合做好首都经
济圈总体规划编制，全面
完成设区市总体规划评估
和修编、县（市）总体规划
修编和城乡总体规划试
点、城市重点专项规划和
控制性详细规划，进一步
健全了规划法规制度和技
术标准导则。

规划水平显著提高。
优化完善城乡规划，推动
区域协调、城乡统筹和建
设品质提升。规划充分体
现地域特色和生态宜居城
市建设要求，规划的科学
性、前瞻性明显增强。重要
规划编制全部委托一流规

划编制队伍承担，规划委员会和专家
论证制度进一步健全、规范。

规划实施体系初步建立。创新规
划编制和实施机制，解决传统规划重
编制、轻实施，重目标、轻过程的问题，
把规划要求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将传
统的“目标规划”变为“行动计划”或项
目实施规划，将被动的规划实施变为
主动组织、引导，将单纯对规划方案审
查把关变为项目实施全程控制。重点
推进生态示范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和风貌特色塑造、绿色建筑发展等
的实施工作。2019 年 1 月 1 日，《河北
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将正式施
行，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制
定全省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编制导则，
市、县有关部门将编制绿色建筑专项
规划、并在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中明确
绿色建筑等级要求和控制指标，纳入
建设工程规划审查和规划条件核实。

乡村规划更加完善。近年来，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不断推动全省乡村规
划体系完善，配合省人大修编了《河北
省城乡规划条例》，进一步充实乡村规
划编制和管理内容。制定并颁布《河北
省美丽乡村规划设计导则（试行）》《农房
节能改造指南》《农村住房建筑设计导
则》《小城镇建设标准》《特色小镇规划设
计编制导则》等。截至2018年10月，全
省应编制规划期限到2030年镇总体规
划的941个镇，已完成786个；应编制规
划期限到 2030 年乡规划的 750 个乡，
已完成526个；应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
村36184个，已完成18809个。

日前，在廊坊市规划师之家1号楼二楼会
议室，大屏幕上播放的市区三维实景，楼房、
街道、绿地直观呈现出来，带给观众身临其境
的体验。这是廊坊市“数字规划”建设取得的
成果。

早在 2011 年，廊坊市就建成了全国首个
城市级 3D 数字沙盘。2012 年，又将其应用在
项目审批和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查中，建设完成
了“三维规划辅助决策系统”，推行“项目三维
报建”。2015年，着手建设“市县一体化规划管
理服务平台”，目前已覆盖固安等 8 个县（市、
区）数字规划系统，全市规划大平台逐步形成。

近年来，我省不断深化数字规划“一张
图”应用，对建筑用地附属建筑物属性、地下
管线、遥感影像等现势空间数据采集建库。开
展城乡规划统计分析，对城市经济、社会人
文、资源、环境等进行评价，动态分析城乡规
划的实施效果，为科学评价城市发展状况提
供准确、详实的数据支持。推进规划审批全过
程电子化指标校核和大型项目三维报建，提

升城乡规划审批工
作质量。利用遥感
技术，将不同时段
的 遥 感 影 像 与 总
规、控制四线、“一
书三证”项目审批
信 息 进 行 叠 加 分
析，为监察督导提
供执法依据。

在充分利用信
息化技术的同时，
强化监督管理，不
断增强城乡规划刚
性。省、市、县三级
建立完善的配套法
规、规章和技术标
准。深入推进“三区五线”规划管理，健全城市
控制性详细规划动态更新机制。全面推进规
划管理标准化工作，规范规划行政许可行为。

严格规划实施监管。深入开展违规调整规

划、变更容积率专项治理工作。进一步理顺规
划管理体制，明确行政执法责任，加大规划执
法监察力度。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依法拆除
和处理，公开曝光、严肃查处违法建设行为。

完善规划体系，
引领城乡空间合理布局

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利用3

强化监督管理，增强城乡规划执行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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