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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政办字〔2021〕56号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 

《河北省县城建设提质升级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

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5月 6日 

河北省县城建设提质升级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2021-2023年）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

九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提高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水平要求，有效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

功能品质，决定自 2021至 2023年实施县城建设提质升级三年行

动。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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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县城建设的有关要求，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县城建设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坚持分类分级、提质进位、创新引领、统筹推动，

以风貌特色塑造、产城融合发展、公共服务配套、基础设施完善、

城市更新改造、宜居环境打造、城市管理提升为重点，补短板、

强基础、提品质、惠民生，全面提升县城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建

成一批宜居、宜业、绿色、韧性、智慧、人文的现代化中小城市，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

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 

利用 3年时间，通过持续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努力使县城空

间布局趋于合理，风貌特色逐步显现，集聚能力持续增强，承载

功能大幅提升，环境容貌明显改观，治理水平显著提高。到 2023

年，基本建立完善的“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消除

中小学校大班额，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基本达标，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 2.39平方米，改造老旧小区 2949个，棚户区改

造开工 17.7万套，启动城中村改造 299个，公共供水普及率达到

97%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1平方米，原生生活垃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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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填埋，历史建筑全部挂牌保护，停车难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美丽街区”和“精品街道”达到 100个以上，成功创建一批人

居环境奖和文明城、卫生城、园林城（生态园林城）、森林城、

节水城、洁净城。 

三、主要任务 

（一）风貌特色塑造行动。 

1.提升规划设计水平。健全“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有序编制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

建立规划人口规模、三条控制线、产业发展布局、建设正负面清

单等管控制度。完善总体城市设计，科学确定县城整体形态、开

发强度、规划建设参数等指标，摆脱“千城一面”，打造“一城

一韵”。结合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开展商业中心、文体

中心、重要街道、沿山滨水等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打造“城市客

厅”。2021年，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总体城市设计编制。

2022至 2023年，各县（市）、组团区每年完成 2项以上重点地

区城市设计。 

2.彰显区域空间特色。结合沿山、沿海、沿河等地域特色和

人文资源优势，着力优化形成各具特色、各显其美的县域魅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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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格局。沿太行山、燕山的县（市）重点围绕长城文化、山水人

文等特色，打造城景交融的景观风貌。沿海的县（市）加强自然

岸线、滩涂湿地保护，恢复自然生境，塑造由陆向海的区域自然

景观体系。沿大运河的县（市）突出生态优先和文化为魂，让

“千年运河、燕赵雄风”焕发“新容貌”。冀中南平原的县（市）

结合河湖水系、农田林网等，形成蓝绿交织、农耕文化厚重的多

彩大地景观。 

3.强化历史文化传承。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利用，

梳理挖掘凸显本地特色的历史文化，通过公共建筑、公园绿地、

小品雕塑等载体进行展示传承。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历史文化街区

和历史建筑普查认定，及时挂牌建档，纳入保护名录。推进历史

文化街区微改造、微更新，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

人居环境。探索创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和历史建筑活化

利用，丰富文化、旅游、商业业态，打造一批特色彰显、功能完

善、活力十足的示范工程。2021年，各县（市）、组团区基本完

成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普查认定。2022至 2023年，持续做

好修缮和活化利用工作。 

4.加强城区建筑管控。探索建立城市总建筑师制度，加大优

秀建筑设计正面引导力度，加强标志性建筑设计监管，打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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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亮点和精品建筑。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

筑方针，强化建筑设计管理，治理“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

乱象。研究建筑第五立面形态设计，明确屋顶景观要求。严格控

制自然生态、景观敏感等重点地段周边建筑高度，保持视线通廊，

保护好传统格局和风貌。2021至 2023年，各县（市）、组团区

每年打造不少于 2个特色风貌建筑。 

（二）产城融合发展行动。 

1.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发挥县城不同资源和区位优势，推进

县城传统产业转型发展。提高产业与县城资源禀赋匹配度，增强

承接京津产业转移能力。深入推广“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新模式，

促进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集中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一批特色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实现

产业园区提档升级，为产业经济和县城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2.促进产城互动融合。有序推动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

区集中，促进产业发展和县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医疗卫生、

教育文化等要素互动共赢、良性循环。依托现有国家级和省级开

发区，统筹产业园区与县城发展，打造一批产业新城、产城融合

示范区，加快推进县城新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形成互联互通、

功能互补、融合发展新格局，拓展县城经济发展新空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