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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视

察徐州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进美丽徐州建

设，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编制了

《徐州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

（2021-2035年）》，作为全市生态保护和

修复任务的总纲和空间指引。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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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定位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重要专项规划、
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重要依据。

总体定位

•徐州市行政辖区，面积约11764.94 平
方公里。

规划范围

•2021-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
目标年为2025年，远期目标年为2035年。

规划期限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学保护，系统
修复；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统筹协调，
创新驱动

规划原则



2 本底研判

地理位置独特，生态功能重要

地形地势平坦，丘陵零星分布

土地利用率高，开发强度较大

河湖水系交错，水资源总量不足

湿地总量较小，空间分布较集中

耕地保护率高，农村建设用地多

林木覆盖率高，结构相对单一

生物资源丰富，多样性不足

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开发悠久

生态本底



2 本底研判

工作成效

生态空间管控逐步完善 国土综合整治稳步开展

林业生态保护持续推进 水环境质量平稳改善

矿山生态修复成效显著 城市生态品质明显提升



3 规划目标

依托徐州市国土空间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两河、两湖、一核两翼”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总

体格局。

锚固徐州市“两河两湖、三横六纵”生态安全格局，

夯实美丽徐州建设的优质生态本底，营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新风貌，打造生态宜居模范城市。



4 空间分区

丰沛平原农田整治与矿区生态修复区

睢宁平原农田整治与乡村环境改善区

铜贾丘陵水土保持与矿山综合整治区

邳新平原岗地农田整治与水环境保护区

中部城市生态修复与人居环境提升区

 加强重要河湖生态空间管控，开展
国土综合整治，实施矿山生态修复，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开展国土综合整治，实施矿山生态
修复，改善城乡村人居环境，优化
国土空间格局。

 加强重要河湖生态空间管控，推进
水环境保护修复，开展国土综合整
治，提升农田生态系统质量。

 加强蓝绿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实
施矿山生态修复，提升生态系统功
能，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系统推进城镇绿地系统生态修复、
水系统生态修复、污染地块调查与
修复，提升城市人居生态品质。



5 主要任务

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
保护和修复

 加强重要河流生态绿廊建设。

 开展山林生态保护和保育。

 推进湖泊湿地保护和修复。

加强矿区受
损生态系统
修复与整治

 继续推进采矿塌陷地综合治理。

 逐步完成废弃宕口修复与治理。

 加强绿色矿山建设。

强化国土空
间综合整治
与修复

 推进全域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加强农用地整治，提高农业产能。

 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促进节约集约化。

优化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
生态网络

 加强重要生态源地保护，维护生态源地功能。

 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高生物多样性。

 有效维护生态网络完整性，提升生态连通性。

全面提升生
态系统固碳
增汇能力

 保障自然碳库空间，统筹提升碳汇总量。

 积极推进城市碳减排，打造低碳城市空间。

 推进乡村绿色转型，促进固碳减排。



6 重点区域和工程

围绕“两河、两湖、一核两翼”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和修复

总体格局，划定国土综合整治、矿山生态修复、蓝绿生态空间

保护和修复、城镇生态保护和修复4类重点区域。

梳理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全域综合

整治、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废弃露采矿山生态修复、绿色矿

山建设、山林生态保护和保育、河流廊道保护和修复、湖泊生

态保护和修复、城镇绿地系统生态修复、城镇水系统生态修复、

城镇污染地块调查与修复12类重点工程。



7 保障机制

加强组织领导

创新政策体系

加强科技支撑

强化评估监管

鼓励公众参与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领导实施机制。

 强化多部门协同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机制。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

 探索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深入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理论和技术研究。

 加大生态修复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推广应用。

 健全规划动态评估、跟踪和预警机制。

 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实施成效评估。

 开展多种形式生态保护和修复宣传教育。

 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和推进规划实施。



诚邀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

共建徐州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