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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临清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是“山东西进、晋冀东出”的重要门户。

临清市是中国运河名城·千年古县，是著名的中国京剧艺术之乡、书画

之乡、武术之乡、轴承之乡和酱菜之乡，也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园

林城市、省级卫生城市，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

《临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建设，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重大战略，着力构建新

时代现代化强市建设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本规划是临清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

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规划范围为临清市行政辖区，国土总面积为

950.79平方公里。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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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明确城市目标性质



1.1  确定发展目标

 经济繁荣 

加强区域协同
引导错位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产业转型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多元发展

城乡和谐 

明确城镇规模
优化用地布局

优化农村布局
建设美丽乡村

助推乡村振兴
促进城乡和谐

挖掘文化资源
促进文化传承

利用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旅游

保护文化资源
树立文化自信

文化昌盛 资源集约 

划定三区三线
强化底线约束

开展土地整治
优化三生空间

明确开发强度
促进资源集约

生态宜居

严守生态红线
明确管控措施

坚持生态优先
促进绿色发展

开展生态修复
建设绿色家园

活力宜居的运河文化名城



1.2  明确性质职能

  冀鲁豫区域商贸中心

      省会经济圈先进制造业基地

      鲁西国际陆港新枢纽

  运河明珠文化名城

冀鲁豫商贸陆港枢纽、京杭大运河文化名城
将临清打造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冀鲁豫商贸陆港枢纽，

打造为有高度、有温度、有厚度的魅力城市、幸福城市



p 区域协同

p 交通互联

p 产业协同

p 文化共荣

p 生态共治

 
 02 谋划城市发展战略



2.1  区域协同

加强区域协同，扩大腹地，突破边缘阻滞，构建休闲消
费的中心高地，谋求由区位边缘到区域商贸中心的转变。
u积极融入国家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u做大做强聊城城市副中心；
u强化与周边县市的协同发展。

济南都市圈

中原城市群

临清

德
州

高
唐



2.2  交通互联

省内强互联

1小时圈层

2小时圈层

3小时圈层

北
融
京
津
冀

西南联中原

全方位拓展交通网络，构建临清邻里交通圈。
u 北融京津冀、西南通中原、省内强互联；
u 构建1小时-2小时-3小时交通时空圈。



着眼区域、突出产业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
u积极融入省会经济圈，实现错位协同发展;
u融入西部经济隆起带;
u助力京九运河服务聚集带。

2.3  产业协同



   整合运河文化、名人文化、古城文化、商埠文化，全方
位实施文化共荣战略。
u 运河文化：整合运河文化资源，打造“运河文化名城”品牌，

促进运河文化旅游。
u 名人文化：借助张自忠、季羡林、张彦青等名人文化，促进

名人纪念馆、纪念小广场、名人雕塑等规划建设。
u 古城文化：结合古城文化特色，加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科

学保护和合理利用。
u 商埠文化：延续临清的商埠历史，体现临清的商埠文化底蕴，

再现“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 的景象。

2.4  文化共荣

临清
京杭运河

临清



治沙、育林、理水相结合，推动临清生态文化旅游。
u 治沙：黄河故道沙区协同治理

与莘县、冠县、夏津、陵县协同共治，探索黄河故道沙区
治理模式。
u 育林：林地抚育修复、林相品质提升与森林安全保障
       通过补植补造，提高森林覆盖率与森林蓄积量；重点对低
质林地品相提升；加强森林火灾防控机制；加强有害生物无公
害防治。
u 理水：重点加强漳卫河等水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

加强区域协同，重点加强卫运河水系、南水北调东线、会
通河水系、马颊河水系的生态治理；人工湿地水岸与生态水岸
同治，增强碳汇；控源截污与内源治理相结合，改善水环境。

2.5  生态共治

卫运河

位
山

三
干

渠

济津河

元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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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运河

六
分

干
渠

城南水库

大运河

马颊河

黄河故道

黄河故道
黄河故道
地质公园

金泽湖（张官屯水库）

胡姚河湿地公园

裕民渠

彭楼干渠

胡姚河



p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p 统筹城镇功能结构

p 保护生态改善环境

p 保障农业振兴乡村

p 加强三线管控约束

 
 03 构建国土空间格局



构建“一主两副，两轴四廊四区”的国土空间格局。

u 一主两副：
一主：中心城区。
两副：烟店镇区、康庄镇区。
烟店镇区：以轴承产业园为主要承载地的市域西南部轴承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
康庄镇区：以康庄为主要承载地的市域东部新型城镇化试验区。
u 两轴四廊四区：
两轴：南北发展联动轴、烟店-金郝庄经济发展轴；
四廊：大运河文化生态走廊、卫运河生态走廊、三干渠-南
水北调生态走廊、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四区：轴承工贸发展区、生态农业发展区、运河文化发展
区、农机农贸发展区。

3.1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规划形成“中心城-重点镇-一般镇-新农村社区”四
级城镇等级结构体系。

u中心城：新华路、青年路、先锋路、大辛庄四个街道；

u重点镇：烟店镇、康庄镇；

u一般镇：松林镇、老赵庄镇、金郝庄镇、戴湾镇、魏湾

镇、刘垓子镇、尚店镇、八岔路镇、潘庄镇、唐园镇；

u新农村社区：规划后的若干新型农村社区。统筹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村居建设，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

3.2  统筹城镇功能结构



3.3  保护生态改善环境

形成“三斑块、四走廊”的生态安全格局。

三斑块：城南水库、金泽湖（张官屯水库）、黄河故道地
质公园；

四走廊：卫运河生态走廊、大运河文化生态走廊、三干渠
-南水北调生态走廊、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3.4  保障农业振兴乡村

做优、做特临清现代农业，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u 一带引领：黄河故道绿色果蔬产业带；

u 四区共进：都市农业发展区、粮食蔬菜产业区、特色

林果产业区、 健康水产产业区；

u 多点齐放：现代农业产业园、 田园综合体等。



3.4  保障农业振兴乡村

全面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保障农业优势，促进乡
村振兴。

u 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加强田
间灌溉和排水工程建设,增强农田防洪排涝能力，完善农田防护
林体系建设；

u 积极提升耕地质量：通过农业生物科技措施改良土壤，增施
有机肥，提高耕地质量等级，提升土地利用率和耕地产出效能，
结合农业结构调整，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

u 加强宜耕后备资源开发：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工程建设，适度
合理补充耕地面积；

u 挖潜城乡建设用地潜力：支持农村居民点集中归并，重点发
展中心村。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确保
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护
的耕地。保护线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行为，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
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城镇开发边界
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以城镇功能为
主的区域边界，涉及城市、建制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等。

3.5  加强三线管控约束



p 建立历史保护体系

p 构建文化遗产体系

p 构建蓝绿空间网络

p 塑造景观风貌格局

 
 04 塑造城乡风貌特色



4.1  建立历史保护体系

历史文化价值评述

多元文化、生生不息—运河名城

夹河筑城、兵家必争—漕粮仓储、军事重镇

盛世繁荣、物阜民丰—商贸、手工业之城

文人贤士、名流辈出—文昌武盛之都



4.1  建立历史保护体系

一座名城，两个街区，一部遗产，众多古迹。

u 世界遗产：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划定遗产区与缓冲区。

u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运河水系、历史街巷、遗存遗迹、

古树名木、传统技艺等要素构成的传统格局和重要地区的

历史风貌。

u 历史文化街区：中洲运河、桃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划定

保护范围，提出控制要求。

u 文物保护单位：62处，包括国家级12处，省级14处，聊

城市级19处，临清市级17处，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带。



构建“一带三节点，一心四分区”的文化遗产利用体系。

u 一带：沿卫运河、元运河、小运河形成“人”字型运河遗产风

貌带，打造临清市历史文化走廊；

u 三节点：河隈张庄、戴湾、魏湾3处运河沿线历史文化节点；

u 一心：中洲运河历史文化核心，是临清市历史文化遗存最集中，

保留最完好的区域，也是临清最早发展的区域；

u 四分区：西南部生态农业旅游区、西北部城市发展核心区、东

南部运河古道遗产区、东北部田园乡村生活区。

4.2  构建文化遗产体系



生态农业风貌基底

运河古道风貌基底

田园风光风貌基底

4.3  构建蓝绿空间网络

统筹全域生态特色风貌基底，构建点、带结合的蓝绿空
间网络。

以全域永久基本农田、生态斑块为基底，卫运河、大运河、南

水北调干渠三条水系形成景观生态走廊，依托黄河故道资源禀赋打造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以金泽湖（张官屯水库）、城南水库为代表的蓝

色水核镶嵌其中，以黄河故道地质公园等为代表的自然景观节点点缀

其内，依托交通干道两岸打造绿色廊道空间，共同构成点、带结合的

临清全域蓝绿空间网络。



4.4  塑造景观风貌格局

规划形成“三区、四带、多点”的景观风貌格局。

u 三区：田园风光风貌区、运河古道风貌区、生态农业风貌区。

u 四带：卫运河景观风貌带、运河景观风貌带、位山引黄三干渠景

观风貌带、黄河故道风貌带。

u 多点：黄河故道地质公园、临清古沙洲森林公园、金泽湖（张官

屯水库）、城南水库等多处自然景观风貌节点。



p 提升交通通达能力

p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p 构建绿色基础设施

p 完善城市防灾体系

 
 05 完善韧性支撑体系



5.1  提升交通通达能力

对接区域快速交通、强化对外交通联系，实施由封闭到

开敞的交通建设。
u 铁路：加快推进雄商高铁、济邢城际，建设轨道上的临清。       
u 国省道：构建“两环十射”的市域主干路网，加强临清

各乡镇之间的交通联系。
u 高速：建设德上高速连接线、济临高速、临濮高速，提升

临清西南部各乡镇对外联系能力。



5.2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构建“中心城区，中心镇，一般镇”三级配置。

u 统筹全域：加强各街道（镇）区域服务能力，构建多元化、现

代化的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完善服务体系。

u 规模合理：公共设施配置与城镇规模、职能类型、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发挥公共服务设施对城镇功能的支撑作用。

u 城乡共享：提升镇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缩小城镇享受社

会服务设施的差距，实现城镇共享高水平的社会服务设施。



5.3  构建绿色基础设施

u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统筹规划建设水库、水厂、污水处

理厂等基础设施，推动一系列“全域水城、运河名城”生态治理

战略工程。

u 提高能源供应效率：规划建设变电站、天然气门站、天然气

调压站、加气站等基础设施，增加能源供应渠道，提升可再生能

源利用。

统筹各类重大基础设施合理布局，推进基础支撑体系建设。



5.4  完善城市防灾体系

建立健全灾害防治的管理制度，增加城市安全韧性。

u 强化应急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生命线保障网络、应

急中心、物资储备库等重大工程建设，优化医疗救护、消

防等防灾系统资源配置。

u 补齐防洪减灾工程短板：保障卫运河的安全，全面提升

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和超标准洪水应对能力。

u 加强地震灾害防治：加强地震灾害重点防治区监测预警。



p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p 提高居住空间品质

p 打造特色城市风貌

p 挖潜城市更新存量

 
 06 提升城区空间品质 



6.1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形成“一带、二轴、四心、六区”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

u 一带：济津河生态绿带；

u 二轴：永青路、温泉路两条城市发展轴；

u 四心：商业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商务中心、物流中心；

u 六区：古城区、旧城区、新城区、 经济开发区、高铁新
区、港产城融合起步区。



6.2  提高居住空间品质

u 提升居住住房建设品质，优化城中村和旧区的环境；

u 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打造城市十五分钟生活圈;

u 加强生活圈分级配套，提供高品质生活服务。



6.3  打造特色城市风貌

打造“一带、二轴、四片、六线、二十点”的城市特色

风貌格局。
u 一带：以运河为基础的城市历史风貌景观带；
u 二轴：永青路城市发展景观轴、温泉路时代风貌景观轴；
u 四片：历史城区、新城核心区、高铁站周边片区、火车站

周边片区；
u 六线：先锋路、红星路、文化路、新华路、三和路、兴临

路六条城市道路景观线；
u 二十点：临清古十景、新十景（暂定）。



6.4  挖潜城市更新存量

采用六大更新改造策略，优化功能布局，增补服务设施。

u 产业转型：规划因地制宜，搭建产业空间；

u 空间调整：优化功能布局，增补服务设施；

u 环境更新：提升生态标准，塑造活力空间；

u 完善配套：同步公服配套，保障更新品质；

u 交通改善：整合交通体系，构建畅通城区；

u 文脉保护：彰显历史文脉，打造文化名片。



p 完善规划传导机制

p 健全实施保障措施

 
 07 保障规划有效实施



7.1  完善规划传导机制

u 乡镇规划传导

u 专项规划传导

u 详细规划传导

u 近期行动计划

临清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专项规划

中心城区 各镇

编制镇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控制性
详细规划

编制村庄规
划

镇开发边界内 镇开发边界外城市开发边界内 城市开发边界外

划分控规编制
单元，编制控
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村庄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

逐
级
上
传
：
以
具
体
用
地
细
化
安
排
为
反
馈

层
级
下
导
：
以
约
束
性
指
标
和
强
制
性
内
容
为
抓
手



7.2  健全实施保障措施

u 健全规划传导机制

u 建立规划实施路径

u 建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u 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u 提升规划信息化水平

u 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



一座优美、精致、繁荣、宜居的运河文化名城
正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