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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1 拟调整范围国家级森林公园基本情况

公园名称 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

管理机构

绍兴市柯桥区自然资源修复利用中心

（绍兴市柯桥区林场）

行政区域 绍兴市柯桥区

设立时间 1992 年 设立文号 林造批字[1992]200 号

批复面积及对应文号

批复面积 229.67 公顷；

文件：林造批字[1992]200 号、林规发

[2014]93 号文

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原隶属于绍兴县林场，林场始建于

1959年，属国有事业单位。1992年原绍兴县人民政府呈文上报国

家林业部请求建立兰亭国家级森林公园，并委托林业部华东林业

调查规划设计院（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院）对公园

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并编制《兰亭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1993-2009年）》上报国家林业部审批。1993年国家林业部同意

建立兰亭国家森林公园，1997年开始一期项目并正式对外开放。

因森林公园设立时间较早（1992年），森林公园原范围矢量

数据缺失，森林公园批复面积与上一轮总规落界面积不符。根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规范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范围调

整等审批事项的通知》(林场发(2022)46号)要求，以原林业部

批复的权属范围为依据。因此明确森林公园范围应为原绍兴县林

场范围，对森林公园原范围进行核准，重新落界后森林公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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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22.33公顷。相关的重新落界技术报告和国家级森林公园边界

的矢量数据一并附后。

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为222.33公顷，地理坐标为东

经120°25′05″～120°31′41″、北纬29°54′19″～29°

58′28″。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由三个片区组成，包括九崂山

片区、鱼山片区和太山片区。

九崂山片区面积为43.68公顷，地理坐标为东经120°25′

05″～120°25′40″、北纬29°58′02″～29°58′28″。范围

包括县林场0002号林班的00001-00011号小班43.57公顷；0002林班

的90100号小班0.11公顷。

鱼山区块片区为74.24公顷，地理坐标为东经120°29′

53″～120°31′18″、北纬29°55′22″～29°56′03″，范围

包括4个子区块。鱼山1子区块面积为59.72公顷，包括兰亭村0001

号林班的00013号、00015号小班面积0.17公顷，90200号、90300

号、90500号、90900号、91200号小班0.31公顷；0002林班的90300

号小班0.18公顷。里木栅村0001号林班的00028号、00034号、00038

号 、 00075-00077 号 小 班 0.34 公 顷 。 县 林 场 0001 号 林 班 的

00001-00028号52.72公顷，90100号、90200号、90300号、91000

号、91100号、号小班6.00公顷。鱼山2子区块面积为5.94公顷，包

括里木栅村0001号林班的00069号、00070号、00072-00074号小班

0.03公顷，91900号、92200号、92300号小班0.01公顷。县林场0001

号林班的00029-00034号5.49公顷，91100号小班0.41公顷。鱼山3

子区块面积为4.54公顷，包括里木栅村0001号林班的00025号、

00069号小班0.01公顷，91900号、92000号、92200号小班0.04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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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林场0001号林班的00030号4.32公顷，91100号小班0.17公顷。鱼

山4子区块面积为59.72公顷，包括兰亭村0001号林班的90600号小

班0.02公顷。县林场0001号林班的00035-00038号小班4.02公顷。

太山片区面积为104.41公顷，地理坐标为东经120°30′

11″～120°31′41″、北纬29°54′19″～29°55′29″，范围

包括3个子区块。太山1子区块面积为0.99公顷，包括县林场0001

号林班的00040号小班0.99公顷。太山2子区块面积100.91公顷，包

括兰亭村0002号林班的00032号、00037号、00038号小班0.30公顷，

90600号、91700号、91900号小班0.15公顷；0004号林班的00001号、

00010号、00013号、90200号小班0.53公顷。里木栅村0001号林班

的00088号、00089号、00091号、00092号小班0.02公顷。县林场0001

号林班的00041-00085号小班98.30公顷，90400号、90500号、90600

号、90700号、90900号小班1.81公顷。太山3子区块面积为2.31公

顷，包括花街村0001号林班的00019号、00020号、00021号、90020

号小班2.31公顷。

1.2 设立后的保护、建设和管理概况

1.2.1 保护和建设情况

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区位独特，旅游资源丰富，设立后经

过多年建设，森林旅游业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转变。

早期的森林公园以木材生产为主，缺乏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自

1994年开始，首先打通了绍大线至公园的旅游大道，并且陆续建

设了森林公园大门、旅游服务接待中心和森林游步道等系列基础

旅游服务设施，森林公园初具规模。因此，森林公园旅游目前尚

处在初级阶段，游客多来自浙江、上海等周边地区，以自助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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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观光为主，尚未形成完整的生态旅游产业链。

1.2.2 管理概况

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原隶属于绍兴县林场，林场始建于

1959年，属国有事业单位。2002年县林场改制，退出事业编制，

改制为企业性质。2016年起，林场成立绍兴市柯桥区林场有限公

司，配合主管部门对原林场资产资源实施管控，配合政府购买服

务。2021年，绍兴市绍兴市柯桥区自然资源修复利用中心加挂柯

桥区林场牌子。

目前森林公园由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桥分局然资源修

复利用中心（柯桥区林场）进行管理，并委托柯桥区林场有限公

司建设和经营，同时配合做好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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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范围情况说明

2.1 调整理由

随着国家及浙江省有关森林公园管理的规定不断完善，管理

更加严格，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建设范围与周边城镇经济

发展之间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保护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矛盾冲突，科学界定自然保护地范围，按照

国家和浙江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相关要求，对浙江兰亭国家

森林公园经营范围进行适当调整，将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之间的矛盾，为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的有效管理和持续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森林公园原范围内，目前存在城市（城镇）建成区、永久基

本农田以及项目选址地，按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相关规则，

申请将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地块调出。同时，按照自然资函

{2020}71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应划尽划、应保尽保，本次调整申

请调入森林公园周边区块，进一步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

生态廊道的连通性，确保保护面积不减少、保护强度不降低、保

护性质不改变。

本次范围调整拟申请调出面积21.18公顷，调入面积33.25公顷，

调整后森林公园面积为234.40公顷，比原范围面积增加12.07公顷。

表 2-1 森林公园范围调整面积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原批复面积 落界核准面积 拟调出面积 调整后面积 与原批复面对比 与落界核准面积对比

229.67 222.33 21.18 234.40 +4.73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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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整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42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48号）；

（3）《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

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71号）；

（4）《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5）《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规范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范围

调整等审批事项的通知》（林场发〔2022〕46号）；

（6）《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林保规〔2023〕4号）；

（7）《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20年）；

（8）《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实

施意见》（浙政办发〔2022〕70号）；

（9）《浙江省林业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浙江省公益林和森林

公园条例〉的通知》（浙林资〔2018〕28号）；

（10）《浙江省自然保护地建设项目准入负面清单（试行）》（浙

林保〔2021〕75号）；

（11）《浙江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2023年报批版）。

2.3 与其他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情况

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调整前与周边保护地无交叉重叠情



7

况，调整区域以及调整后的范围与其他自然保护地也不存在交叉

重叠情况。

2.4 涉及违法违规开发建设情况

范围内不涉及违法违规开发建设情况，以及各类监督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点位。

2.5 调整方案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对比情况

此次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拟调整范围与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方案范围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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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区域情况

3.1 基本情况

拟新增区域共8块，面积共33.25公顷。

3.2 拟新增区域的权属情况

新增区域土地权属清晰，经初步协商，新增区域各林地权属

单位均愿意将其所属地块调入森林公园规划经营范围。

3.3 拟新增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统

计，新增区域面积共33.25公顷。其中，耕地（非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0.47公顷，占比1.14%；园地面积10.71公顷，占比32.21%林

地面积12.79公顷，占比38.47%；其他草地面积0.68公顷，占比

2.05%；陆地水域面积2.29公顷，占比6.89%；建设用地面积5.40

公顷，占比16.24%。

表 3-1 新增区域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公顷

一级类 DLMC 面积 占比

01 耕地

小计 0.47 1.41%

旱地 0.38 1.14%

水田 0.09 0.27%

02 园地

小计 10.71 32.21%

茶园 1.65 4.96%

果园 0.19 0.57%

可调整茶园 1.17 3.52%

其他园地 7.7 23.16%

03 林地

小计 12.79 38.47%

其他林地 0.01 0.03%

乔木林地 11.51 34.62%

竹林地 1.27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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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类 DLMC 面积 占比

04 草地
小计 0.68 2.05%

其他草地 0.68 2.05%

05 商业服务业用地
小计 0.1 0.30%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1 0.30%

06 工矿用地
小计 1.04 3.13%

工业用地 1.04 3.13%

06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小计 1.04 3.13%

农村道路 0.89 2.68%

设施农用地 0.15 0.45%

07 居住用地
小计 2.18 6.56%

农村宅基地 2.18 6.56%

11 仓储用地
小计 0.01 0.03%

物流仓储用地 0.01 0.03%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小计 0.33 0.99%

水工建筑用地 0.33 0.99%

12 交通运输用地
小计 0.93 2.80%

公路用地 0.93 2.80%

15 特殊用地
小计 0.66 1.98%

特殊用地 0.66 1.98%

17 陆地水域

小计 2.29 6.89%

沟渠 0.04 0.12%

河流水面 0.04 0.12%

坑塘水面 0.68 2.05%

水库水面 1.54 4.63%

总 计 33.25 100.00%

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及实际情况，本次新增的区域不存在与

自然保护地及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相冲突的地块。

3.4 拟新增区域的资源状况

1、印山越国王陵

印山越国王陵是一座平面为“凸”字形的竖穴岩坑木椁

墓，呈东西向。全长 100 米，其中墓坑长 46 米，宽 15 米，

墓道长 54 米，宽约 6 米左右。墓的外围四角设有隍壕围护，

整个墓葬占地 10 多万平方米。墓室内仅出土文物 40 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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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玉剑、玉镞、玉镇、龙首形玉部件、微型玉管、珠、漆木

杖等。2001 年 6 月 25 日，印山越国王陵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里石门水库

里石门水库位于兰亭街道紫洪山村，水库库容 10 万立

方米，目前水库以灌溉功能为主，水质清澈透明，周边森林

资源状况良好。微风拂过，树影摇曳，宛如一幅幅动态的水

墨画，为这山水之间增添了几分诗意与灵动，绿水与远处的

山峦、近处的绿树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卷。



11

四、调减区域情况

4.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整拟申请调减区域面积共计21.18公顷，地块共计8个

地块，具体详见表4-1。

表 4-1 森林公园经营范围调整统计表

调整地块编号
调入

面积（公顷） 主要调整理由
调出

TC0001 调出 0.31 永久基本农田

TC0002 调出 0.51 永久基本农田

TC0003 调出 0.99 人工商品林

TC0004 调出 0.03 其他（项目）

TC0005 调出 13.89 人工商品林

TC0006 调出 2.79 其他（项目）

TC0007 调出 0.34 永久基本农田

TC0008 调出 2.32 人工商品林

合 计 21.18 /

4.2 调减理由对应地块情况

（1）TC0001 号

TC0001 号地块总面积 0.31 公顷，主要以永久基本农田、村

庄为主要理由调出，地块边界线参考国土三调小班边界划定。按

照矛盾类型统计如图 4-1 所示，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如表 4-2。

表 4-2 TC0001 号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国土土地现状

面积 占比
一级类 二级类

TC0001

合 计 0.31 100.00%

01 耕地
小计 0.31 100.00%

旱地 0.3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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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TC0001 地块调出理由示意图

图 4-2 TC0001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2）TC0002 号

TC0002号区块总面积0.51公顷，以永久基本农田为主要理由

调出，地块边界线参考国土三调小班边界及地形图、林缘线划定。

按照矛盾类型统计如图4-2所示。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如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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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TC0002 号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国土土地现状

面积 占比
一级类 二级类

TC0002

合 计 0.51 100.00%

01 耕地
小计 0.51 100.00%

旱地 0.51 100.00%

图 4-3 TC0002 地块调出理由示意图

图 4-4 TC0002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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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C0003 号

TC0003 号区块总面积 0.99 公顷。以成片人工集体商品林为

主要理由调出，地块边界线参考林地小班边界划定。按照矛盾类

型统计地块内如图 4-5 所示。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如表 4-6。

表 4-4 TC0003 号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国土土地现状

面积 占比
一级类 二级类

TC0003

合计 0.99 100.00%

03 林地
小计 0.92 92.93%

其他林地 0.91 91.92%

10 工矿用地
小计 0.03 3.03%

工业用地 0.03 3.03%

06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小计 0.04 4.04%

农村道路 0.04 4.04%

图 4-5 TC0003 地块调出理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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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TC0003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4）TC0004 号

TC0004 号区块总面积 0.03 公顷，以其他（项目）为主要理

由调出，地块边界线参考国土三调小班边界及地形图、林缘线划

定。按照矛盾类型统计如图 4-7 所示。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如表

4-5。项目相关佐证材料见附件。

表 4-5 TC0004 号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国土土地现状

面积 占比
一级类 二级类

TC0004

合计 0.03 100.00%

02 园地
小计 0.03 100.00%

其他园地 0.0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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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TC0004 地块调出理由示意图

图 4-8 TC0004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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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C0005 号

TC0005号区块总面积13.89公顷，以集体人工商品林为主要

理由调出，还涉及其他（项目）等矛盾，地块边界线参考国土三

调小班边界及地形图、林缘线划定。按照矛盾类型如图4-9所示。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如表4-6。

表 4-6 TC0005 号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国土土地现状

面积 占比
一级类 二级类

TC0005

合 计 13.89 100.00%

02 园地

小计 4.4 31.68%

果园 0.37 2.66%

其他园地 4.03 29.01%

03 林地

小计 5.25 37.80%

其他林地 3.81 27.43%

乔木林地 1.4 10.08%

竹林地 0.04 0.29%

04 草地
小计 0.05 0.36%

其他草地 0.05 0.36%

10 工矿用地
小计 0.64 4.61%

工业用地 0.64 4.61%

06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小计 0.96 6.91%

农村道路 0.96 6.91%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小计 0.09 0.65%

水工建筑用地 0.09 0.65%

13 公用设施用地
小计 0.15 1.08%

公用设施用地 0.15 1.08%

15 特殊用地
小计 2.13 15.33%

特殊用地 2.13 15.33%

17 陆地水域
小计 0.21 1.51%

坑塘水面 0.2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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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TC0005 地块调出理由示意图

图 4-10 TC0005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5）TC0006 号

TC0006号区块总面积2.79公顷。以其他（项目）为主要理由

调出，还涉及集体人工商品林、永久基本农田等矛盾，地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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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参考国土三调小班边界及地形图、林缘线划定。按照矛盾类型

统计如图4-11所示。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如表4-7。项目相关佐证

材料附后。

表4-7 TC0006号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国土土地现状

面积 占比
一级类 二级类

TC0006

合 计 2.79 100.00%

02 园地
小计 0.12 4.30%

其他园地 0.12 4.30%

03 林地

小计 1.99 71.33%

其他林地 0.02 0.72%

乔木林地 1.97 70.61%

竹林地 0 0.00%

05 商业服务业用地
小计 0.35 12.54%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35 12.54%

06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小计 0.13 4.66%

农村道路 0.13 4.66%

13 公用设施用地
小计 0.2 7.17%

公用设施用地 0.2 7.17%

图 4-11 TC0006 地块调出理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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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TC0006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6）TC0007 号

TC0007 号区块总面积 0.34 公顷，以永久基本农田为主要理

由调出，地块边界线参考国土三调小班边界及地形图、林缘线划

定。按照矛盾类型统计如图 4-13 所示。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如表

4-8。

表 4-8 TC0007 号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国土土地现状

面积 占比
一级类 二级类

TC0007

合 计 0.34 100.00%

01 耕地

小计 0.34 100.00%

旱地 0.13 38.24%

水田 0.21 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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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TC0007 地块调出理由示意图

图 4-14 TC0007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7）TC0008 号

TC0008 号地块总面积 2.31 公顷，以集体人工商品林为主要

理由调出，地块边界线参考永久基本农田图斑边界及地形图、林

缘线划定。按照矛盾类型统计如图 4-15 所示。土地利用现状情

况如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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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TC0008 号调出地块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国土土地现状

面积 占比
一级类 二级类

TC0008

合计 2.31 100.00%

03 林地
小计 2.31 100.00%

乔木林地 2.31 100.00%

图 4-15 TC0008 地块调出理由示意图

图 4-16 TC0008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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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拟调减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拟

调减区域面积共计21.18公顷。其中，耕地面积1.16公顷，占比

5.48%；园地面积4.56公顷，占比21.53%；林地面积10.47公顷，占

比49.43%；草地面积0.05公顷，占比0.24%；水陆地水域面积0.21

公顷，占比0.99%；其他建设用地面积4.72公顷，占比22.29%。

表 4-8 调出地块土地利用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一级类 DLMC 面积 占比

01 耕地

小计 1.16 5.48%

旱地 0.95 4.49%

水田 0.21 0.99%

02 园地

小计 4.56 21.53%

果园 0.37 1.75%

其他园地 4.19 19.78%

03 林地

小计 10.47 49.43%

其他林地 4.74 22.38%

乔木林地 5.68 26.82%

竹林地 0.05 0.24%

04 草地
小计 0.05 0.24%

其他草地 0.05 0.24%

05 商业服务业用地
小计 0.35 1.65%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35 1.65%

10 工矿用地
小计 0.68 3.21%

工业用地 0.68 3.21%

06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小计 1.12 5.29%

农村道路 1.12 5.29%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小计 0.09 0.42%

水工建筑用地 0.09 0.42%

13 公用设施用地
小计 0.35 1.65%

公用设施用地 0.3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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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类 DLMC 面积 占比

15 特殊用地
小计 2.13 10.06%

特殊用地 2.13 10.06%

17 陆地水域

小计 0.21 0.99%

沟渠 0 0.00%

坑塘水面 0.21 0.99%

总 计 21.18 100.00%

4.4 拟调减区域的资源状况

拟调减区域不涉及森林风景资源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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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响评估

5.1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拟调出地块内植被主要为人工林，基本无国家及省级重点保

护的野生植物分布。拟调出地块，人类活动频繁，野生动物资源

主要为蛙类、蛇类、鼠类和鸟类等常见种，因此，调出后，对生

物多样性影响较小。

拟调入地块主要为山区林地，生态环境良好，植被覆盖率高，

且调入区块集中连片，有利于为动物栖息提供更好的生境，丰富生物

多样性。

5.2 对资源质量的影响

（1）对森林公园风景资源单体数量影响

根据对拟调出区块和调入区块的森林风景资源现状调查结

果统计，共计调入新的森林风景资源 2 处，调整经营范围将使得

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风景资源数量增多，丰富景观资源。

（2）对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影响

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风景优美，调入区域重峦叠翠、郁郁

葱葱的山林和广阔的水域能够为森林公园增添勃勃生机。植被以

毛竹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和经济林为主，森林风景

资源品质优良。

经现状调查，调出地块未涉及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的优良

级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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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改变经营范围对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基本没有实质

性影响，同时进一步增加了部分景观资源，为森林公园下一步的

开发利用能够奠定良好的基础。

5.3 对森林公园完整性的影响

为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便于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

的管理，拟将 2014 年确定的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经营范围内

部分与城镇集中建设区发展空间重叠的问题、永久基本农田问题

以及项目选址地等矛盾冲突地块调出。经重新确认后，浙江兰亭

国家森林公园经营面积由原来的222.33公顷调整为234.40公顷。

调出地块内独立于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边缘区块，未涉及重要

的旅游设施和风景资源，调出后减少了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与

周边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矛盾，便于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集中

连片管理。同时，拟调入区块以林地为主，修正了早期规划范围

与现行行政边界的缝隙，更有利于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的统一

经营管理。因此，此次改变经营范围对森林公园区域的完整性影

响较小。

5.4 对森林公园保护、建设与管理的影响

新划入的地块仍然为绍兴市柯桥区自然资源修复利用中心

（绍兴市柯桥区林场）统一管理，因此本次调整对于森林公园的

管理没有影响。同时，新划入区域资源本底状况良好，且与原森

林公园集中连片，调出区域位于森林公园边界位置，并减少了孤

立图斑。调整后更有利于森林公园下一步的保护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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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范围调整后国家级森林公园基本情况

面积 234.40 公顷 林地面积 145.38 公顷

地理坐标与四界范围

范围调整后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面积为234.40公顷，地理

坐标介于东经120°25′05″～120°31′41″、北纬29°54′

34″～29°58′28″之间。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园由三个片区组

成，包括九崂山片区、鱼山片区和太山片区。

九崂山片区面积为43.68公顷，地理坐标为东经120°25′

05″～120°25′40″、北纬29°58′02″～29°58′28″。范

围包括县林场0002号林班的00001-00011号小班43.57公顷；0002

林班的90100号小班0.11公顷。

鱼山片区为92.87公顷，地理坐标为东经120°29′53″～

120°31′18″、北纬29°55′22″～29°56′08″，范围包括2

个子区块。鱼山1子区块面积为86.04公顷，包括兰亭村0001号林

班的00013号、00015号-00016号小班面积0.11公顷，90200号、

90300号、90500号、90700号、90900号、91200号、91400号小班

1.13公顷；0002林班的00012号小班0.05公顷，90300号小班0.20

公顷。里木栅村0001号林班的00025号、00026号、00028号、00038

号、00039号、00072号、00075-00077号小班、00079号4.91公顷，

91700号、91900号、92100号、92200号、92300号小班8.30公顷。

县林场0001号林班的00001-00034号62.47公顷，90100号、90200

号、90300号、91000号、91100号小班8.87公顷。鱼山2子区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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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6.83公顷，包括兰亭村0001号林班的91400号小班0.02公顷，

0002号林班的00028号小班0.06公顷。县林场0001号林班的

00035-00039号小班6.75公顷。

太山片区面积为97.85公顷，地理坐标为东经120°30′

10″～120°31′41″、北纬29°54′34″～29°55′31″，范

围包括2个子区块。太山1子区块面积92.81公顷，包括兰亭村0002

号林班的00032号、00038号小班0.34公顷，90800号小班0.20公顷；

0004号林班的00001号、00012号、00013号小班0.40公顷。里木栅

村0001号林班的00087-00089号、00092号小班0.10公顷。县林场

0001号林班的00041-00082号小班89.44公顷，90700号、90800号、

90900号小班2.33公顷。太山2子区块面积为5.04公顷，包括花街

村0001号林班的00017-00018号小班3.37公顷，90200号、90600

号小班1.67公顷。



七、图纸

图 1：森林公园原范围图

图 2：调整后森林公园范围图

图 3：森林公园与拟调整区域位置图

图 4：拟调整区域资源现状图

图 5：拟调减区域与调减理由对应地块关系图

图 6：森林公园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 7：森林公园森林资源现状图

图 8：范围调整后森林公园四界范围图

图 9：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与森林公园拟调整区域范围

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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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森林公园边界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号 经度 纬度

1 120° 31' 41.276" E 29° 55' 28.094" N
2 120° 31' 17.963" E 29° 56' 1.413" N
3 120° 30' 48.024" E 29° 56' 0.603" N
4 120° 30' 9.935" E 29° 55' 22.902" N
5 120° 30' 19.644" E 29° 55' 28.088" N
6 120° 30' 13.687" E 29° 55' 28.909" N
7 120° 31' 11.372" E 29° 55' 11.349" N
8 120° 30' 37.663" E 29° 54' 54.549" N
9 120° 31' 13.833" E 29° 55' 51.118" N
10 120° 30' 40.477" E 29° 55' 13.116" N
11 120° 25' 22.838" E 29° 58' 27.713" N
12 120° 25' 21.778" E 29° 58' 2.337" N
13 120° 25' 6.116" E 29° 58' 14.555" N
14 120° 25' 39.638" E 29° 58' 5.443" N
15 120° 30' 56.401" E 29° 54' 55.186" N
16 120° 31' 9.110" E 29° 54' 55.402" N
17 120° 30' 46.565" E 29° 54' 52.075" N
18 120° 31' 26.164" E 29° 55' 14.700" N
19 120° 31' 19.508" E 29° 55' 26.880" N
20 120° 31' 14.533" E 29° 54' 55.491" N
21 120° 30' 40.477" E 29° 55' 13.116" N
22 120° 30' 50.289" E 29° 55' 20.251" N
23 120° 30' 28.929" E 29° 55' 24.790" N
24 120° 29' 53.282" E 29° 55' 43.343" N
25 120° 30' 9.371" E 29° 55' 55.650" N
26 120° 30' 37.102" E 29° 55' 35.950" N
27 120° 30' 17.352" E 29° 55' 36.877" N
28 120° 31' 13.833" E 29° 55' 51.118" N
29 120° 31' 13.830" E 29° 56' 7.80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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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编号 经度 纬度

30 120° 30' 56.143" E 29° 55' 56.381" N
31 120° 31' 17.992" E 29° 56' 1.657" N
32 120° 30' 31.351" E 29° 55' 51.778" N
33 120° 30' 18.725" E 29° 55' 54.643" N
34 120° 29' 59.187" E 29° 55' 54.169" N
35 120° 30' 21.505" E 29° 54' 34.068" N
36 120° 30' 10.795" E 29° 54' 35.367" N
37 120° 30' 9.434" E 29° 54' 39.499" N
38 120° 30' 21.580" E 29° 54' 38.18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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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森林公园原范围重新落界技术报告

一、落界背景

森林公园批复面积为 229.67 公顷，因浙江兰亭国家森林公

园设立时间较早（1992 年），森林公园原范围矢量数据缺失。

经查询上一轮总规图纸，其落界后面积与批复面积不符。经质

询，依据原林业部批复设立文件内容，明确森林公园范围应为

原绍兴县林场范围，故对森林公园原范围进行重新落界。

二、落界范围及核准内容

1、对兰亭街道范围内林地所有权为国有的森林资源进行全

面调查。厘清范围内国有森林资源分布情况，对丘陵山区集体

林地上所有权为集体，及林地使用权与林木所有权同属并完全

国有的进行区分。统计范围内国有单位数量、分布情况；

2、以国有单位为调查单元，核对确定各调查单元的境界线，

并对国有权属单位进行逐一核实，确认各调查地块地类、面积、

森林类别、起源等各项因子。

三、落界方法

1、基础数据。以 2000 年度森林资源图纸（即最接近设立

年份的国有林场经营范围图）为主要依据，利用地理信息技术，

对图纸进行地理配准，并结合相关历史档案资料，参照森林资

源一张图中小班界限进一步绘制森林公园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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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间信息调查。以近期（不超过两年）空间分辨率优于

2.5 米的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加强内业基础工作准确性，进一

步核对绘制后的范围界限与国有单位界线、权属等信息的匹配

性。

3、林分因子信息原则引用早期 2018 年度森林资源“一张

图”成果，权属、树种、起源等主要因子明显错误的，进一步

进行现地核实确认。

四、技术依据

1、《浙江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操作细则》（2014

年版）；

2、《浙江省县级森林资源年度监测暨林地变更调查技术操

作细则（试行）》；

3、《浙江省林地年度变更调查技术操作细则》（2017 年）；

4、《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技术规程》（2022-LY-022）;

5、《公益林建设规范》（DB33/T379.1-3-2014）。

五、落界成果

经查阅林场自设立以来历史经营资料，森林公园自 1992 年

设立以来至 2000 年无林地征占用情况及林地权属变更情况。结

合国有森林资源专项调查成果，核准前 2000 年度森林资源图纸

标注小班面积 223.06 公顷，核准后，沿小班界限重新落界后的

面积为 222.3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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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桥区林场小班情况一览表

林班 小班号 地类 保护等级 森林类别 林地权属 林木权属 面积

2 32 竹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个人 0.01

1 43 竹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86

1 48 竹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56

1 16 竹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96

1 49 竹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55

1 14 竹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28

2 11 未成造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9

1 12 特灌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44

4 10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个人 0.07

4 1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个人 0.45

1 37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74

1 38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44

1 40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个人 0.99

1 15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个人 0.16

1 36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65

1 91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集体 0.01

2 38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29

1 20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2.31

1 58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92

1 57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4.31

1 50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84

1 47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58

1 44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77

1 72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11

1 69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43

1 68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39

1 65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38

1 84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1.26

1 83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8

1 64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02

1 62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54

1 52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个人 3.29

1 41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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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班 小班号 地类 保护等级 森林类别 林地权属 林木权属 面积

1 76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67

1 42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4.19

1 59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73

1 56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94

1 55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5.21

1 53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57

1 15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87

1 9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16

1 7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64

1 11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09

1 13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86

1 25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1.42

1 1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97

1 6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84

1 5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18

1 19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05

1 80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3.47

1 73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56

1 60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7

1 61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5.85

1 45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64

1 22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37

1 78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27

1 77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26

1 74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44

1 75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52

1 71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84

1 67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73

1 8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64

1 4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

2 8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4.26

2 1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0.16

2 7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7.76

2 3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5.37

2 4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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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班 小班号 地类 保护等级 森林类别 林地权属 林木权属 面积

2 2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45

2 9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26

1 10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42

1 3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3

1 82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33

1 81 乔木林地 Ⅳ 一般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6

2 10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15

2 6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8

1 54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11

1 63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92

1 51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59

1 46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78

1 85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1.21

1 79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35

2 5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2.81

1 69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个人 0.01

1 74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集体 0.01

1 88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集体 0.01

1 28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0.02

1 32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47

1 24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1.65

1 26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56

1 27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1.2

1 29 乔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69

1 66 乔木林地 Ⅱ级 重点公益林 国有 国有 1.07

1 35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41

1 23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3.76

1 70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1.55

1 28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7.81

1 21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2.88

1 18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46

1 17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42

1 20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1.2

1 2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1.31

1 76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集体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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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班 小班号 地类 保护等级 森林类别 林地权属 林木权属 面积

1 33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1.13

1 31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2.16

1 30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4.59

1 38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集体 0.08

1 75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集体 0.19

1 34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国有 0.76

1 73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集体 0.01

1 77 灌木林地 Ⅳ级 一般商品林 国有 集体 0.01

1 91200 耕地 0.12

2 91900 耕地 0.06

1 90500 耕地 0.02

1 90600 耕地 0.02

2 90600 耕地 0.09

1 90900 耕地 0.23

2 90100 耕地 0.11

1 92200 耕地 0.02

1 90900 耕地 0.14

1 92000 耕地 0.02

1 90300 非林地 0.02

1 90200 非林地 0.01

1 90300 非林地 1.39

1 90100 非林地 2.34

1 90400 非林地 0.34

1 90200 非林地 1.13

1 90600 非林地 0.19

1 90700 非林地 0.17

1 90500 非林地 0.89

1 91000 非林地 0.36

1 91100 非林地 1.35

2 90300 非林地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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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县林场森林资源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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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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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规划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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