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开征求《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

划（2023-2035 年）》公众意见的公告

为充分发挥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按照“公平、

公开、公正”原则，广泛吸收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现将规划成果主要内容在网上公开，竭诚欢迎广大市民将意

见和建议以书面形式反馈至联系人，感谢支持！

通信地址：通山县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领

导小组办公室、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山县城市执法

管理局

征求时间：2024 年 5 月 29 日至 2024 年 6 月 5 日 24:00

联系人：陈诚 QQ:2788478436 电话：0715-2366786

附件：《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 年）

（公众征求意见版）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Special Plan for the Global Greenway System in Tongshan County

-公众征求意见版-

通山县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2024年5月



一 规划背景

1.1 政策背景

1.2 规划解读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1.1 政策背景 1 规划背景

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助力咸宁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

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党的十九大：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党的二十大：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公园城市”思想：天

府新区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

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咸宁市：加快推进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建设

 2018年8月，在湖北省17个市州中，咸宁市率先启动公园

城市建设，推进《咸宁市全域公园城市建设规划纲要》等

基础性工作，其中绿道建设纳入十大重点工程。

 2023年1月，投身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生动
实践 ，加快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

 2023年5月，咸宁获批国家级公园城市标准化试点。

 2024年咸宁市政府工作报告：聚焦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
态公园城市，守底线、提品质 ，奋力建设美丽咸宁。

通山县：坚持增绿与活绿并抓 ，助力建设
自然生态公园城市

 2024年通山县政府工作报告： 全域打造休闲田园山水乐园

旅游强县、全面建成山通水富和美现代化新通山，为建设

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贡献通山力量。坚持增绿与活绿并抓，以绿水青山之进

促金山银山之稳，强调生态环境是通山面向未来的最大竞

争力，必须穿“新鞋”、走“绿道”，留住绿水青山、赢

得金山银山。

湖北省：支持咸宁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
生态公园城市

 2023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 支持咸宁打造武汉都市圈自
然生态公园城市。

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提出“五个统筹 ”和“七个坚定不

移”，强调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定不移把绿
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深入推进美丽湖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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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解读 1 规划背景
通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保护与传承通山县特征鲜明的整体山水格局与人文特色，优化改善城乡魅力空间

 依托两大山脉和五条河流，构建“一主一副、一廊三区、

四类特色乡镇”县域风貌格局。

县域风貌格局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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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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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中心城区全要素景观特色，引导“ 山城相望、林田相

依、一水穿城、两轴三片”的特色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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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标定位

2.1

2.2

绿道定义

发展愿景



2.1 绿道定义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2 目标定位

绿道是以自然要素为依托和构成基础，串联城乡游憩、休闲等绿色开敞空间，以游憩、

健身为主，兼具市民绿色出行和生物迁徙等功能的廊道。

绿道构成

服务设施-驿站

绿道游径

绿道绿化

系统名称 要素

绿道游径系统

步行道

自行车道

步行骑行综合道

交通接驳点

绿道绿化

绿道设施

服务设施
（驿站为综
合服务设施
载体）

管理服务设施

配套商业设施

游憩健身设施

科普教育设施

安全保障设施

环境卫生设施

市政设施

环境照明设施

电力电信设施

给排水设施

其他

标识设施

指示标识

解说标识

警示标识

绿道标识



2.2 发展愿景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2 目标定位

支撑咸宁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发挥通山生态文旅优势，构筑全新绿色生活生产方式

打造生态为基、文化铸魂、乐享生活、助力发展的功能复合型绿道

彰显人文特色、延续历史文脉的

文化游径

串联文体休闲、激活公共交往的

生活慢道
促进文旅发展、引导农旅融合的

产业纽带

链接自然山水、提升资源价值的

生态绿道



三 县域绿道规划

3.1

3.2

3.3

绿道选线策略

资源要素

总体方案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1 绿道选线策略 3 县域绿道规划

基于通山县发展需求、政策导向，衔接相关规划，串联生态、生活、产业、文旅等特色资源要素，合理

安排绿道系统空间布局，确定绿道选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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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2 资源要素 3 县域绿道规划
生态——生态本底：“一带五河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等重要自然景观资源丰富

“ 一 带 ” 即富 水流域 ， “ 五

河 ”即通山河、厦铺河、横石河、

洪港河、黄沙河，“两区”即以北

部大幕山、南部幕阜山为主体的生

态屏障。

共计自然保护地8处，包括自然

保护区1处，风景名胜区1处， 自然

公园6处（森林自然公园3处、湿地

自然公园2处、地质自然公园处）。
序号 名称 类型 级别

1
湖北九宫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2
湖北九宫山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3 大幕山森林自然公园 森林自然公园 省级

4 凤池山森林自然公园 森林自然公园 省级

5 太平山森林自然公园 森林自然公园 省级

6
湖北通山富水湖

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国家级

7
通山望江岭

省级湿地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省级

8
通山隐水洞

国家地质自然公园 地质自然公园 国家级



3.2 资源要素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 县域绿道规划
湖北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通山富水湖国家湿地公园



3.2 资源要素

文旅——历史人文资源：建筑、宗教、红色、非遗、饮食等文化资源富集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 县域绿道规划

建筑文化--湖北民居之乡

现存明清时代各类民间古建筑500

余座，家居、宗祠、牌坊等均有遗存。
代表：宝石古民居群、王明璠府第

宝石村古民居群

泰和园--烈士陵园

红色文化--首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

通山县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中心区

域，是鄂东南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
代表：圣庙、泰和园

宗教文化--佛道两教并存

九宫山历为五大道教名山之一，有

“道教铺满山，佛教在云关”之美誉。
代表：瑞庆宫、无量寿禅寺

圣庙--工农政府委员会旧址

王明璠府第 无量寿禅寺

瑞庆宫



3.2 资源要素

文旅——历史人文资源：建筑、宗教、红色、非遗、饮食等文化资源富集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 县域绿道规划

饮食文化--传统不失特色

独特乡土风味，深厚饮食文化底蕴。

序号 所在地 组成

1 县城 私汤、肉滚薯粉圆、糯米包坨、炒米粥、油煎荞麦粑、茶油、绵笋、小春鱼等

2 黄沙铺 米泡茶、图案印米粑、合菜、报晓菜等

3 大畈 芝麻饼、咸鱼、枇杷等

4 九宫山 扣肉、捶肉、扯油面、豆腐、青山茶油等

5 杨芳林 豆豉、酱油、隔夜俏（酱干）、包坨、豆豉、腌菜炖腊肉等

6 燕厦 银鱼、火烤鱼、糍粑、黄豆炖猪脚、水竹笋炖棍子鱼、鸡煮油面等

7 南林桥 山鸡蛋、野味肉等

通山包坨 通山芝麻饼

通山糍粑 通山米泡茶

非遗文化--湖北省最美非遗保护中心

包括民间文学、传统舞蹈、戏剧、美术等在内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形态多样，含各级非遗项目共77项，其中国家级非

遗项目1项，省级项目8项，市级项目17项，县级项目51项。

序号 等级 个数 组成

1 国家级 1 通山木雕

2 省级 8 李闯王传说、薅草锣鼓、通山采茶戏、通山竹雕、豆豉酿制技艺等

3 市级 17 通山山鼓、通山山歌、杨芳十样景、通山刺绣、通山剪纸等

4 县级 51 九宫山传说、隐水洞传说、器乐十样景、通山花鼓戏、石雕等

通山采茶戏

通山山鼓通山竹雕

通山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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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资源要素 3 县域绿道规划
文旅——旅游资源：游九宫山、玩富水湖、探隐水洞、漂太阳溪、观古民居、谒闯王陵

梳理代表性旅游资源，主要包含9个A级景区、15个重点旅游项目，3个历史文化名村、13个传统村落、88个文物古迹。

类别 数量
（个） 名称 备注

A级
景区 9

九宫山风景名胜区 、 隐水洞
地质公园 、龙隐山旅游度假
区 、通山县闯王陵 、雀寨 、
石门天池景区 、果匠小镇 、
富水湖渔趣乐园 、九宫山香
榧小镇

4A级3个
3A级1个
2A级5个

重点
旅游
项目

15

大幕山森林公园 、盘龙溪漂
流 、 富水湖国家湿地公园 、
凤池山城市森林主题公园 、
酱品小镇 、 大城山天然城堡
旅游景区 、 萤火小镇 、太阳
溪漂流 、冷水坪红色小镇 、
三界谷溯溪康养旅游区 、 鹅
公颈大瀑布景区 、太阳山森
林公园 、 闯王文化园 、九宫
山天文小镇 、 洪港西坑生态
旅游景区

历史
文化
名村

3
宝石村 国家级1个

石门村、西源村 省级2个

传统
村落 13

石门村 、上坳村 、吴田村、
郑家坪村、西庄村、西泉村、
白泥村、厦铺村、宝石村、
高湖村 、 中港村 、江源村、
车田村

文物
古迹 88

李自成墓、王明璠府第 国保2个

杨家窝 、谭氏宗祠 、节山大
夫第 、圣庙 、 岭下节孝坊 、
碧水琳公祠 、宝石民居群 、
王氏老屋 、成寡妇屋 、周家
大屋、祖爷殿、焦氏宗祠

省保12个

古建筑28个

县保74个

革命旧址13个

古墓/葬/群14个

古桥涵、古代水利6个

古文化遗址、石刻等13个

A级景区

重点旅游项目

传统村落

国保、省保

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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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资源要素 3 县域绿道规划
文旅——旅游资源：游九宫山、玩富水湖、探隐水洞、漂太阳溪、观古民居、谒闯王陵

A级景区9处，其中AAAA级景区3处，AAA级景区1处，AA级景区5处。

序号 等级 名称

1

AAAA级景区

九宫山风景名胜区

2 隐水洞地质公园

3 龙隐山旅游度假区

4 AAA级景区 通山县闯王陵

5

AA级景区

雀寨

6 石门天池景区

7 果匠小镇

8 富水湖渔趣乐园

9 九宫山香榧小镇

龙隐山旅游度假区

九宫山风景名胜区 隐水洞地质公园

通山县闯王陵 石门天池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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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资源要素 3 县域绿道规划
生产——产业资源：“一区两园”，农业六大特色产业；3个特色小镇、18个美丽乡村

“一区 ”即通山经济开发区，

“两园 ”即南林双创产业园、大盘

垅工业园；农业六大特色产业即枇

杷、橘橙、茶叶、油茶、楠竹、 中

药材。

21处农业产业重要发展空间，

含 3 个 特色小 镇 ， 18 个美 丽乡 村

（乡村振兴示范村）。
所在镇 名称 备注

通羊镇
泉港村 示范村20年批次

港口村 示范村19年批次

大路乡
界水岭村 示范村20年批次

吴田村、新桥村 示范村19年批次

南林桥镇
南林桥孔雀小镇 特色小镇市首批

南林村、石门村 示范村20年批次

杨芳林乡
遂庄村 示范村20年批次

郭家岭村 示范村19年批次

厦铺镇 硚口村 示范村20年批次

九宫山镇

九宫山香榧小镇 特色小镇市首批

畈中村 示范村20年批次

程许村、排楼村 示范村19年批次

洪港镇 贾家源村 试点村22年批次

慈口乡 大竹村 示范村20年批次

大畈镇
大畈枇杷小镇 特色小镇市首批

大坑村、下杨村 示范村19年批次

黄沙铺镇 中通村 示范村20年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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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总体方案 3 县域绿道规划
资源整合——生态绿道：一环两片 ，突出富水+九宫山特色生态资源和幕阜山+大幕山优势自然资源

 一环

富水+九宫山生态绿道环

中 部 推 进 绿 道 串 联 富 水 流

域、九宫山等特色生态资源。

 两片

幕阜山山林绿道片

大幕山山林绿道片
巩固幕阜山--大幕山山体保护

格局，南部打造幕阜山森林自然

公园，北部打造大幕山森林自然

公园，建设山林绿道连接区域自

然资源。

大幕山山林绿道片

富水 +九宫山生态绿道环

幕阜山山林绿道片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3 总体方案 3 县域绿道规划
资源整合——文旅绿道：两轴四区 ，绿道联动精品资源 ，点亮四大主题名片

 两轴

湖光山色-文化体验绿道轴

生态康养-休闲度假绿道轴

 四区
富水湖-大幕山山水体验旅游区

辐射黄沙铺镇、 大畈镇、 慈口乡和燕

厦乡 ，发挥富水湖滨水休闲和大幕山生态

旅游优势。

通羊-南林桥田园文化旅游区

辐射通羊镇、 大路乡和南林桥镇，发

挥古民居、宗教和民俗文化体验优势。

九宫山山地休闲度假旅游区

辐射闯王镇、 九宫山镇和洪港镇，发

挥九宫山休闲度假和闯王文化优势。

厦铺河-太阳山生态康养旅游区

辐射厦铺镇和杨芳林乡，发挥红色文

化和生态康养优势。

湖光山色-文化体验绿道轴

生态康养-休闲度假绿道轴



3.3 总体方案

资源整合——产业绿道：绿道引领“农旅 +大健康”绿色产业布局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 县域绿道规划

大健康产业绿道

利用大健康产业绿道， 引领

富水流域形成富水湿地康养度

假产业廊道， 以九宫山为核心

形成幕阜山森林康养度假产

业廊道。

农旅产业绿道

以特色小镇 、农业园 、 美丽

乡村示范点为核心，通过绿道盘

活沿线乡村特色资源，带动农旅

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农旅产业

绿道。

大健康产业绿道

农旅产业绿道



3.3 总体方案

构建骨架——总体结构：“一环引领、四带同兴”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 县域绿道规划

 一环

湖光山色生态绿道

 四带

高山富氧度假绿道

赏樱休闲观光绿道

原乡田园文化绿道

红色文旅康养绿道

赏樱休闲观光绿道

湖光山色生态绿道

原乡田园文化绿道

红色文旅康养绿道

高山富氧度假绿道



3.3 总体方案

构建骨架——绿道分线：五大主题线路

总长度：550.6公里

湖光山色生态主题线路

县域1号绿道，长216.0公里

原乡田园文化主题线路

县域2号绿道，长41.6公里

赏樱休闲观光主题线路

县域3号绿道，长77.2公里

红色文旅康养主题线路

县域4号绿道，长73.2公里

高山富氧度假主题线路

县域5号绿道，长142.6公里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 县域绿道规划

湖光山色生态主题（1号绿道）

二 原乡田园文化主题（2号绿道）

二 赏樱休闲观光主题（3号绿道）

二 红色文旅康养主题（4号绿道）

二 高山富氧度假主题（5号绿道）



3.3 总体方案

构建骨架——绿道分级：“市域绿道 +县域绿道”二级绿道分级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 县域绿道规划

总长度：550.6公里

 市域绿道：372.9公里

承接上位规划，连接市域和

县域各乡镇， 串联重要自然生态

资源，是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

风景旅游网络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的绿道。

县域绿道：177.7公里

与市域绿道衔接，对市域绿

道的补充，提升乡镇覆盖率， 串

联特色文旅休闲资源，是体现通

山自然生态文化特色 、 引领区域

绿色发展的绿道。
二 市域绿道

二 县域绿道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3.3 总体方案 3 县域绿道规划
构建骨架——绿道分类：“生态滨水型、 自然山林型、郊野田园型”三大类

总长度：550.6公里

生态滨水型 ：213.4公里

依托富水湖 、厦铺河 、横石

河 、 黄沙河等水系打造的生态滨

水型绿道。

 自然山林型 ：166.2公里

依托九宫山 、大幕山 、幕阜

山 、 太阳山等自然山体打造的自

然山林型绿道。

郊野田园型 ：171.0公里

依托山、水、 田、林、村，

连接文物古迹 、 传统村落等重要

资源打造的郊野田园型绿道。
生态滨水型绿道

二 自然山林型绿道

二 郊野田园型绿道



四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4.1

4.2
4.3

现状道路及绿道建设情况

资源要素
总体方案



4.1 现状道路及绿道建设情况

绿道——城

区绿道建设整

体处于起步阶

段，仅通山河

沿线局部建有

以步行为主的

滨水绿道

老城区—

—道路相

对较窄，

道路两侧

紧邻建成

区、拓展

空间有限

新城区——

道路相对较宽

，部分路段人

行道不连续，

路权不明、机

非混行

开发区——路网体系尚不完善，部分道路尚
未贯通或未建设人行道



4.2 资源要素

生态——山水基底：“一河两山四廊”，“两屏” 生态渗透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一河--通山河生态绿脉

两山--凤池山+乐家山

四廊--通山河支流绿廊



4.2 资源要素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生态——公园：2处郊野公园，4处综合公园，2处专类公园， 11处社区公园，8处广场，游园若干

中心城区现状公园广场主要分布

在洋都大道沿线及通山河滨水河岸，

规划构建“郊野公园 +城市公园 + 口

袋公园”三级公园体系。
类型 名称 备注

郊野公园
凤池山郊野公园 在建

乐家山郊野公园 规划

城市
公园

综合
公园

王明璠公园 现状

城市中央公园 在建

核电公园 规划

柏树下公园

专类
公园

牛头山公园 现状

龙华古刹公园 在建

口袋
公园

社区
公园

玉泉公园、新民公园、
富水公园

在建

其他 规划

游园
街头游园、月亮湾游园等 现状

其他 规划

广场

政府广场、石瑛广场、
凤池广场

现状

通羊广场、圣庙广场 在建

其他 规划

郊野公园
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广场

自然保护地

林地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4.2 资源要素

文旅——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旅游资源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湖北民居之乡”，中心城区以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等文化资源要素为主。

序号 类型 名称 备注

1

文物
古迹

王明璠府第 国保/古建筑

2 节山大夫第
省保/古建筑

3 圣庙

4 犀港桥

县保/古建筑

5 王执如老屋

6 李氏宗祠

7 姜氏大夫第

8 大屋沈民居群

9 熊占鳌屋

10 官堰 县保/水利设施

11 侍郎洞 县保/名人遗迹

12 唐家林古墓群
县保/古墓葬（群）

13 范德元墓

14 新四军四十团团部旧址

县保/革命旧址
15 新四军鄂南军分区

司令部旧址山口铺

16 喜韩崖

县保/石刻17 铜肝铁胆

18 大泉洞

19 王明璠街区 通山县第一批
历史文化街区

20 传统
村落

吴田村 第三批

21 郑家坪村 第五批

22

旅游
资源

雀寨 AA级景区

23 泰和园 —
24 龙华古寺 —
25 凤池山森林公园 —

文物古迹

传统村落

旅游资源



4.2 资源要素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生活——服务设施：围绕老城区、城北新区，规划布局两大商业核心和大型文体设施

城北新区依托文体中心打造集商

业服务、商务办公、文体活动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型城市中心；老城区围

绕凤池广场优化商业金融业布局，打

造传统商贸中心；城南片区以凤池山

为名片，打造旅游服务中心。

类型 名称 备注

文化设施

县文体中心 现状+
规划扩建

县博物馆 现状

县图书馆 现状

老年活动中心 现状

古民居博物馆 规划

民间文艺馆 规划

体育设施
县文体中心 现状+

规划扩建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规划

商业
设施

老城
传统
商贸
中心

凤池广场

现状+
优化布局

万成广场

嘉和城

老一中步行街

综合商业商贸中心 规划

文化设施

体育设施

商业设施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2 资源要素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生活——道路交通体系：“一环”对外交通网络+“六横六纵” 城市干道网络

交通要素 名称 备注

对外
交通
网络

高速
公路 杭瑞高速

现状
含出入口+收费站

一环

北-核电公路 现状

西-S209+
富水大道 现状

南-G106 规划改线

东-绕城东路 规划

城市
干道
网络

六横

核电二路 规划

核电公路 现状

横二路 在建

通山大道+
九宫大道 现状

城南二路 规划

六纵

发展大道 在建

富水大道 现状

迎宾路 在建

工业路 现状

滨河路 在建

青山路 现状

交通
服务
设施

交通
场站

中心客运站+
客运东站 现状

公交首末站 规划3处

公共停车场 规划11处

高速出入口/收费站

客运站

公交首末站
P 公共停车场

高速公路
对外主路
内部主路

口 规 划 道 路



4.2 资源要素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生产——产业空间：西北部发展绿色工业，东南部发展服务业，周边以郊野田园、生态旅游为主

中心城区规划构建“一心两轴五

区一环”的产业空间布局。

“一心”为依托县人民政府和城

市中央公园打造的行政服务中心和城

市绿心。

“两轴”为迎宾路、通山大道沿

线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拓展的迎宾路

城市发展轴和通山大道城市发展轴。

“五区”包括城西工业产业区、

综合商业商贸区、老城商贸居住区、

城东生态居住区、城南旅游服务区，

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工业产业和各类服

务业。

“ 一环 ”为依托凤池山 、 乐家
山、通山河等自然山水及城郊农业空
间构建的郊野生态环，重点发展生态
旅游、乡村旅游等。



4.3 总体方案

资源整合——生态绿道：构筑骨架、串联斑块 ，打造蓝绿融城的生态绿道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郊野生态绿道

通山达水、链接城乡

城市生态绿道

串景连园、延展社区

山水生态绿道

亲山近水、透绿融城

郊野生态绿道

城市生态绿道
山水生态绿道

o● 生态斑块或开敞空间



4.3 总体方案

资源整合——文化绿道：传承文化、盘活精品 ，打造特色彰显的文化绿道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以保护通山自然山水特色空间格

局、传承文化遗产为目标，将绿道

建设为文化空间载体，盘活古民

居 、传统村落 、 民俗文化 、 宗教文

化、红色文化、 自然山水格局等特色

文化资源，打造通山特色文化精

品游径，彰显通山自然生态公园城

市文化魅力。

文化绿道
文旅资源



4.3 总体方案

资源整合——生活绿道：聚焦重点、服务配套 ，打造便捷通达的生活绿道

重点围绕城市更新重点区域和重

点发展新区，规划构建“一主三次”

生活绿道环——
一主

中心主环：九宫大道--通羊大道

--凤池路--洋都大道
城西次环

三次

新区次环：核电公路--滨河路--

九宫大道--富水大道

城西次环：核电二路--富水大道

--106国道--发展大道

城南次环：洋都大道--兴业街--

城南路--富水大道

社区绿道

围绕老城更新区和发展新区，形
成社区绿道网络。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新区次环

城南次环

中心主环

主要生活绿道

次要生活绿道

社区绿道
P 公共服务或交通服务设施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资源整合——产业绿道：绿道先行、融合产城 ，打造引领发展的产业绿道

结合中心城区 “一心两轴五区

一环 ” 的产业空间发展布局，打造

城市产业绿道发展线 +城乡产

业绿道联动线两类产业绿道。

城市产业绿道发展线

依托通山大道 +洋都大道 +九宫

大道和迎宾路两条发展主轴，联系城

区由西向东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引领产城融合发展。

城乡产业绿道联动线

依托区域性道路106国道、核电

公路、 富水大道联动城乡，带动乡
村农文旅产业发展。

城市产业绿道发展线

城乡产业绿道联动线

4.3 总体方案



4.3 总体方案

构建骨架——总体结构：构建“一轴两环三网”绿道网络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一轴

通山河绿道轴

 两环

中心活力绿道环（九宫大道

--通羊大道--唐家地桥--凤池路--

洋都大道--滨河路）

郊野生态绿道环（核电公路

-- 富水大道 --106 国道 -- 绕城东

路）

 三网

串山绿道网络

亲水绿道网络

连园绿道网络

二 中心活力绿道环

二 郊野生态绿道环

二 串山绿道网络

二 亲水绿道网络

二 连园绿道网络

郊野生态绿道环

中心活力绿道环

通山河绿道轴

通山河绿道轴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3 总体方案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构建骨架——绿道分级：“区域绿道+城市绿道+社区绿道”三级绿道分级

总长度：116.2公里

 区域绿道：38.6公里
承接上 位规划 ， 连接县 域或周边 乡

镇， 串联重要自然生态、 人文休闲资源，

是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风景旅游网络构

建具有重要作用的绿道。

城市绿道：31.2公里
与市域绿道衔接，连接城市重要功能

组团， 串联各类绿地与开敞空间，是体现

通山自然生态文化特色、 引领区域建设发

展的绿道。

社区绿道：46.4公里
与城市绿道衔接 ， 连接社区生活组

团、 亲近山水资源， 串联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是构建慢行环境安全舒适、 社区环境

品质宜居的绿道。

区域绿道

二 城市绿道

二 社 区绿 道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4.3 总体方案 4 中心城区绿道规划
构建骨架——绿道分类：“城镇道路型、城镇滨水型”+“郊野田园型、郊野山林型”四类绿道分类

总长度：116.2公里

城镇型绿道：75.9公里
位于城区规划建设空间范围内， 串联

城镇各功能组团、 公园绿地、 服务设施，

主要供居民出行、休闲、游憩、健身等。

其中——

道路型54.5公里

滨水型21.4公里

郊野型绿道：40.3公里
位于城区规划建设空间范围外，依托

山、 水、 田、 林、村，连接山体公园、生

态景观、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等。

其中——

田园型25.3公里

山林型15.0公里

城镇道路型绿道

二 城镇滨水型绿道

二 郊野田园型绿道

二 郊野山林型绿道



五 绿道建设指引

5.1 服务设施



5.1 服务设施

县域驿站：县域驿站6个 ，乡镇驿站11个

结合特色景区、 交通场站、研

学营地等，优先利用现有设施，完

善服务系统，共设置驿站17个。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5 绿道建设指引

名称 建设地点 备注

县域驿站1 吴田村 结合王明藩公园建设

县域驿站2 下杨村 结合幕阜山研学营地建设

县域驿站3 慈口村 结合富水湿地公园建设

县域驿站4 厦铺村 结合厦铺客运站建设

县域驿站5 横石村 结合横石客运站建设

县域驿站6 燕厦村 结合拟建燕厦客运站建设

乡镇驿站7 西庄村 结合大幕山森林公园建设

乡镇驿站8 晨光村 结合黄沙客运站建设

乡镇驿站9 白泥村 结合传统村落建设

乡镇驿站10 山口村 结合富水渔趣乐园建设

乡镇驿站11 富有村 结合共同缔造点建设

乡镇驿站12 南林村 结合南林客运站建设

乡镇驿站13 高桥头村 结合共同缔造点建设

乡镇驿站14 冷水坪村 结合冷水坪红色小镇建设

乡镇驿站15 界牌村 结合和美乡村试点建设

乡镇驿站16 船埠村 结合九宫山游客中心建设

乡镇驿站17 车田村 结合传统村落建设

市域绿道

二 县域绿道

县域驿站
乡镇驿站



5.1 服务设施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5 绿道建设指引

 中心城区驿站：县域驿站1个 ，中心城区一级驿站3个 ，中心城区二级驿站14个

结合公园绿地、广场或大型文体

设施等，优先利用现有设施，补充完

善服务系统，城区增设驿站17个。

驿站基本功能设施设置

设施类型 基本项目 一级
驿站

二级
驿站

三级
驿站

管理服务设施
管理中心 O

游客服务中心 ● O -

配套商业设施

售卖点 O O -

餐饮点 - - -

自行车租赁点 O O O

游憩健身设施

活动场地 ● ● ●

休憩点 ● ● ●

眺望观景点 O O O

科普教育设施
解说 ● ● O

展示 ● O O

安全保障设施

治安消防点 ● O

医疗急救点 O

安全防护设施 ● ● ●

无障碍设施 ● ● ●

环境卫生设施
厕所 ● ● O

垃圾箱 ● ● ●

停车设施

公共停车场 ● O

出租车停靠点 ● O -

公交站点 ● O O

●必须设置 O可以设置 -不做要求

县域驿站

中心城区一级驿站
中心城区二级驿站

区域绿道

城市绿道
二 社区 绿道驿

驿

驿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5.1 服务设施 5 绿道建设指引
结合重要文物古迹、旅游景区、生态景观、文体设施等 ，综合打造特色主题驿站

县域驿站 6个

设置间距 20-25km

设置地点
结合特色景区、客运场站、
研学营地

主体功能
综合服务 +游客中心——
绿道管理、综合服务、交
通换乘

乡镇驿站 11个

设置间距 10-15km

设置地点
结合客运场站、特色村落、
文物古迹等

主体功能
基础服务 +特色功能——
售卖、租赁、休憩、交通
换乘

中心城区
驿站 17个

设置间距 2-5km

设置地点
结合公园绿地、文体设施、
景观节点、文物古迹等

主体功能
基础服务 +特色功能——
绿道管理、休息场所、自
行车停靠点、自助售货



六 绿道示范线规划

6.1 县域绿道示范线

6.2 中心城区绿道示范线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6.1 县域绿道示范线（精品绿道） 6 绿道示范线规划

建设湖光山色生态绿道+高山富氧度假绿道，打造260公里山通水富寻游通山特色精品线

线路走向

县域2号绿道连接线-县域1号

绿道主线-县域5号绿道主线

主题游径

特色景区康养度假游径

传统村落农耕体验游径

古建民居文化休闲游径

特色绿道产品

结合绿道沿线规划绿色产业

布局，打造2处国际温泉休闲康养

区、4处研学博览园、 4处主题公

园， 引领沿线“万千百 ”工程 ，

打响“迷你小山居”民宿品牌。

绿道示范线

。 绿道产品

精品景区

● 传统村落

文物古迹



二级驿站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6.2 中心城区绿道示范线（精品绿道） 6 绿道示范线规划

通山河绿道：结合流域治理，通过现状道路改造、规划新建，衔接贯通沿河绿道

通山河绿道

中心城区段10.7公里通山河两岸建设沿河绿道，西起福安驾校、东至富水口袋公园，

串联城市中央公园（规划）、政府广场、振兴游园、富水口袋公园，紧密衔接新老城区。

图例
改造提升
规划新建
保留现状

[城市中央公园(规划)]

● TSH7
TSH4

桥下贯通
(状元桥)

三级驿站
三级驿站

[富水口袋公园]
TSH9 ●

TSH10

唐家地桥

TSH1
●

措施 长度（千米）

改造提升 4.5

规划新建 9.6

保留现状 5.7

合计 19.8

三级驿站
[月亮湾游园]

二级驿站
[圣庙广场(规划)]

桥上连通

新城大桥

富水大桥

● TSH8

TSH3

TSH5

TSH6

●TSH2

马槽桥

TSH11

大桥
●

[柏树下公园(规划)]



七 分期建设规划

7.1 分期规划

7.2 分期建设项目库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7.1 分期规划 7 分期建设规划
县域部分——近期（2023-2026年）重点建设串联九宫山-富水湖的湖光山色生态绿道

绿道
名称 湖光山色生态绿道

长度 153.5公里

线路
起止

点

吴田村-石印村-马桥村-厦铺村-
吴田村

涉及
乡镇

大路乡、通羊镇、大畈镇、
慈口乡、燕厦乡、九宫山镇、

闯王镇、厦铺镇

建设
时序 2023年-2026年

县域近期驿站建设

县域驿站 3个（驿站1、2、5）

乡镇驿站 3个（驿站9、10、16）

绿道（近期建设）

绿道（远期建设）

驿站（近期建设）

驿站（远期建设）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7.1 分期规划 7 分期建设规划
 中心城区部分——近期（2023-2026年）重点建设通山河绿道和衔接新老城区的城镇道路绿道

绿道名称
长度

(公里) 线路起止点 建设时序

国道106绿道 9.7
井湾大道-通
羊大道

2023年-
2026年

核电公路绿道 8.6
富水大道-绕
城东路

2023年-
2026年

富水大道绿道 6.6
杭瑞高速-国
道106

2023年-
2026年

通山河绿道 10.7
城南二路-通
羊大道

2023年-
2026年

青山路绿道 2.8
核电公路-滨
河路

2023年-
2026年

滨河路绿道 2.8
青山路-井湾
大道

2023年-
2026年

迎宾路绿道 4.8
核电公路-城
南二路

2023年-
2026年

发展大道绿道 5.2
核电公路-城
南二路

2023年-
2026年

城南二路绿道 2.3
发展大道-凤
池山登山路

2023年-
2026年

中心城区近期驿站建设

县域驿站 1个

中心城区驿站 7个
绿道（近期建设）

绿道（远期建设）

驿站（近期建设）

驿站（远期建设）



7.2 分期建设项目库

近期（2023-2026年）

通山县全域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年）

7 分期建设规划

类别 名称 起止点（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

备注
数量 单位

绿道游径

湖光山色生态绿道 吴田村-石印村-马桥村-厦铺村-吴田村 153.5 千米
市域绿道（含国道106、核电公
路、 富水大道中心城区段）

通山河绿道 城南二路-通羊大道 10.7 千米

青山路绿道 核电公路-滨河路 2.8 千米

滨河路绿道 青山路-井湾大道 2.8 千米

迎宾路绿道 核电公路-城南二路 4.8 千米

发展大道绿道 核电公路-城南二路 5.2 千米

城南二路绿道 发展大道-凤池山登山路 2.3 千米

小计 171.5 千米

服务设施

县域驿站 王明藩公园、下杨村、横石村 3 个

乡镇驿站 白泥村、山口村、船埠村 3 个

中心城区驿站 主要结合公园绿地设置 7 个

小计 1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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