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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株潭生态绿心核心保护区建设项目 

正面清单 

 

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建设项目 

（一）生态保护类项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依法可兴建

（指新建、改建、扩建、重建，下同）的建设项目。 

（二）生态修复类项目。天然林草恢复、林草植被保护和

建设、天然林保护和修复、公益林体系建设、林草复合植被营

造、森林防火通道、生物防火林带及森林消防蓄水池；河湖和

湿地、草地修复和资源保护管理；水土保持与治理；水系连通、

水源地保护、水生态修复；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网

络完善、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野生植物重要生境的恢复、区

域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外来入侵物种防治、生态灾害防治、

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物种引入、增殖放流、病害动植物清理、

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等项目；矿山矿坑、火烧坡、采石场、取

（卸）土场等受损区域生态恢复、地质灾害治理、水土流失治

理项目。 

（三）生态环境治理类项目。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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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气污染防治。大气污染协同控制、固定源污染综合治理、

移动源污染防治、面源污染治理等项目。 

2.水污染防治。水环境综合整治、黑臭水体治理攻坚、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雨污分流改造、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建设改造

等项目。 

3.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

治、耕地土壤污染修复、大型污染场地修复、地下水污染防治

等项目。 

4.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

废物、新型污染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弃物、

塑料、废旧家电等各类固体废物收集转运项目。 

5.蓄滞洪区建设、海绵城市建设，引水调水、防洪排涝、水

库（闸）除险加固、水毁工程恢复、重要水源工程、灌区新（扩）

建及续建配套、河道治理项目。 

6.声环境治理。 

（四）用于大气、水、土壤以及动植物等生态环境监测监

管的小型管理用房、瞭望塔、遥感动态监测体系系统的配套设

施及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等项目。 

（五）国土整治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山、田、水、

路（含绿道）进行综合整治提升的土地整治项目；对废弃、破

坏或退化的土地进行治理并恢复耕种利用的土地复垦项目。 

二、林相提质改造的建设项目 

（一）森林抚育项目。透光伐、疏伐、生长伐、卫生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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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植、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修枝、割灌除草等在林木不同生长

时期进行的促进林木生长发育项目。 

（二）退化林修复项目。补植补造、采伐修复、更替修复、

平茬复壮，以及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封育管护、修枝、钩梢等

改善退化林森林结构、促进正向演替的项目。 

（三）低质低效林改造项目。对低效次生林、人工林采取

封育改造、补植改造、间伐改造、调整树种改造、效应带改造、

综合改造等改变林分结构、调整或更替树种营林措施项目；对

低产经济林采取抚育更新、品种改良营林措施（包括采伐、林

地清理、密度调整、补植补造、修枝整形、垦复施肥、截干嫁

接、劣株换种等），促进林木生长发育、产量提升的项目。 

（四）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以中幼龄林抚育为重点，适

当兼顾过密近熟林抚育和低郁闭度低径阶老林改造，优化林分

结构，实施全周期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  

（五）造林绿化项目。人工造林、人工更新、封山育林、

飞播造林、义务植树等在可造林土地上培育和恢复森林项目。 

（六）种草改良项目。包括近自然修复（封育保护、禁牧、

休牧、轮牧、控制载畜量等）、人工修复（人工种草、草地改

良、病虫害防治）等种草改良措施。 

三、符合核心保护区生态功能定位的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一）生态农林业类项目 

1.花卉苗木业项目。种质资源圃、花卉种质资源库、花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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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种植基地以及配套设施建设等项目。 

2.生态种植业项目。蔬菜、水果、水稻等种植基地和项目。 

3.生态林业项目。油茶等木本粮油种植基地，林药、林菌等

林下经济种植基地和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4.现代农林业项目。除大棚的立柱基础、田间道路和排水沟

外，不得在耕地上铺设混凝土硬底化；单个大棚占地面积不应

超过 1 亩。 

种植生产设施用地规模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合理确定；进行

作物设施种植（栽培）和育种育苗的，辅助设施用地原则上控

制在项目用地的 10%以内，最多不超过 10 亩。从事大田种植的，

辅助设施用地原则上控制在种植面积的 5%以内，种植面积 500

亩以内的，最多不超过 20 亩；种植面积 500 亩以上的，最多不

超过 30 亩。单纯的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辅助设施用地原则上

控制在其服务面积的 3‰以内，最多不超过 10 亩。看护房规模

控制在单层、15 平方米以内。 

（二）适当的旅游休闲建设项目 

1.田园综合体、农业体验园、植物园、郊野公园等依法可兴

建的项目。 

2.园艺博览、体育休闲、康养度假、乡村民宿、野营基地、

都市农庄等乡村特有乡土文化、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类生态旅游

项目。 

3.景区景点保护项目。自然景点、人文景点的保护建设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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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历史建筑的修缮、重建等项目。 

4.旅游业配套设施建设。可兴建符合所在区域相关法定规划

的游客中心、导览设施、无线网络、停车场、游步道、生态绿

道、垃圾箱、厕所、安全防护设施、消防设施以及监控设施等

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三）必要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1. 必须且无法避让的国家、湖南省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高速公路、二级及以上

公路、城际道路与符合绿心规划的市政道路项目；航道及管理

设施和客运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项目；区域性油气运输管道、

电力设施和其他涉及当地民生保障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维

护；国防工程建设；司法工程设施建设；管护巡护、保护执法

等管理活动，经批准的科学研究、资源调查以及必要的科研监

测保护和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抢险救援、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

保护等相关设施建设。 

2. 服务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生态、文化、体育、科技、教

育、医疗、抗灾等经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性重要公共设施。 

3. 服务绿心村镇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农村公

路、桥涵及农村公交站点项目；农田水利设施（含田间路、林

网、沟渠等农田和农业配套工程）建设项目；农村饮水安全、

生活污水处理项目；给排水、供电、供气、通信、环卫、防火、

防洪等依法可兴建的项目；村委会、幼儿园（托儿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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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室、养老院、村民健身广场、警务室、九年制义务教育学

校、便民服务中心、卫生院（站）、防疫站、派出所等依法可

兴建的项目；服务于绿心村（居）民的公益性生态公墓项目。 

（四）符合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村庄规划及绿心风貌管

控导则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住宅、农民集中居住建设项目。 

四、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整治和空心房整治项目 

（一）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整治 

（二）农村空心房整治 

国家、湖南省对以上四类建设项目有相关规定或规范的，

按相关标准执行。 

本清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