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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号)精神以及《重庆

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要求,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设村镇管理

系统,对全市乡村基本信息、村规划编制、乡村振兴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空间布局、村规划等数据进行

统一管理,建立一村一本帐的村规划自然资源台帐体系,为全局各级村镇管理部门提供统一的村镇业务

的信息化支撑工具。 

[关键词] 村镇管理；村规划编制；空间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对照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当前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村镇管

理方面还存在如下不足之处：(1)全市村

规划编制成果科学性和实用性不高,原

因在于规划编制单位缺乏大数据信息化

支撑,村规划成果审查手段单一、大多采

用人工检查,导致村规划编制时间长、费

用高、区县财政压力大。(2)全市村基本

信息资料分散,与村镇相关的数据分布

在发改委、农委、教委、林业局、水利

局、卫计委、规自然局、经信委、文旅

委等各个委办局中,各界各级管理部门

来了解一个村的全面情况很难,不能对

村作全面了解,缺乏全方位认识。(3)目

前尚未建设覆盖全市的村镇业务管理系

统,各级村镇管理部门对全市的乡镇规

划、村规划、乡村振兴重点项目、人居

环境整治、村基本信息等管理都是采用

传统的管理模式,缺乏统一的信息化系

统作为技术支撑。 

1 系统建设内容 

1.1构建“一村一本帐”村规划自然

资源数据体系 

以村代码为纽带,串起村基本信息、

村4+2特征分析简表、村土地利用现状、

村规划用地分类、村规划编制进度、村

历史文化资源、村建设用地审批、村规

划空间数据,在乡村振兴一张图上可以 

 

查看村的规划和自然资源台帐。 

1.2理顺村规划入库流程,减轻区县

村规划成果入库工作量 

理顺村规划数据上报、审查、入库、

质检、发布环节,建立村规划入库流程,

解决了区县上报村规划的繁琐,减轻了

区县工作量,也为今后村规划的动态更

新建立了机制。 

1.3基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

设村镇管理系统 

 

建设覆盖全市的村镇管理系统,村

镇管理系统由现状数据(村基本信息、村

4+2特征分析)、规划数据(土地利用规

划、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乡村振兴重点

项目)、管理数据(村规划编制进度管理、

村)、统计查询、技术审查等模块构成。 

1.4建立大数据辅助村规划技术审

查机制 

基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空间大数

据平台建立大数据辅助村规划技术审查体

图 1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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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自动分析编制的村规划成果与三条底

线(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

发边界)的空间关系、分析村界内建设用地

与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森林公园、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范围、地质灾害隐患等

空间冲突情况,自动比对村土地利用规划、

村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的合理性。 

2 系统框架 

用户交互层：国土空间信息平台应

用村镇管理系统和移动办公平台上的村

镇管理两部分组成。 

服务层：除了调用局国土空间信息

平台统一提供的用户和权限管理、单点

登录、流程接口外,还包括空间分析服务,

统计服务等服务。 

数据内容层：由空间数据和属性数

据两部分组成,组要是是包括村基本信

息、村规划、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空间布

局,农村居民住房办理许可、村规划编制

进度等数据。 

支撑体系：国土空间信息平台和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其中系统在国土空

间信息平台里面开发,面向全市铺开。 

基础设施：由规划和自然资源云提

供统一的硬件和网络支撑设备。 

3 数据体系建设 

3.1空间数据 

空间数据组织按照习主席对乡村振

兴工作的指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

对数据村镇管理系统涉及到的空间数据

进行梳理,制定了数据结构,见表1.数据

坐标系为CGCS2000大地坐标系。 

表1  村镇管理系统空间数据组织体系表 

 

专题名

称
数据集名称 图层

生态宜

居

地质灾害分布 地质灾害分布点

有害农作物分布 有害农作物分布

美丽宜居示范村 美丽宜居示范村

美丽宜居示范镇 美丽宜居示范镇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

名镇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

名镇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

名村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

名村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点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示范点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县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示范县

全国生态文化村 全国生态文化村

重庆市绿色新村 重庆市绿色新村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湿地

公园、森林公园、

生态公园、风景名

胜区、地质公园

乡风文

明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重庆非遗文化目录 重庆非遗文化目录

历史文化名村

历史文化名村,历

史文化名村核心区

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名镇

历史文化名镇,历

史文化名镇核心区

保护范围

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

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

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自然遗产

文化走廊 文化走廊  
专题名

称
数据集名称 图层

治理有

效

乡村治理示范村 乡村治理示范村

乡村治理示范镇 乡村治理示范镇

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乡控制性详细规划 乡控制性详细规划

村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建

设用地管制区、基

期地类图斑、II级

以上林地、拆旧地

块、建新区、生态

恢复区、郁闭度大

于 0.7的林地、地

灾点影响范围、历

史文化

交通规划

停车场、公交首末

站、道路、桥梁、

隧道、铁路、轨道

乡村建设许可
乡村建设许可

梁平居民住房范围

生活富

裕

市级农业产业化农

头

市级农业产业化农

头

市级林业产业化龙

头

市级林业产业化龙

头

农业农村部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

农业农村部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

重庆市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

重庆市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

农民专业合作社市

级示范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市

级示范社

巴渝民宿 巴渝民宿

市级重大建设项目
市级重大建设项目

(乡村振兴部分)
 

3.2属性数据 

属性数据主要有村基本信息、村4+2

特征分析简表、村土地利用现状、村规

划用地分类、乡村振兴重点项目、人居

环境整治项目、乡村建设行政审批许可、

村规划编制进度数据等近20张表。 

4 主要功能介绍 

4.1首页 

首页用仪表盘的方式展示村规划编

制进度情况、按区县统计村规划编制情

况和乡村振兴重点项目统计。支持层层

递进的方式,例如用户点击渝东南,在村

规划编制进度和重大项目类别统计表则

只显示渝东南片区的数据。仪表盘采用

可配置的方式,可以快速满足用户各种

统计需求。区县用户登录后,只能看到辖

区内的相关统计数据,数据可以进入到

具体的乡镇。 

4.2乡村振兴一张图 

乡村振兴一张图主要是按照习主席

对乡村振兴的指示对数据进行分类,分

类展示全市村镇管理业务涉及到的空间

数据例如全市地质灾害分布、全市土地

利用规划、历史文化风貌,三区三线、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水

系、路网等。同时按照村镇管理业务的

要求,用出图模式展示单个村规划成果。 

4.3村规划编制进度管理 

村规划编制进度模块主要是实现全

市村规划编制过程管理,记录村规划基

本信息、审查\论证\踏勘信息、审批信

息、入库信息。功能包括筛选、高级查

询、增加、删除、修改、批量导入、数

据导出、历史编制信息展示。在高级查

询中,用户可以自行组合各种查询条件。

在列表中,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村规划编

制的进度：绿色：编制,黄色：审查,红

色：审核,蓝色：入库。 

4.4重点项目落实 

重点项目落实模块实现全市村乡村

振兴重点项目落地情况的管理,用户可

以将项目范围线上传,系统自动将范围

线和土地利用规划、三区三线、自然保

护区、地质灾害等数据进行空间分析,

判断该项目的落地合理性。功能包括筛

选、高级查询、增加、删除、修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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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近10年夏季主汛期期间几次典型降水过程以及近几年暴雨发生时副高活动特点进

行分析总结,最终发现副高活动对白山地区的降水强弱存在重要的作用。副高的西伸北抬,使白山地区处

于高压控制之中,在客观上抑制了降水机制的维持及进一步发展,致使降水不明显,随着副高的东退和南

撤,副高的阻高的作用减弱,冷空气随之南下,与副高后部的暖湿气流交汇,对触发降水比较有利。而数据

产品的预报往往存在失误,预报员需要根据形势对数值产品进行订正。 

[关键词] 副高；台风；汛期；白山地区 

中图分类号：U698.9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下文简称副

高)是东亚夏季风系统的重要成员,与季

风环流相互作用、互为反馈,西太平洋副

高的季节性活动,具有明显的规律性。7

月底到8月初,脊线跨越30°N,到达 北

的位置,处于白山地区的东南方向,俗称

的“7下8上”,正是白山地区的主汛期。 

1 典型实例 

1.1降水实况 

2017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副高西

伸北抬,白山地区6个台站中,只有靖宇

站有小量级的降水,其他站无降水,2017

年6月20日至7月20日,副高继续向北发

展,只有长白站有0.2mm的降水,其他各

站无降水。2017年7月20日至8月20日,

副高东退,并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白山

地区除靖宇外都有小雨量级的降水。

2017年8月20日至9月20日,受台风登陆

影响,白山地区除长白外都有降水7。 

1.2高空实况分析 

4日20时,白山地区处在高空槽前和

副高边缘地带,580和584之间。副高形状

呈纬向型,台风已经在擦着台湾海峡继

续北上。5日20时,受台风继续北上影响,

副高形状由纬向型转变为不规则的大致

四方形状,并且副高在变形的过程中是

逐渐西伸,白山地区由高压控制,没有降

水。到6日20时,台风沿着东海继续北上,

受其影响,副高有所东退,并由不规则的

大致四方形渐变为倒三角形,并且副高

是向北抬升的,白山地区大部在高压里,

无明显降水。到7日20时,台风在山东半

岛登陆,受其影响,副高形状则由倒三角

形转变为径向型状,并且副高北侧边界

继续北上到达北纬43度以北,584线已接

近北纬50度,副高发展到 强,白山地区

无明显降水。到8日20时,台风在朝鲜西

北部登陆,副高明显受迫东退到和南撤,

白山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产生分布不均

的小雨天气。到9日20时随着台风登陆后

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与贝加尔湖附近甩

下的冷槽合并,在高空形成了一个深的

高空槽。 

1.3物理量分析 

量导入、数据导出、空间分析。在高级

查询中,用户可以自行组合各种查询条

件。区县用户只能查询和管理本辖区内

的重点项目落实情况。 

4.5村规划合规性审查 

利用空间大数据技术辅助村规划审

查,将提取村规划中建设用地与永久基

本农田、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

四山管制区、水源保护地、历史文化保

护范围等各类空间管控要素进行叠加分

析,判断村规划布局的合理性,提升村规

划技术审查效率。 

4.6数据统计 

用户可以按照区域,办理时间,编制

状态等不同条件组合,查询符号条件的

村编制单位。加查询结果导出功能,查询

结果可以导出为Excel或者PDF文件的功

能。其他的统计表格可以按照需求快速

配置。 

5 结语 

通过村镇管理系统的建设,重构村

规划编制流程和技术审查体系,进一步

提升了提高村规划编制的水平和实用

性；同时以村为基本单元,汇聚村的规划

自然资源、历史人文、农产品、乡镇企

业信息等各类属性、空间数据,构建乡村

振兴一张图,向全市各部门提供 全面

的乡村振兴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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