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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促进蒲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建设用地供给，保护被征收

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蒲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行为，根据《山西省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行）》要求，编制《蒲县 2024 年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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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编制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我

省转型的关键期，2020年 1月 1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

其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

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

要用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2020年 11月 5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明确了成片

开发标准、流程、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内容等。上述政策的出台，通

盘考虑了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是贯彻落实新《土地管理法》、规范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报批工作、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用地需求、维护

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的需要。新政策形势下，蒲县秉

承依法合规、公共利益优先等原则，依据《土地管理法》第 45条、《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自然资规〔2023〕7号）及《山西省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技术指南（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30号）等相关政策文

件，编制《蒲县 2024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1.2编制原则

合法合规性原则。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护耕地，不占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生态保护红

线。成片开发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应当符

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应当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

度计划，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突出公益性原则。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公共利益

的需要，兼顾群众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充分征求成片

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提高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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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的比例。

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原则。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

立足城市的长远发展，根据土地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注

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并通过深度分析和科学论证，确定

成片开发的规模和范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坚持政府主导、市场推

动、公众参与，处理好政府管理和市场行为对城市建设的调节作用，促进

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1.3编制依据

1.3.1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4月 23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21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 12月 28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 1月 8日修订）。

1.3.2文件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中发〔2019〕18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

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

〔2017〕4号）；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

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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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技术指南（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

30号）；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当前建设用地报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晋自然资函〔2021〕10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工作的通知》（晋自然

资函〔2021〕406号）；

《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

的意见》（临政办发〔2020〕42号）；

《临汾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临政发〔2021〕

10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依据“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报批建设项目用

地用海有关事宜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072号）；

《省厅规划局关于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积极做好用过要素保障

的通知》（晋自然空间规划函〔2022〕7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晋

政发〔2023〕12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

规〔2023〕7号）。

1.3.3基础资料

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

蒲县县城总体规划（2009-2020年）；

蒲县 2023年变更调查数据成果；

蒲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蒲县征地片区综合地价；

蒲县 2022年城镇基准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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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文件、标准，以及相关规划等。

1.4实施时限

综合各方面因素，本方案编制为蒲县 2024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实施周期为 2024-2025年。

二.区域基本情况

2.1位置、面积和范围

2.1.1地理区位

蒲县位于山西省南部，吕梁山脉南段西麓，为黄河一级支流河发源地

之一，隶属临汾地区。东与汾西、洪洞、临汾为邻，南与吉县交界，西与

大宁接壤，北与隰县、汾西交界。地理坐标在东经 110°51′09″至 111°23′36″，

北纬 36°11′32″至 36°38′13″之间，南北长约 49.46 公里，东西宽约 48.46

公里，总面积为 1512.85平方公里。

蒲县总体地形特征为中间低、南北高，即中部为昕水河河谷地区，地

形较为平坦，而沿该河谷地区向南北两侧逐渐演变为山坡地，地形变高，

昕水河从城市中部穿过。城区重点为向西发展。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东南

部为主城区，西北为薛关镇区。城在山中，沿河而居，为典型的山区带状

城市。现状建成区范围包括薛关村、略东村、昕水河指挥部、乔子滩村、

桃湾村、城关村、荆坡村等村庄，东西长约 14.0公里，南北宽约 2.0公里。

2.1.2行政区划

蒲县下辖 5镇 3乡，即蒲城镇、薛关镇、黑龙关镇、克城镇、乔家湾

镇、山中乡、古县乡、太林乡。

2.1.3交通条件

本县对外主要交通形式为铁路和公路，交通干线有 G520临（汾）延

（安）干线公路、罗克公路过境及中南铁路等，全县现已形成“三纵三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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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连”十字交叉，干支互通，一小时到达的公路运输网络。

2.1.4自然环境

蒲县地形复杂，属中山地带，境内由山、塬、峁、岭、沟、川地形组

成。大体上东、北部为吕梁山脉南端土石山区，中西部为黄土高原沟壑区。

地势东高西低，平均海拔 1300米，东、南、北三面环山。

县城位于黄河一级支流昕水河中游，北川河，南川河，昕水河交汇的

河谷地带，四周为四条马兰黄土覆盖的山梁山垣。昕水河穿城而过，向西

至井沟西出界。主要城区东北高、西南低，海拔在 940米至 990米之间。

2.1.5社会经济

2023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175.9亿元，比 2022年最终核算增加 1.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8.5%，分别快于全国、全省、全市 3.3、

3.5、0.9个百分点。这表明蒲县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且增速高于全国、

全省、全市平均水平。蒲县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2.5:84.5:13.0，工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越来越大。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4.4

亿元，同比增长 6.6%；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148.6亿元，增长 8.8%；第

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完成 22.9亿元，增长 7.2%。这表明蒲县在工业

和服务业方面取得了显著增长，同时农业也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本方案共包含 5个片区，总面积 17.1317公顷，主要涉及蒲县蒲城镇、

黑龙关镇、乔家湾镇、薛关镇、克城镇五个乡镇十一个行政村，其中蒲城

镇片区面积 4.7854公顷，黑龙关镇片区面积 8.9977公顷，克城镇片区面

积 0.9442公顷，乔家湾镇片区面积 1.9652公顷，薛关镇片区面积 0.4392

公顷。具体如下：

蒲城镇片区包含 9个地块：位于中心城区东南部，主要涉及蒲城镇荆

坡村、刁口村、城关村，面积 4.7854公顷。

黑龙关镇片区包含 12个地块：位于县域东南部，主要涉及黑龙关镇

黑龙关村、刘家庄村、碾沟村、武家沟村，面积 8.964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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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湾镇片区包含 2个地块：主要涉及乔家湾镇后堡村，面积 1.9652

公顷。

薛关镇片区包含 1 个地块：主要涉及薛关镇乔子滩村，面积 0.4392

公顷。

2.2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根据蒲县 2023 年现状变更调查数据库，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17.1317

公顷，其中：农用地 3.4803公顷（其中：旱地 0.7479公顷、水浇地 0.4392

公顷、林地 2.2437公顷，其他农用地 0.0495公顷)，建设用地 12.1059公

顷，未利用地 1.5455公顷。

表 2-1：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方案）

单位：公顷

地 类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
占比

（％）

农用地

耕地

水田 0.0000 0.00%
水浇地 0.4392 2.56%
旱地 0.7479 4.37%
小计 1.1871 6.93%

园地

果园 0.0000 0.00%
其他园地 0.0000 0.00%

小计 0.0000 0.00%

林地

乔木林地 0.0503 0.29%
灌木林地 1.6936 9.89%
其他林地 0.4998 2.92%

小计 2.2437 13.10%

草地

天然牧草地 0.0000 0.00%
人工牧草地 0.0000 0.00%

小计 0.0000 0.00%

其他农用地

农村道路 0.0333 0.19%
田坎 0.0162 0.09%
小计 0.0495 0.29%

合计 3.4803 20.31%

建设用地

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0126 0.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0.0000 0.00%

农村宅基地 0.4305 2.51%
采矿用地 6.8208 39.81%
工业用地 2.7207 15.88%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0.0000 0.00%
小计 9.9846 58.28%

商业服务业用 商业服务业设 0.194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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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类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
占比

（％）

地 施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0.3208 1.87%
小计 0.5156 3.01%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新闻

出版用地
0.6509 3.80%

科教文卫用地 0.6683 3.90%
公用设施用地 0.0956 0.56%

小计 1.4148 8.26%
特殊用地 0.1834 1.07%
交通用地 公路用地 0.0075 0.04%

合计 12.1059 70.66%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其它草地 1.3505 7.88%
裸土地 0.1950 1.14%
小计 1.5455 9.02%

合计 1.5455 9.02%
总计 17.1317 100.00%



9

表 2-2：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蒲城镇片区）

单位：公顷

蒲城

镇片

区

地 类

蒲城镇片区

面积 占比（％）

地块1
农用

地

耕地 旱地 0.5313 11.10%
小计 0.5313 11.10%

合计 0.5313 11.10%

地块2
农用

地

耕地 旱地 0.1322 2.76%
其他农用地 田坎 0.0106 0.22%

林地 其他林地 0.1929 4.03%
合计 0.3357 7.02%

地块3

农用

地
小计 0.0000 0.00%

建设

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0.3208 6.70%

小计 0.3208 6.70%
未利

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0.3208 6.70%

地块4

农用

地
小计 0.0000 0.00%

建设

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机关团体新闻出

版用地
0.4145 8.66%

小计 0.4145 8.66%
未利

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0.4145 8.66%

地块5
农用

地

林地 其他林地 0.2424 5.07%
小计 0.2424 5.07%

合计 0.2424 5.07%

地块6

农用

地
小计 0.0000 0.00%

建设

用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0.7603 15.89%
小计 0.7603 15.89%

未利

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0.7603 15.89%

地块7

农用

地

林地
其他林地 0.0645 1.35%
灌木林地 0.7884 16.48%

小计 0.8529 17.82%

建设

用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农村宅基地 0.0310 0.65%

小计 0.031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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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

镇片

区

地 类

蒲城镇片区

面积 占比（％）

未利

用地

其他土地 其他草地 0.0014 0.03%
小计 0.0014 0.03%

合计 0.8853 18.50%

地块8

农用

地

林地 灌木林地 0.7819 16.34%
小计 0.7819 16.34%

建设

用地
小计 0.0000 0.00%

未利

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0.7819 16.34%

地块9

农用

地
小计 0.0000 0.00%

建设

用地
小计 0.0000 0.00%

未利

用地

其他土地 其他草地 0.5132 10.72%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0.5132 10.72%
总计 4.78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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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黑龙关镇片区）

单位：公顷

黑龙关镇片区 地 类
黑龙关镇片区

面积 占比（％）

地块 1

农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建设用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3.3798 37.56%

小计 3.3798 37.56%
合计 3.3798 37.56%

地块 2

农用地
林地 灌木林地 0.0052 0.06%

小计 0.0052 0.06%

建设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工业用地 0.7513 8.35%

小计 0.7513 8.35%
未利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0.7565 8.41%

地块 3

农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建设用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0.7803 8.67%

小计 0.7803 8.67%
未利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0.7803 8.67%

地块 4

农用地
林地 灌木林地 0.1181 1.31%

小计 0.1181 1.31%

建设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工业用地 1.0256 11.40%

小计 1.0256 11.40%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其他草地 0.5187 5.76%

小计 0.5187 5.76%
合计 1.6624 18.48%

地块 5

农用地

耕地 旱地 0.0703 0.78%
其他农用

地
田坎 0.0056 0.06%

小计 0.0759 0.84%

建设用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0.0196 0.22%
农村宅基地 0.0041 0.05%

小计 0.0237 0.26%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其他草地 0.0478 0.53%

小计 0.0478 0.53%
合计 0.1474 1.64%

地块 6 建设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工业用地 0.6538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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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关镇片区 地 类
黑龙关镇片区

面积 占比（％）

小计 0.6538 7.27%
合计 0.6538 7.27%

地块 7

农用地
林地 乔木林地 0.0502 0.56%

小计 0.0502 0.56%

建设用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0126 0.14%

交通运输

用地

公路用地 0.0075 0.08%
农村道路 0.0333 0.37%

小计 0.0534 0.59%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其他草地 0.1423 1.58%
裸土地 0.1950 2.17%

小计 0.3373 3.75%
合计 0.4409 4.90%

地块 8

农用地
耕地 旱地 0.0141 0.16%

小计 0.0141 0.16%

建设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科教文卫用地 0.3943 4.38%

小计 0.3943 4.38%
合计 0.4084 4.54%

地块 9
建设用地

商服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0.1948 2.16%

小计 0.1948 2.16%
合计 0.1948 2.16%

地块 10
建设用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农村宅基地 0.1067 1.19%

小计 0.1067 1.19%
合计 0.1067 1.19%

地块 11
建设用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0.1582 1.76%

小计 0.1582 1.76%
合计 0.1582 1.76%

地块 12

建设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工业用地 0.2901 3.22%

小计 0.2901 3.22%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其他草地 0.0184 0.20%

小计 0.0184 0.20%
合计 0.3085 3.43%

总计 8.9977 100.00%



13

表 2-4：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乔家湾镇片区）

单位：公顷

乔家湾镇片

区
地 类

乔家湾镇片区

面积 占比（％）

地块 1

农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建设用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

机关团体新闻出

版用地
0.2364 12.03%

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
农村宅基地 0.0062 0.32%

小计 0.2426 12.34%
未利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0.2426 12.34%

地块 2

农用地
耕地 旱地 0.0000 0.00%

小计 0.0000 0.0000

建设用地

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
采矿用地 1.7226 87.66%

小计 1.7226 87.66%
未利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1.7226 87.66%
总计 1.9652 100.00%

表 2-5：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薛关镇片区）

单位：公顷

薛关镇片

区
地 类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 占比（％）

地块 1

农用地
耕地 水浇地 0.4392 100.00%

小计 0.4392 100.00%
建设用地 小计 0.0000 0.00%
未利用地 小计 0.0000 0.00%

合计 0.4392 100.00%
总计 0.4392 100.00%

表 2-6：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克城镇片区）

单位：公顷

克城镇片

区
地 类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 占比（％）

地块 1

建设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0.0956 10.12%

小计 0.0956 10.12%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其他草地 0.1087 11.51%

小计 0.1087 11.51%
合计 0.2043 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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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城镇片

区
地 类

成片开发范围

面积 占比（％）

地块 2
建设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科教文卫用地 0.2741 29.03%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农村宅基地 0.2824 29.91%

特殊用地 0.1834 19.42%
小计 0.7399 78.36%

合计 0.7399 78.36%
总计 0.9442 100.00%

2.3土地权属情况

根据 2023年现状变更调查数据库，本方案：

蒲城镇片区：范围总面积 4.7854公顷，全部为集体土地，涉及

荆坡村集体土地 1.6023公顷、城关村集体土地 2.2249公顷、刁口村

集体土地 1.0027公顷，本片区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黑龙关镇片区：范围总面积 8.9644公顷，涉及黑龙关镇刘家庄

村集体土地 0.1474公顷、碾沟村集体土地 6.5789公顷、武家沟村集

体土地 0.6538公顷、黑龙关村集体土地 1.5843公顷，涉及国有土地

0.0333公顷，本片区国有土地实际全部属于黑龙关村集体土地。

克城镇片区：范围总面积 0.9442公顷，涉及克城镇东辛庄村集

体土地 0.7399公顷、克城村集体土地 0.2043公顷，本片区土地权属

清晰，不存在争议。

乔家湾镇片区：范围总面积 1.9652公顷，涉及乔家湾镇后堡村

集体土地 1.0668公顷，涉及国有土地 0.8984公顷，本片区国有土地

实际全部属于后堡村集体土地。

薛关镇片区：范围总面积 0.4392公顷，全部为集体土地，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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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关镇乔子滩村，本片区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表 2-6：权属情况统计表（按地块）

单位：公顷

片区编号 地块编号 权属性质 权属名称 面积

蒲城镇片区

地块 1

集体
小 计 0.5313

蒲城镇 荆坡村 0.5313

国有
小 计 0.0000

蒲县国有土地 0.0000
合计 0.5313

地块 2

集体
小计 0.3357

蒲城镇 荆坡村 0.3357

国有
小 计 0.0000

蒲县国有土地 0.0000
合计 0.3357

地块 3

集体
小计 0.3208

蒲城镇 荆坡村 0.3208

国有
小 计 0.0000

蒲县国有土地 0.0000
合计 0.3208

地块 4
集体

小计 0.4145
蒲城镇 荆坡村 0.4145

国有
小计 0.0000

蒲县国有土地 0.0000

地块 5 集体
小计 0.2424

蒲城镇 刁口村 0.2424

地块 6 集体
小计 0.7603

蒲城镇 刁口村 0.7603

地块 7 集体
小计 0.8853

蒲城镇 城关村 0.8853

地块 8

集体
小计 0.7819

蒲城镇 城关村 0.7819

国有
小 计 0.0000

蒲县国有土地 0.0000
合计 0.7819

地块 9
集体

小 计 0.5132
蒲城镇 城关村 0.5132
合计 0.5132

集体土地合计 4.7854
国有土地合计 0.0000
用地规模合计 4.7854

黑龙关镇片 地块 1 集体 小计 3.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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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编号 地块编号 权属性质 权属名称 面积

区 黑龙关镇 碾沟村 3.3798

地块 2 集体
小计 0.7565

黑龙关镇 碾沟村 0.7565

地块 3 集体
小计 0.7803

黑龙关镇 碾沟村 0.7803

地块 4 集体
小计 1.6624

黑龙关镇 碾沟村 1.6624

地块 5 集体
小计 0.1474

黑龙关镇 刘家庄村 0.1474

地块 6 集体
小计 0.6538

黑龙关镇 武家沟村 0.6538

地块 7

集体
小计 0.4076

黑龙关镇 黑龙关村 0.4076

国有
小 计 0.0333

蒲县国有土地 0.0333
合计 0.4409

地块 8 集体
小计 0.4084

黑龙关镇 黑龙关村 0.4084

地块 9 集体
小计 0.1948

黑龙关镇 黑龙关村 0.1948

地块 10 集体
小计 0.1067

黑龙关镇 黑龙关村 0.1067

地块 11 集体
小计 0.1582

黑龙关镇 黑龙关村 0.1582

地块 12 集体
小计 0.3085

黑龙关镇 黑龙关村 0.3085
集体土地合计 8.9644
国有土地合计 0.0333
用地规模合计 8.9977

克城镇片区

地块 1 集体
小计 0.2043

克城镇 克城村 0.2043

地块 2 集体
小计 0.7399

克城镇 东辛庄村 0.7399
集体土地合计 0.9442
用地规模合计 0.9442

乔家湾镇片

区

地块 1 集体
小计 0.2426

乔家湾镇 后堡村 0.2426

地块 2
集体

小计 0.8242
乔家湾镇 后堡村 0.8242

国有
小 计 0.8984

蒲县国有土地 0.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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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编号 地块编号 权属性质 权属名称 面积

合计 1.7226
集体土地合计 1.0668
国有土地合计 0.8984
用地规模合计 1.9652

薛关镇片区

地块 1 集体
小计 0.4392

薛关镇 乔子滩村 0.4392
集体土地合计 0.4392
用地规模合计 0.4392

集体土地总计 16.2000
国有土地总计 0.9317
用地规模总计 17.1317

注：黑龙关镇片区地块 7的 0.0333公顷国有土地实际属于黑龙关村集体土地；乔家湾镇片

区地块 2的 0.8984公顷国有土地实际属于后堡村集体土地

2.4基础设施条件

县域基础设施情况：

2.4.1.交通条件

蒲县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瓦日铁路（Watang-RizhaoRailway），

又称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晋豫鲁铁路、晋中南铁路，西起山西省吕

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在蒲县黑龙关镇肖家沟村设站。

铁路货场仅办理煤发送业务。对外公路有 G520国道，中心城区内东

西向主要道路有：滨河路、锦绣大街、蒲伊东街、蒲伊西街、昌平大

街、府前街、南大街；南北向主要道路有：蒲伊北街、蒲伊南街、蒲

红路、荆嘉路等，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

2.4.2供排水条件

蒲县县城用水由自来水公司供水，自来水公司现有五个水源井，

其中 1号井位于阎家庄，2号井位于迎宾公园，3、4、5号井位于锦

绣新区，五个新水源井均位于昕水河左岸，井深 428.1-455.5米，出

水量分别为 1200立方米/日、1248立方米/日、1032立方米/日、11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4%B8%AD%E5%8D%97%E9%83%A8%E9%93%81%E8%B7%AF%E9%80%9A%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8B%E8%B1%AB%E9%B2%81%E9%93%81%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8B%E4%B8%AD%E5%8D%97%E9%93%81%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5%E6%A2%81%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5%E6%A2%81%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3%A6%E5%A1%98%E9%95%87/78253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5%E7%85%A7/2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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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日、1128立方米/日。各水源井出水经消毒后送入供水管网，

各项指标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水质标准。

现状供水规模 4000-5000立方米/日，供水人口 30000人。

目前蒲县建有蒲县县城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近期为

1万吨/日，远期为 2万吨/日，占地 1.9公顷。县域内部分乡镇已建小

型污水处理站，但由于缺乏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站运营困难。

2.4.3供电条件

蒲县电网是临汾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形成了以 220KV蒲

县变电站为主电源，110KV、35KV为主供电网、10kV为主配电网的

比较完善的县级电网。由蒲县 220KV变电站引出 110KV线路分别至

蒲城和太林 110KV 变电站，由临汾乔北 220KV 变电站引出 110KV

线路单回作为黑龙关变电站 110KV进线；装机容量 2×25000KW的长

益晟电厂经 110KV 线路并网接入太林 110KV 变电站；装机容量

2×6000+2×3000KW的蒲县电厂由两回 35KV线路广秀实业有限公司

发电厂 2×1500KW经 10KV线路并网接入黑龙关 110KV变电站。

截止 2019年底，蒲县电网共有 110KV变电站 4座（用户站 1座），

主变 8台，容量 286MVA；110KV线路 9条；35KV变电站 6座（用

户站 1座），主变 11台，容量 84.9MVA；35KV线路 12条。

2019年，蒲县用电总量为25318.72万kWh，其中生活用电2008.35

万 kWh，生产用电 23310.37万 kWh。2019年县域人均居民生活用电

量指标为 185kWh。

2.4.4供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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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一线气源来自塔里木气田，途径新疆、甘肃、宁夏、陕

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管道输气压力为 10MPa，在蒲县

自西北向东南穿境而过，途径薛关镇、蒲城镇、黑龙关镇，管径为

1000mm。在蒲城镇与薛关镇之间设有一座压气站。蒲县中心城区已

通天然气，气源由西气东输管线提供。目前中心城区建成门站一座，

设计年供气量为 1.5亿 Nm³，目前年实际用气量约为 93万 Nm³，居

民气化率达到 60%。

2.4.5供暖条件

蒲县超腾供热有限公司是蒲县县城内唯一一家供热企业，公司位

于蒲县县城西侧，占地面积 20159㎡。服务范围包含县城中心城区及

周边村落，东至蒲县汽车站，北至北关幸福巷，西至蒲县污水处理厂，

南至蒲县职业中学。

公司现有 2台 58MW循环硫化床燃煤锅炉及 2台 29MW链条炉

燃煤锅炉，总装机容量为 174MW，可供热面积为 240万㎡，目前冬

季采暖期时为 2用 2备热源厂内拥有完整的环保系统，包括脱硫、脱

销、气力输灰、除尘、在线监测等环保措施，可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符合山西省清洁能源取暖要求。

蒲县中心城区及黑龙关镇区、乔家湾镇区采用集中供热方式，目

前有热源厂一座，换热站 35座；热源厂内设 4台燃煤锅炉，设计热

负荷为 200万㎡，目前供热面积达到 155万㎡，集中供热普及率超过

90%，满足本成片开发供热需求。

2.4.6通信网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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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县共有邮政局 1家，即蒲县邮政局。县域现有 7个邮政所，其

中 5个位于县城，分别为县局邮政所、北关邮政所、车站邮政所、城

西邮政所、东大街邮政所；1个位于克城镇，即克城邮政所；1个位

于太林乡，即太林邮政所。2个邮政支局，分别为黑龙关邮政支局与

薛关邮政支局。总计全县邮政局所占地面积为 2296.9平方米。

现有网通、联通、移动、铁通四家通讯企业落户蒲县，其中铁通

提供 ADSL宽带接入服务。

三.必要性分析

3.1有利于蒲县经济发展，是打造宜居宜业城市的需要

通过成片开发，能够加快城镇建设，促进城市有机更新，在提升

土地效益的同时统一城乡和开发区风貌，改变片区环境氛围，快速全

面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3.2完善县域基础服务设施的需要

随着中心城区的快速发展，为缓解居民生活需求，为区域内的居

民、企业提供更好的生活、生产环境。

3.3切实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需要

科学、合理地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方案，向城镇建设用地，

合理布局产业和城镇发展用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有效避免城

乡建设对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的占用，切实保护耕地，确保国土空间

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确保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得到不断提高。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有利于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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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便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功

能齐全的土地片区。

3.4实现区域土地综合开发、高效利用的需要

成片开发是综合开发的基础。综合开发就是地上和地下、基础设

施和房产开发、商业和公益、居住和公共服务，生产、生活与生态的

统筹规划、集中性、一体化开发，通过统筹规划各类配置，各种功能

相互协调，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和高效利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

要在一个相对成片的区域内，综合考虑各种业态，居住和配套，开发

和保护，经济与文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多种需求，各方面统筹考

虑，综合平衡，合理布局，这样就有必要对片区的土地实行统一征收。

本次成片开发的范围位于蒲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内，纳入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有利于政府统一组

织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统一组织项目招商引资，加快推动区域的开发

建设，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

四.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

本方案共涉及 5个片区，总面积 17.1317公顷：

表 4-1：土地用途与实现功能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建设项目 土地用途 实现功能
用地

类型

用地

面积

占成片

开发范

围面积

比例

蒲城镇片

区地块 1
蒲县恒壹新能源

石油有限公司

商业服务业用

地

文旅局文化

旅游服务
- 0.5313 3.10%

蒲城镇片

区地块 2
蒲县净源加油加

气站

商业服务业用

地

文旅局文化

旅游服务
- 0.3357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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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建设项目 土地用途 实现功能
用地

类型

用地

面积

占成片

开发范

围面积

比例

蒲城镇片

区地块 3
蒲县城市供水净

水厂新建工程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文旅局文化

旅游服务

公益

性用

地

0.3208 1.87%

蒲城镇片

区地块 4
气象站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城镇住宅功

能

公益

性用

地

0.4145 2.42%

蒲城镇片

区地块 5
屯里加油站

商业服务业用

地

城镇住宅功

能
- 0.2424 1.41%

蒲城镇片

区地块 6
蒲县金玖商砼-金

双海石料厂
工矿用地

文旅局文化

旅游服务
- 0.7603 4.44%

蒲城镇片

区地块 7

蒲县昕水湾小区

生活蓄水池建设

项目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文旅局文化

旅游服务

公益

性用

地

0.8853 5.17%

蒲城镇片

区地块 8

蒲县家属沟小区

生活蓄水池建设

项目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交通服务

公益

性用

地

0.7819 4.56%

蒲城镇片

区地块 9
古坡加油站

商业服务业用

地

完善居民服

务配套设施
- 0.5132 3.00%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1

山西省蒲县瑞峰

商贸有限公司
工矿用地

完善居民服

务配套设施
- 3.3798 19.73%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2

蒲县综合防灾减

灾服务中心项目2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完善居民服

务配套设施

公益

性用

地

0.7565 4.42%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3
同捷商贸二期 工矿用地

完善居民服

务配套设施
- 0.7803 4.55%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4

蒲县综合防灾减

灾服务中心项目1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出行服务加

气站

公益

性用

地

1.6624 9.70%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5
佳合新能源

商业服务业用

地

实现产业升

级，产业转型
- 0.1474 0.86%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6

蒲县金玖砼预制

有限公司
工矿用地 - 0.6538 3.82%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7
司机驿站 3 交通运输用地

公益

性用

地

0.4409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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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建设项目 土地用途 实现功能
用地

类型

用地

面积

占成片

开发范

围面积

比例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8
黑龙关法庭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公益

性用

地

0.4084 2.38%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9
金达盛

商业服务业用

地
- 0.1948 1.14%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10
席家沟产业园区 工矿用地 - 0.1067 0.62%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11
司机驿站 1 交通运输用地

公益

性用

地

0.1582 0.92%

黑龙关镇

片区地块

12
司机驿站 2 交通运输用地

公益

性用

地

0.3085 1.80%

乔家湾镇

片区地块

1
乔家湾中队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实现产业升

级，产业转型

公益

性用

地

0.2426 1.42%

乔家湾镇

片区地块

2

蒲县和中厂区建

设项目
工矿用地

城镇住宅功

能
- 1.7226 10.06%

克城镇片

区地块 1
克城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实现产业升

级，产业转型

公益

性用

地

0.2043 1.19%

克城镇片

区地块 2
土地庙 特殊用地

公益

性用

地

0.7399 4.32%

薛关镇片

区地块 1
薛关加油加气站

商业服务业用

地

农副产品储

存
- 0.4392 2.56%

合计
17.131

7
100.00%

五.合规性分析

5.1与城市总体规划符合性说明

本方案中蒲城镇片区位于《蒲县县城总体规划》（2009-2020

年）确定的中心城区，符合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黑龙关镇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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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湾镇片区以及薛关镇暂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本方案与正在编

制的《蒲县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做好充分衔接，将拟

征收地块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中。项目用地符合黑龙关镇总体规划

（2013-2030年）、乔家湾乡总体规划（2010-2025年）、薛关镇总体

规划（2010-2025年）。

5.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方案项目用地符合《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本方案拟建项目符合规划的发展定

位、要求；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已经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

计划。

《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①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实施公共服务

设施提标扩面、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等重

点工程，推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和服务资源在县域内

优化配置。②推进煤炭清洁生产利用。加快实施煤炭分级分质梯级利

用示范项目，开展洗选煤企业达标创建行动，推动煤炭储配、洗选设

施建设，提升高精度煤炭洗选加工水平，提高原煤入选比重和煤炭质

量，支持蒲县坑口及附属洗煤厂智能化改造项目实施。③加大农产品

精深加工力度。统筹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

推进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建设产加销贯通、

贸工农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强化科技研发、

融资担保、检验检测等服务，完善仓储物流、供能供热、废污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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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聚集发展。

5.3永久基本农田

根据部下发的蒲县“三区三线”成果数据，本次成片开发不涉及

永久基本农田，符合方案报审要求。

5.4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情况

上年度蒲县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量为 34.43亩，已完成 37.31

亩，处置率 108.36%。上年度闲置土地处置任务量为 0亩。

5.5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蒲县没有批准设立的开发区，本方案不涉及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

情况。

5.6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已批准蒲县 2021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总面积 24.4147

公顷，其中征收集体土地面积 24.4147公顷，目前，2021年已征收面

积 24.4147公顷，完成率为 100%；蒲县 2022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片区总面积 31.0570公顷，其中征收集体土地面积 29.3150公顷，

目前，2022 年已征收面积 29.2288 公顷，实施过程中有 0.0862公顷

与临大路坐标重叠已属于国有土地，不再对其征收，2022 年完成率

100%。蒲县 2023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总面积 40.2733公顷，

其中征收集体土地面积 28.9631 公顷，目前，2023 年已征收面积

28.9631公顷，完成率为 100%。不存在已经批准实施的成片开发连续

两年未完成方案安排的年度实施计划的情况。

5.7耕地占补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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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拟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5.0258公顷，拟占耕地 1.1871公顷，

拟补充耕地 1.1871公顷，蒲县占补平衡数据库现有指标 96.4584公顷，

耕地后备资源 370余公顷，能够实现县域耕地占补平衡；承诺耕地被

占用后，补充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耕地，满足耕地占补平衡的要求。

在用地报批前，根据占地情况，将耕地开垦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

助费以及补充耕地所需的其他资金等相关费用按标准足额纳入预算，

并按要求上缴到相关资金账户中，确保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图 2：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

六.效益评估

6.1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本次开发片区建设主要是商业服务设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交通运输、工业、居住用地等，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

布局，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配置用地，加强土地综合利

用，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

转变。在满足重点建设工程用地需要的基础上，有利于优化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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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布局，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城市化建设水平。基础服务

设施产业的完善和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

形成优势互补，规模效应进一步突显，对于周边产业和相关产业行业

也有较强的带动力。成片开发项目的建设将推动和聚集符合蒲资源特

点的产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能耗，提高土地

的综合利用率。

依据山西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蒲城镇片区、蒲城镇荆坡村属于县

城规划区，区片综合地价为 59220元/亩；乔家湾镇属于东部土石山

区，区片综合地价 36096元/亩，薛关镇片区属于西部垣间沟谷区，

区片综合地价 40260元/亩，本方案项目土地征收补偿约为 1062.04万

元。

表 7-1：土地征收补偿测算表

序号 片区名称 面积/亩
区片综合地价/

元
征收补偿/万元

1 蒲城镇片区 71.781 59220 425.09
2 黑龙关镇片区 134.9655 33120 447.01
3 克城镇片区 14.163 40260 57.02
4 乔家湾镇片区 29.478 36096 106.4
5 薛关镇片区 6.588 40260 26.52

合计 10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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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蒲县征地片区综合地价

成片开发项目的土地收益主要是住宅用地、工矿用地、商业服务

业用地等出让金收益。蒲县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及交通用地采用

划拨方式，对城区拟实施其他项目用地进行收益分析。对乡镇工业用

地按照三级地价进行估算。经估算，本方案拟用地预计可获得出让收

益约 9781.40万元。

图 4：蒲县城镇基准地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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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土地出让收益测算表

地块编号 规划用途
出让面积/

亩

基准地价/
万元

出让收益/万元

蒲城镇片区地块 1 商业服务业用地 7.9695 30.07 239.64
蒲城镇片区地块 2 商业服务业用地 5.0355 30.07 151.42
蒲城镇片区地块 5 商业服务业用地 3.6360 30.07 109.33
蒲城镇片区地块 6 工矿用地 11.4045 17.6 200.72
蒲城镇片区地块 9 商业服务业用地 7.6980 30.07 231.48

黑龙关镇片区地块 1 工矿用地 50.6970 17.6 892.27
黑龙关镇片区地块 3 工矿用地 11.7045 17.6 206.00
黑龙关镇片区地块 5 商业服务业用地 2.2110 30.07 66.48
黑龙关镇片区地块 6 工矿用地 9.8070 17.6 172.60
黑龙关镇片区地块 9 仓储用地 2.9220 30.07 87.86
黑龙关镇片区地块

10
工矿用地 1.6005 17.6 28.17

乔家湾镇片区地块 2 工矿用地 25.8390 17.6 454.77
薛关镇片区地块 1 商业服务业用地 6.5880 30.07 198.10

合计 3038.85

6.2经济效益

通过本次成片开发的实施，以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建设理

念，加强蒲县道路交通、商业服务、公共服务等设施建设，全面推进

城镇综合功能配套建设，提高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提升蒲县产业的战

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突出产业主导和特色，成片开发项目的建设将推

动和聚集符合当地资源特点的产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

率，提升区域基础设施水平，降低能耗，降低政府用地成本，提高土

地的综合利用率，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形成优势互补，规模效应进

一步突显，促进经济的增长，加快中心城区做大做强。依据蒲县城镇

化和人口规模专题研究，预期到 2025年，蒲县全年旅游人口将达到

315万人，有利于“心灵圣境·厚德蒲县”形象的打造，另外对于周边

产业和相关产业行业还有较强的带动力，保障地方经济发展项目能够

顺利落地和实施，有利于实现蒲县 GDP增长 8.5%的发展目标，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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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3社会效益

本次成片开发的实施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将带动周边发展

和基础设施的提升，并且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成片开发的建设和投

产有利于吸收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降低城市就业压力，减轻政府负

担。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对稳定政治、社会大局，加强社会

管理等有着重要意义，黑龙关镇片区工矿用地项目、工矿用地项目等

项目的建成，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有利于蒲县到 2025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同时相关企业的生产消费和纳税可

促进地方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由于项目的建设活动和生产经营

活动，也会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间接增加当地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带动当地消费水平的上涨，搞活当地经济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

质量。另外，本次成片开发建设包括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用地，整体提升了交通便利度、片区生活水

平和居民幸福指数，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6.4生态效益

土地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影响，土地开发建设导致土地

利用结构发生变化，将农业用地变为非农业用地，改变土地利用方式，

从而改变地表植被的种类及覆盖程度，本成片开发实施过程将严格对

涉及的耕地实行占补平衡。

本《方案》在充分考虑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充分

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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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主动避让优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且不涉及

历史建筑和有价值的建筑构筑物。通过实施工矿用地项目，优化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践行碳中和，使项目区域产业生态化，对全力打造

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蒲县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七.保障措施

7.1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7.1.1严格履行征地程序

蒲县人民政府已严格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相关程序，各项目用

地均进行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征地涉及到的乡镇、村委

签订了土地预征收协议。

7.1.2征地补偿款及补偿标准

按照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晋政发

〔2023〕12号）文件标准，进行土地征收补偿，签订补偿安置协议，

被征地农户对补偿标准无异议。

对于土地征收过程中涉及到房屋拆迁的，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山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

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进行认真细致的工作，抓好每一个环节，

真正做到时间、进度、质量高度统一。征收过程中，按照实际情况对

拆迁村民实施货币补偿和实物安置两种方式，以便保障过渡期村民居

住生活问题。对于行政事业单位所属公房建筑不予补偿。企业厂矿所

属房屋建筑，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进行补偿。个人房屋征收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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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土地以划拨方式取得的，不计入评估价，

土地以出让方式取得的，按照该区域国有土地出让基准价的 70%减去

使用年限计算补偿价；集体土地上的院落式住宅被调换房屋的补偿安

置面积，按有效证件记载的合法面积（不包括临时占地面积）的 1.5

倍计算，补偿面积一个院落最高不超过 400平米，被调换房屋面积，

超出 400平米面积的部分，按被征收房屋建筑成本价予以补偿。房屋

成本价以砖混结构成本价 1300元/m²为计算基数，框架结构系数为 1.2、

砖木结构系数为 0.8、砖彩结构及土木结构系数为 0.5。

要严格执行标准，办理程序到位，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程

序和结果予以公开，切实维护被征地拆迁户的合法权益。

7.1.3征地安置

蒲县政府计划通过社保安置，货币安置等方式，安置农民的基本

生活。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

保险补贴的意见》（晋政办发〔2019〕10 号）、山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山西省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

险补贴的审核规程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9〕1号)等文件精神，

切实落实各项安置补偿措施。

7.1.4社会保障

蒲县人民政府计划将按照要求被征地养老保险金全额缴入当地

社保专户，蒲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

审核意见。用地批准后，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

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做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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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有保障。在土地征收及拆迁过程中，首先要按规定做好公开、公

示工作，保证被征地对象的知情权。涉及村民个人利益的事项，力求

做到公平公开、公正透明。村镇在征地后获得了土地补偿费和集体经

济发展补助，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些资金、资产合法使用的适度监

管，防止因资金使用、资产运作不当而影响农民切身利益，进而发生

“次生”社会不稳定现象。

7.2使用林地保障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用地

单位需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资源补偿费。另外，用地单位还要

向被用地单位支付林地、林木、安置补偿补助等相关费用。对项目用

地涉及林地的，需办理林地征占用手续后，取得林业部门使用林地审

核同意书，方可用地，地面附着物涉及林木的，应按照当地标准对被

征地村民进行货币补偿。

7.3其他保障措施

7.3.1加强政策宣传，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土地征收前应该加强农村征地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政策的宣传

与普及，相关部门可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深入宣传普及《土地管理法》

等，通过全方位、立体化、高密度的宣传，使广大被征地农户能够了

解相关法律政策，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参与，引导农户在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能够积极配合征地工作顺利开展，为征地工

作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7.3.2严格履行程序，确保征收程序依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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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土地征收工作过程中，应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和《山西省土地

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保证土地征收程序依法合规。

保障被征收土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保护失地农民

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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