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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整的必要性 

1.1 国家加强生态保护力度的新要求 

十九大以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论述，并明确提出要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

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并且国家还设立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在此生态保护力度新

要求之下，需要风景名胜区进一步梳理风景资源，把握开发强度，明确规划范围，

以确保总体规划能更高效的指导风景区各项工作。 

1.2 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和管理新要求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风景名胜区监督管理力度，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

《风景名胜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湖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等

政策文件和技术标准对风景名胜区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评估和监督检查工作要求。 

2020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并启动

新一轮自然保护地生态监管工作。磁湖风景名胜区作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属于省

级监管范围，在生态环境监督工作中，也暴露了磁湖风景区的一些建设和管理问

题，表明现行风景名胜区总规存在某些与当前最新政策、技术标准不适应的地方，

体现出规划背景的改变导致目前风景区范围划定的不合理。 

1.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新要求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提出科学评估三条控制线，即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 

经对比分析，现行风景名胜区总规的风景区范围内涉及多处永久基本农田和

城乡建设用地等，与黄石市中心城区的生态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存在较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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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湖风景区作为黄石市中心城区生态本底的重要部分，其范围直接关系到正在编

制的《黄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护》确定的保护空间、建设空间、开发边界等重要

的空间范围保持一致性。因此应依据已明确的控制线，科学评估调整磁湖风景区

的范围，对接正在编制的《黄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护》,将开发与保护融为一体。 

 

图 1-1 现行磁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生态红线分布图 

 

图 1-2 现行磁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 

1.4 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的问题 

1.4.1 申报磁湖风景名胜区及总体规划——过于理想 

（1）风景名胜区范围划定较大，导致景区建设与黄石快速发展不协调。 

2016 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将磁湖风景名胜区范围由原 23.96 平方公里扩

大至 87 平方公里，原意为扩大保护和控制范围，建设更美更优的城中风景名胜

区，形成黄石市城市形象名片。 

但在扩大范围的同时，规划并未充分考虑已形成的现状城市建设和历史遗留

项目，将需要进行改造、置换的建设用地，如城中村、旧工业等用地划入风景名

胜区范围。这些低效、低质用地因受到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建设条件的制约，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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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难以进行二次开发建设的滞留用地，不仅影响了风景名胜区的整体保护与展

示，也限制了黄石市的城市更新与改造。 

（2）名胜区内部各景区的联系较弱，“磁湖”名称的承载难度较大。 

磁湖风景名胜区各景区关系松散，尤其是矿山公园景区、东方山景区及西塞

山景区与磁湖的关联度很低，磁湖距东方山景区、矿山公园景区和西塞山景区均

在十公里以上，而且磁湖水域在名胜区总面积占比较小，且与其他景区交通联系

不便捷，生态与功能互动也比较弱，无法构建系统完整的磁湖风景名胜区。 

1.4.2 实施磁湖风景名胜区建设——困难重重 

（1）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实际缺失，管理实施难度较大。 

目前磁湖风景名胜区虽然设有专门管理机构，但一直没有专人进驻负责，导

致实际的实施管理与规划建设处在空缺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景区的正

常配套建设，造成各景区的发展相当滞后，各项建设均未完全达到现行风景名胜

区总规中近期建设项目要求的预期，风景名胜区的积极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 

（2）风景名胜区被城市包围的实际情况，景区建设与城市发展互为牵制。 

现行磁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生态价值评估和保护要求不完善。磁湖风景名

胜区处于黄石市中心城区内，景区与城区相互交杂，尤其是环磁湖地区和环黄荆

山区域将景区全面包围，景区制约城区的发展建设，同时城区对风景名胜区的资

源保护和培育有较大影响。另外，矿山公园景区未来长期仍然需要采矿作业，开

采范围较大，依据最新《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中关于风景名胜区范围划定，

无法关停的工矿企业不应划入风景名胜区范围。 

（3）实施中还面临各项规划空间布局协调、各类名目公园交叉重叠等系统

调节问题无法解决。 

由于磁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较早，与现行的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等各项规划协调不充分，导致与其他规划范围、

用地规划布局之间存在矛盾。 

内部各景区申报与规划的交叉重叠也需要整合解决，风景名胜区内目前还包

括了黄荆山省级森林公园、东方山省级森林公园、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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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景区范围拟调整方案 

2.1 调整的依据 

调整的依据包括： 

（1）现行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编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

已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 

（2）仍有经营权、采矿权，难以搬迁的工业企业； 

（3）预留出基础设施通道； 

（4）与最新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永久基本农田充分对接； 

（5）风景区外围、近期难以启动搬迁的村庄居民点。 

2.2 拟调整范围 

本次拟调出地块 21 块，总面积为 3277.5 公顷，拟调入地块 1块，总面积为

4.32 公顷，依据现行风景名胜区总规，拟调出的地块包括：B01 地块为矿山公园

景区，B02 地块在东方山景区东南，B03-1—B03-6 地块在团城山景区，

B04-1—B04-12 地块在黄荆山景区，B05 地块在西塞山景区。 

拟调入的地块 C01 地块在团城山景区周边。 

 

图 2-1 拟调整地块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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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拟调出地块面积位置表 

调整方式 地块编号 面积（公顷） 位置 

调出 

B01 665.63 矿山公园景区 

B02 283.91 东方山景区 

B03-1 35.29 

团城山景区 

B03-2 28.07 

B03-3 49.54 

B03-4 120.1 

B03-5 79.46 

B03-6 5.45 

B04-1 124.55 

黄荆山景区 

B04-2 31.77 

B04-3 164.75 

B04-4 38.07 

B04-5 66.79 

B04-6 35.88 

B04-7 44.47 

B04-8 17.57 

B04-9 106.09 

B04-10 79.71 

B04-11 1275.47 

B04-12 18.18 

B05 6.9 西塞山景区 

合计 3277.65   

 

表 2-2 拟调入地块面积位置表 

调整方式 地块编号 面积（公顷） 位置 

调入 C01 4.32 
团城山景区 

磁湖湿地公园西侧 

 

拟调整后风景区面积为 54.29 平方公里，较现行风景区总规范围面积缩小

32.71 平方公里，其中： 

①矿山公园景区整体调出，共调出 6.66 平方公里； 

②东方山景区调出现状工矿企业和村庄居民点，共调出 2.84 平方公里； 

③团城山景区调出城市总体规划已确定的公园绿地、居住用地等，共调出

3.14 平方公里； 

④黄荆山景区调出现状在营工业企业、村庄居民点，并与生态红线、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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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黄荆山景区调出景观价值低、现状仍在生产经营的工矿企业和居民点，并

预留交通设施通道——矿坑修复难度较大，现状居民点及安葬点较多，并需要

预留城市交通通道 

调出 B04-1——B04-12 和 B05 共计十三个地块。 

（1）调出的 B04-1、B04-2、B04-10、B04-11、B04-12 五个地块：黄石作为

工业城市，在城市发展早期，黄荆山南侧山体开挖塘口较多，自然景观资源受到

破坏，后期塘口治理景观效果不佳，局部景观资源实际已无保护价值；另外该片

区内在景区范围划定前就存在较多的村庄及工矿企业，如：四棵水泥厂、汪仁山

南工业园、沿线开山塘口等工矿企业，柯家湾小镇、吕家湾等村庄居民点以及设

置在黄荆山内的现状安葬点，整体搬迁难度大，因此结合实际情况、生态红线划

定等对景区范围进行调整。 

（2）调出的 B04-3 地块为华新水泥厂遗留的矿坑，治理修复难度较大，后

期可结合黄荆山旅游开发建设成矿坑酒店，作为城市及景区公共服务设施。且有

轨电车线路及黄石南北大通道通过该区域，因此将该区域调出景区。 

（3）调出的 B04-4、B04-5、B04-6、B04-7、B04-9 五个地块：景区呈不规

则指状深入城区腹地内，对城区用地分割严重，导致城区用地不连贯且形状不规

则，城市土地利用率低，对城市土地资源存在浪费的现象。因此结合现状山体景

观资源、生态红线等对景区范围进行调整。 

（4）调出的 B04-8、B05 两个地块：西塞山景区和黄荆山景区自身的关联度

较低，且被黄石大道、沿江大道（规划）穿过，另外该部分现状为村庄及在产企

业，景观价值较低，因此结合现状，将该部分调整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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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范围调整后各景区示意图 

3、风景区范围调整的影响分析 

3.1 对风景资源的影响 

磁湖风景区范围调整后，景源与现行风景名胜区总规相比减少了 48 个，占

现行风景名胜区景源总量的26%。减少的景源均是尚未开发建设（汉冶采矿除外），

或评定不切实际的，不影响核心景区内的景观资源。 

 

图 3-1 范围调整后减少的规划景源图 

3.2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调出磁湖风景名胜区的区域不是风景资源的重点分布区，在现行风景名胜区

总规的保护培育规划中也均为三级保护区（矿山公园景区除外），所包含的物种

较为常见，主要植物包括香樟、榆树、桂花等，多为人工栽培，在风景区内广泛

分布，保护价值一般；动物资源主要为麻雀、喜鹊、八哥、鼠类等和人类活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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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比较密切的常见物种，也在风景区内广泛分布，保护价值相对较低。调出区域

多为人为活动较大的区域，不涉及重点保护对象，无古树名木、无特有生物群落

分布。 

风景区范围调整后，可能会造成内部常见物种一定数量的减少，但不会影响

物种种类变化，对风景区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较小。 

3.3 对保护管理工作的影响 

磁湖风景区范围调整后，有利于减小保护管理工作任务和工作难度，集中管

理资源对调整后的风景名胜区进行更有效的保护与建设；风景资源利用方式更加

合理，各项保护工作任务和目标更加明确，各项保护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和落实，

能够极大的提升管理效能，促进风景名胜区良性发展。 

3.4 对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调整风景区范围，在风景资源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以生态旅游为主线，推动黄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风景

区范围调整有利于充分利用风景区内的各类资源优势，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带动风景区周边居民就业创业、未定脱贫攻坚成果。 

4、总结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是风景名胜区进行保护和管理的依据，是协调好保护与

发展之间矛盾的基础，随着磁湖风景名胜区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应结合实际情况，

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科学规划、统一管理、

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工作方针，合理划定磁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已解决现阶

段的实际问题，应对未来发展的新形势。 

为进一步适应磁湖风景名胜区内风景西院、生态空间格局及认为活动干扰的

变化，确保其风景名胜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本报告建议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工作，不改变风景名胜区性质和保护对

象的前提下，对现行风景名胜区总规进行修编，科学调整风景名胜区范围，提高

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能力，兼顾风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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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总规修编后，规划面积较现行风景名胜区总规图纸矢量化面积减

少 37.62%。风景名胜区边界范围进一步清晰名了，有效缓解周边城乡居民建设

用地、永久基本农田、矿业权、土地经营权等矛盾冲突。 

此外，通过对现行风景名胜区总规的修编，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共管共建，合

理安排惠民项目，解决居民就业等社会生计问题，将居民转变为自然保护的参与

者，共享保护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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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一：磁湖风景名胜区区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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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磁湖风景名胜区现行规划范围图 

 

 

附图三：磁湖风景名胜区拟调整后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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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磁湖风景名胜区调整前后范围对比图 

 

附图五：磁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调整后与生态保护红线关系图 

 

附图六：磁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调整后与自然保护地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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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现行风景名胜区总规相关文件 

（1）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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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家评审意见 

 

 

 

 



黄石市磁湖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调整报告 

22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6 

（3）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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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冶铁矿采矿探矿权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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