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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加加强强龙龙子子湖湖ǐǐ涂涂山山üü白白乳乳泉泉两两个个风风景景名名胜胜区区的的保保护护管管理理与与利利用用，，龙龙子子湖湖区区人人民民政政府府ǐǐ禹禹会会区区人人民民政政府府分分别别组组织织编编制制了了《《龙龙子子湖湖风风景景名名胜胜区区总总体体规规划划（（22002211
--22003355 年年））》》《《涂涂山山üü白白乳乳泉泉风风景景名名胜胜区区总总体体规规划划（（22002211--22003355 年年））》》ǑǑ两两个个规规划划成成果果已已通通过过市市级级专专家家审审查查，，征征求求了了相相关关部部门门意意见见并并完完成成修修改改ǑǑ按按照照《《风风景景名名胜胜区区条条
例例》》等等有有关关规规定定要要求求，，现现将将两两个个规规划划依依法法进进行行公公示示，，广广泛泛征征求求社社会会公公众众意意见见ǑǑ

一一ǐǐ公公示示时时间间：：22002244 年年 22 月月 66 日日--22002244 年年 33 月月 66 日日
二二ǐǐ公公示示方方式式：：蚌蚌埠埠日日报报ǐǐ市市自自然然资资源源和和规规划划局局（（市市林林业业局局））网网站站ǑǑ
公公示示期期间间，，可可通通过过书书面面ǐǐ电电子子邮邮件件等等形形式式提提出出宝宝贵贵意意见见和和建建议议ǑǑ反反馈馈时时，，请请在在意意见见或或建建议议上上署署真真实实姓姓名名和和联联系系电电话话，，以以单单位位名名义义反反馈馈的的应应加加盖盖单单位位公公章章ǑǑ

信信封封封封面面或或邮邮件件标标题题请请注注明明ĀĀ龙龙子子湖湖风风景景名名胜胜区区总总体体规规划划意意见见建建议议āāĀĀ涂涂山山－－白白乳乳泉泉风风景景名名胜胜区区总总体体规规划划意意见见建建议议āā字字样样，，本本次次反反馈馈以以书书面面和和电电子子邮邮件件形形式式
为为准准ǑǑ

邮邮寄寄地地址址：：蚌蚌埠埠市市南南湖湖路路 11000088 号号蚌蚌埠埠市市自自然然资资源源和和规规划划局局（（市市林林业业局局））自自然然保保护护地地管管理理科科
电电子子邮邮箱箱：：998811220044111199@@qqqq..ccoomm 联联系系电电话话：：00555522--22115555992255

蚌蚌埠埠市市自自然然资资源源和和规规划划局局（（市市林林业业局局））
22002244 年年 22 月月 66 日日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了加强对龙子湖风景名胜区的严格保护

和永续利用，有效指导利用和建设行为，发挥其
综合功能作用，促进其可持续ʩ科学的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风景名胜区
条例》等规定，特编制本规划ʪ

第二条 规划范围和面积
龙子湖风景名胜区规划总面积为 40.34 平

方公里，地理坐标东经 117�22 Ƃ26Ċ-117�28 Ƃ
11ƃ，北纬 32�50 Ƃ23ƃ-32�57 Ƃ7ƃʪ

第三条 风景名胜区性质与资源特色
龙子湖风景名胜区的性质：龙子湖风景名

胜区是以城市为依托，汇龙湖山水田园，聚明朝
历史文化，具有综合性游览科普ʩ休闲访古ʩ文
化体验功能的城市型省级风景名胜区ʪ

龙子湖风景名胜区的风景名胜资源共有二
大类，八中类，二十六小类，共 53 个景源，其中，
按类别分，自然景源 23 个，人文景源 30 个；按级
别分，一级景源 1 个，二级景源 9 个，三级景源
15 个，四级景源 28 个ʪ

第四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近期为 2021

-2025 年ʪ
第五条 资源分级保护
风景名胜区划分为一级保护区ʩ二级保护

区ʩ三级保护区，实施分级控制保护，并对一ʩ二
级保护区实施重点保护控制ʪ

1. 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ü严格禁止建设
范围）

根据风景名胜区的景源价值与特色，规划
将重要景点分布区域及其周围生态敏感性高的
空间区域划为一级保护区，其范围包括汤和墓ʩ

鲁肃井ʩ栖岩寺三处历史遗迹，总面积为 0.29 平
方公里ʪ

一级保护区范围内除必需的科研ʩ监测和
防护设施外，严禁建设任何建筑设施，严禁建设
与风景游赏和保护无关的设施；禁止安排对外
交通，不得安排旅宿床位；严格限制机动交通工
具进入本区；有序疏解居民点ʩ居民人口及与风
景名胜区定位不相符的建设ʪ

2. 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
一级保护区外，有景点分布，山体ʩ植被集

中分布的区域划为二级保护区ʪ其范围包括龙
子湖大部分水面ʩ龙子湖周边重要水系廊道ʩ部
分山体地貌较为完整且密布植被的区域（雪华
山ʩ曹山ʩ锥子山ʩ西芦山ʩ东芦山的部分区域）ʩ
南湖景区与西芦山景区之间重要廊道区域，总
面积为 22.26 平方公里ʪ

二级保护区范围内严格限制游览性交通以
外的机动交通工具进入，严格限制居民点的加
建和扩建，限制各类建设和人为活动，可安排直
接为风景游赏服务的相关设施ʪ

3. 三级保护区（控制建设范围）
三级保护区范围是在一ʩ二级保护区以外

的区域，是风景名胜区重要的设施建设区或环
境背景区，总面积为 17.79 平方公里ʪ

三级保护区内可维持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与
形态ʪ根据不同区域的主导功能合理安排旅游
服务设施和相关建设，三级保护区范围内建设
应控制建设功能ʩ建设规模ʩ建设强度ʩ建筑高
度和形式等，与风景环境相协调ʪ

第六条 游客容量与游客量预测
龙子湖风景名胜区游客容量为 4312.8 万

人次ʪ

龙子湖风景名胜区近期（2025 年）的年游客
规模约为 313 万人次，远期（2035 年）的年游客
规模约为 633 万人次ʪ

第七条 景区规划
1. 北湖景区
规划面积：6.63 平方公里ʪ
景区范围：北湖景区紧邻市区，南至龙湖大

桥，北至龙湖入淮口，东至曹山路，西至环湖
东路ʪ

主要景源：曹山ʩ雪华山ʩ汤和墓ʩ蚌埠文化
馆等共计 23 个景源ʪ

2. 南湖景区
规划面积：9.57 平方公里ʪ
景区范围：南湖景区紧邻市区，北至龙湖大

桥，南至黄山大道，东至曹山路，西至环湖东路ʪ
主要景源：龙子湖ʩ南部湿地区等共计 6 个

景源ʪ
3. 锥子山景区
规划面积：1.61 平方公里ʪ
景区范围：锥子山景区四周紧邻城市，北邻

胜利东路，南至汪圩村，东邻李楼路，西邻京沪
高铁ʪ

主要景源：栖岩寺ʩ石屋ʩ古银杏ʩ锥子山等
共计 14 个景源ʪ

4. 西芦山景区
规划面积：9.14 平方公里ʪ
景区范围：东西芦山景区位于蚌埠城区南

侧，北至山朱家，南邻孙家圩子，东至芦山村，西
至前李家ʪ

主要景源：西芦山ŸŸ梅花山ʩ大明文化
园ʩ梅花涧等共计 10 个景源（景源包含东芦山
区域）ʪ

第八条 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在龙子湖风景名胜区及其周边范围内

主要建设旅游城 1 处，旅游村 4 处，旅游点 7 处，
服务部 14 处，并在旅游村入口明显位置设置省
级风景名胜区徽志ʪ风景名胜区游览设施总用
地规模为 157.33 公顷，远期总床位控制在 4923
个，其中位于风景区内 2050 床ʪ

第九条 道路交通规划
1. 对外道路交通规划
龙子湖风景名胜区的外部交通方式主要依

靠铁路ʩ高速公路ʩ省道和城市主要道路ʪ铁路
主要通过京福高铁ʩ京沪高铁ʩ徐蚌宁城际铁路

（水蚌铁路）来输送远距离游客ʪ汽车运输主要
通过蚌淮高速ʩ蚌五高速来输送中远距离游客，
周边游客还可以通过 S310 ʩS101 ʩS306 等省级
道路到达景区ʪ龙子湖风景名胜区四周由曹山
路ʩ解放路ʩ徐桥路ʩ雪华山西路ʩ李楼路等城市
干道环绕，内部有胜利东路ʩ东海大道ʩ黄山大
道三条城市干道穿越ʪ

2. 内部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分别在东海大道与曹山路交汇西侧ʩ

东海大道与环湖西路交口东侧ʩ东海大道锥子
山处ʩ黄山大道龙湖明月处和南外环路与曹山
路交口处共五处设置风景名胜区主要出入口ʪ

规划围绕南北湖ʩ东西芦山ʩ锥子山三处主
要游览区域设置 3 处环形车行游览路，道路宽
度 7-9 米ʪ

规划与改造游步道，景区一级游步道规划
宽度 3-4 米；景区二级游步道规划宽度 2-3 米ʪ

规划一条龙子湖水上主游线以满足游客湖
面观光需求ʪ

3. 交通设施规划
风景名胜区共规划 4711 处停车位以满足

接待需求，并设置大型集中停车场 4 处，中型集
中停车场 5 处，小型停车场 7 处ʪ规划设置 5 处
游船码头，2 处游乐码头，8 处停靠点，分别设置
于龙子湖四周各处ʪ

第十条 居民社会调控规划
风景名胜区内规划疏解型居民点 5 个，控

制型居民点 15 个，发展型居民点 1 个，规划风
景区内居民总人口约为 5170 人ʪ人均建设用
地控制在 120 平方米/人ʪ

第十一条 土地利用规划协调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

规定，做好与蚌埠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
协调，严格保护耕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用
地 ，适当增加风景游赏用地 ，控制建设用地
规模ʪ

《涂山Ÿ白乳泉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公示稿）

涂山Ÿ白乳泉风景名胜区地处中国南北地
理分界线秦岭ŸŸ淮河一线的淮河中游，东接
蚌埠中心城区，西傍怀远县城，南临马城镇，北
邻淮上区，与城市唇齿相依，行政区域共属蚌埠
市禹会区ʩ淮上区和怀远县ʪ规划风景名胜区
总面积为 61.54km2 ，地理坐标东经 117�12 Ƃ，北
纬 32�56 Ƃʪ

一ǐ风景区性质
涂山Ÿ白乳泉风景名胜区是以大禹文化ʩ

淮河山峡ʩ湖泊湿地为特色，以家国情怀为主
题，以风景游赏ʩ文化揽胜ʩ休闲游憩ʩ水利科
普ʩ康养运动ʩ科学研究等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型
省级风景名胜区ʪ

二ǐ资源分级保护规划
根据《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 GB/

T50298-2018）》实行分级控制保护，将风景区
划定为一级保护区ʩ二级保护区ʩ三级保护区，
并对一ʩ二级保护区实施重点保护控制ʪ

（一）一级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即核心景区，总面积为 8.92 平

方公里，属于严格禁止建设范围，应保持风景区
内资源价值最高的区域的真实性ʩ完整性；一级
保护区内应严禁建设与风景游赏和保护无关的
设施，可建设直接为风景游赏服务的相关设施；
禁止安排对外交通，严格限制机动交通进入本
区，禁止建设索道ʪ

（二）二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总面积为 31.80 平方公里，属于

严格限制建设范围，应恢复生态与景观环境，限
制各类建设和人为活动，可安排直接为风景游
赏服务的相关设施，为风景游赏服务的相关设
施以外的其他建设应严格控制ʪ同时，还应严
格限制居民点的加建和扩建，严格限制游览性
交通以外的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本区（淮河水域
除外）ʪ

（三）三级保护区
三级保护区总面积为 20.82 平方公里，属于

控制建设范围，可维持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与形
态ʪ根据不同区域的主导功能合理安排旅游服
务设施和相关建设，区内建设应控制建设功能ʩ
建设规模ʩ建设强度ʩ建设高度和形式等，与风
景环境相协调ʪ

三ǐ游赏规划
（一）功能结构
涂山ŸŸ白乳泉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构筑

了Ž一心三带五区ž的空间结构ʪ其中：Ž一心ž
为集中展示大禹文化的大禹文化景观核心；Ž三
带ž为大禹文化游览带ʩ淮河风情游览带ʩ山体
生态观光带；Ž五区ž为涂山景区ʩ黑虎山景区ʩ
蚌埠闸景区ʩ荆山景区ʩ天河景区五大景区ʪ

1. 涂山景区
面积 13.12 平方公里，是以大禹文化ʩ涂山

氏国ʩ淮河景观为景观特征，以大禹朝圣ʩ文化
体验ʩ淮河观光ʩ山岳游览ʩ山野拾趣等为主要
功能的风景游赏和休闲胜地，是大禹文化景观
组成要素最集中的区域ʪ主要景群为涂山入口
景群ʩ禹王宫景群ʩ涂山氏国景群ʩ小涂山景群ʩ
四门山景群ʪ

2. 荆山景区
面积 3.36 平方公里，是以儒释道三教文化

为景观特征，以宗教朝拜ʩ文化体验ʩ文化寻根ʩ
山水揽胜为主要功能的生态环境优良的三教文
化圣地，是怀远的文脉之根ʪ主要景群为白乳
泉景群ʩ卞和洞景群ʩ启王宫景群ʪ

3. 黑虎山景区
面积 8.29 平方公里，是以山野森林为景观

特征，以健身徒步ʩ户外拓展ʩ山林休闲ʩ自然教
育ʩ国防教育为主要功能的景区ʪ包括石巷水
库景群和国防教育基地景群ʪ

4. 蚌埠闸景区
面积 3.03 平方公里，是以淮河湿地ʩ水利枢

纽为景观特征，以水利科普教育ʩ湿地观光休闲
为主要功能的景区ʪ包括蚌埠闸景群ʪ

5. 天河景区
面积 33.74 平方公里，是以夏文化为主线，

串接新石器时代文化ʩ花鼓灯民俗文化ʩ天河湿
地田园风光等特色景观，以文化揽胜ʩ文化科
普ʩ湿地观光为主要功能的景区ʪ包括花博园
景群ʩ农耕文化景群ʩ禹会村景群ʩ水乡泽国景
群ʩ天河湿地景群ʪ

（二）游线组织
游线组织方面，结合各景区资源特色，划定

五条主题游线，主要包括大禹文化游线ʩ文化探
源游线ʩ游山玩水游线ʩ淮河风情游线ʩ山林乐
动游线ʪ

四ǐ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
总体规划针对风景区交通ʩ游览ʩ基础设施

均提出了系统性建设要求，其中交通方面对外
构建Ž四横五纵ž的区域快速旅游交通网络，设
置 8 个入口，其中主入口 4 个，次入口 4 个ʪ对
内构建道路交通和水上交通两种方式，道路交
通划分风景区主路ʩ风景区次路和风景区支路
三级道路体系；水上交通设置 2 处游船码头，加
强淮河两岸的水上交通联系ʪ

（二）旅游服务设施
旅游服务设施方面，规划设置旅游城ʩ旅游

镇ʩ旅游村ʩ旅游点和服务部五级旅游服务体
系，其中旅游城级服务基地 2 处ʩ旅游镇级服务
基地 1 处ʩ旅游村级服务基地 2 处ʩ旅游点级服
务基地 11 处ʩ服务部级服务基地 12 处ʪ规划
对各级别的服务基地提出了具体设施建设的要
求，规划风景区内近期 2025 年床位数 670 床，
远期 2035 年床位数 1700 床ʪ

（三）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方面，根据游客量的估算和科学

预测，在给排水ʩ电力ʩ通信ʩ燃气ʩ环卫ʩ综合防
灾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部署和管控措施ʪ

五ǐ居民点协调发展规划
发挥现状村庄的自身优势，实现景村融

合发展，严格控制村庄宅基地的增长，引导二
级保护区内的零星宅基地向三级保护区集
中，同时鼓励利用村庄建设用地进行旅游服
务设施建设ʪ本次规划对村庄调控以Ž控制
村庄总人口不增加ʩ村庄建设规模总量不增
长ž为原则，将风景区内的居民点调控类型确
定为控制型ʪ

六ǐ土地利用协调规划
规划兼顾土地利用现状，科学分析水文ʩ地

质ʩ地貌和植被分布，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合理
配置土地资源，根据现状资源分布，合理布局风
景游赏用地和游览设施用地，保护风景名胜区
内林地ʩ水域等生态用地，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
田；合理调整土地利用，严格控制风景名胜区建
设用地规模，发展符合风景名胜区特征的土地
利用方式和结构；同时以Ž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数据ž为基础数据，与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分类进
行衔接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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