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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犍为县 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

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农村“厕所革命”部署要求，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根据

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农村

“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项目的通知》（川农函〔2022〕

262 号）文件精神，结合犍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2 年，我县计划在 10 个镇的 11 个村实施农村“厕所革命”

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项目，新（改）建农村户厕 1550 户（见附件

1）。项目实施以行政村为单位，整体规划设计、统一组织发动、

整村推进无害化卫生厕所新（改）建，并建立健全后期管护机制，

实现厕所粪污得到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确保示范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达到 95%以上，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以上。

二、投资预算

全县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新（改）建项目，以农户平均投资

4000 元为标准预算，共需投入资金 620 万元。其中，室内新（改）

建以 1500 元/户预算，需投入资金 232.5 万元；室外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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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新（改）建以 2500 元/户预算，需投入资金 387.5 万元。

三、资金来源

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项目投入资金

以“农户自筹+政府补助”相结合，其中政府补助以中央省市年度

下达的项目资金和历年“厕所革命”项目结余资金及县财政统筹

资金为主。全年，预算政府补助资金 344.59 万元，其中，年度中、

省补助资金约 155 万元，历年“厕所革命”剩余资金约 189.59

万元。政府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中基层组织能力

强、群众改厕意愿高、后续管护有保障的村，支持农村户用卫生

厕所新（改）建、建立健全运管维护机制等内容，重点用于农村

户用厕所粪污管网、化粪池等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

设施设备建设。

四、补助标准

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项目政府补助

资金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方式进行，补助标准按 2200

元/户下达实施镇村，其中室内卫生厕所新（改）建补助标准按

400 元/户计算，室外粪污处理设施新（改）建补助标准按 1800

元/户计算。新（改）建项目以“补短板”为主，各镇、村在实施

项目过程中，根据农户实际情况，对照建设模式及技术要求，按

照“缺啥补啥”的原则，统筹使用和兑付补助，不得以户为单位

平均分配补助资金，应编制预算（报价）清单，统一单项补助标

准，严格按实际建设内容申报补助资金。在统筹使用资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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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参考本方案建议补助标准，并对农户补助标准设置上限，

不得突破限额，农户补助资金量应与其建设内容匹配，不得虚增

农户建设内容和工程量。严禁各镇、村出现骗取、套取、挤占、

挪用，或违规发放等行为，否则，将依法严肃处理。

表 1 建议补助标准

单位：元/户

建设项目
建设标准

（详见技术要求）

建议

补助标准
补助上限

室内卫生厕所 四净两无两通一明 400 700

室

外

无

害

化

处

理

三格式化

粪池

新建砖混结构三格化粪池（含管道改

造）
1800 2000

贮粪池原址改建三格式化粪池（含管

道改造）
1000 1100

贮粪池新增建两格改建三格式化粪池

（含管道改造）
1300 1400

一体式玻璃钢三格化粪池（含管道改

造）
900 1000

沼改厕 沼气池维修及改造 300 500

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项目坚持“双

达标、三不补、一宅（户）一厕、缺啥补啥”的原则，对达到卫

生厕所建设标准，粪污输送管网设施齐备，有粪污无害化处理或

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的新（改）建厕所给予资金补助。双达标：

即室内厕所、室外无害化设施建设同时达标。三不补：对农户家

中已有达标的卫生厕所再建的不补，项目实施前已经建成的无害

化厕所不补，示范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未达 90%以上的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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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宅）户一厕：一户农户只能享受一个新（改）建无害化卫生

厕所补助。

五、补助方式

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项目村户厕新（改）建任务完成后，经

村、镇、县三级检查验收合格后，将相关信息录入“一卡通阳光

审批平台系统”，通过“一卡通”方式将补助资金直发到农户银

行帐号。

六、建设模式及技术要求

（一）建设模式

农户无害化卫生厕所新（改）建项目以行政村为单位，统一

标准，以农户自建为主，对自建存在困难的农户，可分户委托施

工队统一建设。

户厕改造要因地制宜，尊重农户意愿，坚持“宜水则水、宜

旱则旱”原则。根据全县农村厕所以及区域地理现状，主要采取

“无害化设施＋资源化利用”等方式，使粪污得到无害化处理或

资源化利用，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模式：

1.室内部分依照“四净两无两通一明”标准，缺啥补啥，补

齐短板；

2.农户建有沼气池的，可利用原有沼气池通过“沼改厕”方

式，使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达到资源化利用目的；

3.农户只建有贮粪池的，可新（改）建为砖混结构三格式化

粪池、玻璃钢三格化粪池、沼气池等设施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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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址新建砖混三格化粪池进行资源化利用；

5.居民聚居区粪便污水和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收集后经微动力

或进入城镇污水设施集中处理等无害化处理模式；

6.鼓励新建房或地势较宽农户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三格化粪池

+隔油池+人工湿地的模式将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后排放；

7、资源化利用主要采用还田还土方式，用作农业生产。

（二）技术要求

各项目镇、村应严格按照“厕所革命”户厕改造技术要求（附

件 2），加强三格化粪池等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技术培训，组织

施工人员和自建农户学习技术标准和要求，通过先试点学经验再

推广的方式，务必使施工人员掌握技术标准和施工要求，完成室

内（外）的改造，保证建设质量和建设进度，确保农村“厕所革

命”整村推进项目达到粪污无害化处理目标。

七、实施进程

（一）摸清厕污底数。各镇要以村为单位，摸清摸准农户总

数、农村卫生厕所户数、农村无害化厕所户数、需改建农村无害

化处理设施户数等重要数据，实行“一户一厕、建档立卡、逐个

销号”，确保项目村通过“厕所革命”项目建设后，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到 95%以上，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 90%。

（二）制定实施方案。各镇要根据项目建设任务安排，在摸

清底数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建设，遵循“双达标、三不补、一宅

（户）一厕、缺啥补啥”的原则，以村为单位编制项目村建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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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将摸底调查表和实施方案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备案，实

施方案需明确目标任务、建设内容、责任主体、奖补标准、进度

安排、考核验收等内容，确保方案切实可行。

（三）整村连片建设。项目村实施按照“整体规划设计、整

体组织发动、户厕改造与后期管护机制同步健全”的原则，整村

连片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示范村建设。以行政村为单位，支持

厕所粪污通过新（改）建“三格池”“沼改厕”等有效方式实现

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各镇要认真对照实施方案要求推进农

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项目建设工作，确保按期保质完成目标

任务。

（四）技术指导服务。县农业农村局成立技术指导组，落实

专人全程对项目村改造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确保施工进度、工

程质量、档案资料符合项目要求。

（五）严格验收标准。

1.验收标准

（1）厕屋室内建设达标要求

要达到“四净两无两通一明”要求，即：地面净、墙壁净、

厕位净、周边净、无溢流、无臭味、水通、电通、灯明。要做到

厕所有墙、有顶、有门、有标准便器；地面、墙裙不渗漏；地面

排水通畅；面积不低于 1.5m
2
；鼓励农户自费在卫生间铺地砖、墙

砖和吊顶等美化改建。

（2）室外建设达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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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三格化粪池长、宽、深度符合施工图标准；过粪管、排

气管正确安装；原有贮粪池改建的，基本符合三格化粪池布局，

满足农户家庭粪污处理容积需求；采用一体式玻璃钢三格化粪池

的应装配正确，安装规范；利用旧沼气池实施“沼改厕”的，要

对沼气池进行修缮维护，安装管道连通便器。新（改）建三格化

粪池选址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外观规范整洁，新（改）建池

需封闭，盖板用混凝土浇筑，每格留清掏口，要达到《技术指南》

中三格化粪池效果图之标准。

（3）项目档案达标要求

各项目村要按照附件所列资料，分户填写农户资料,做到数据

正确、内容完善、逻辑科学、书写整齐，收集汇总村级材料，做

到村级档案完整，农户资料齐备，做到“一户一档”，装册长期

保存备查。

（4）农户补助资金要求

检查农户档案资料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是否对应，农户

补助资金应符合各村工程预算报价要求，与其建设内容匹配，未

突破县级实施方案补助标准上限，按实补助。

2.验收程序

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镇成立镇、村验收组，验收组成员不

得少于 3 人，逐户进行入户验收。验收资料以村为单位进行组建

归档，由各村留档备查。对验收不合格的，各镇按项目验收要求

进行整改。验收合格后，在村内对每户建设内容及补助金额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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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 天，经公示无异议，由镇结合实施内

容以正式文件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县级验收。县级相关部门组成

验收组对项目村农户建设情况进行抽验，项目村验收按照对示范

村无害化建设普及率和新（改）建项目建设的标准和要求，对新

（改）建项目农户抽验 10%比例，对综合抽验合格率达 90%以上且

按照要求实施整改后，视为县级验收合格；对抽查合格率在 90%

以下的视为不合格，所在镇按照项目建设要求进行全面整改重新

开展项目验收，再重新申请县级复验，合格后由县农业农村局出

具验收合格意见，如两次抽验不合格的，扣减项目镇目标分，需

再次整改，直至通过验收。

（六）项目进度安排。2022 年 2-3 月项目调查摸底阶段，4-5

月计划筹备阶段，6 月施工准备阶段，7-10 月施工建设阶段，11

月完成计划任务的 100%。结合完成情况开展村、镇、县三级验收。

（七）建立公示制度。项目户名单、建设内容和补助金额必

须在本村进行公示，拍照存档，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提高资金

使用的透明度。

八、考核督查

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

一，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各镇的“厕所革命”整村

推进示范村建设项目任务已列入县委、县政府民生实事目标任务。

县委、县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项目督查，对项目建设推进不

力的镇进行通报，对不能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镇，扣减当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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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分。

九、工作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结合我县乡村振兴创建工作要

求，我县卫生厕所普及率和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还要进一步提

高，各镇要高度重视，围绕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担当，精心谋划

部署，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厕所革命”要按照五级书记抓乡村

振兴的要求，持续加强领导，层层落实具体责任，强化人员力量

配备，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抓手，切实将示范村项目抓紧抓好，

确保落地见效。

1.县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建设工作的日常监督和检查，围绕

年度目标任务，开展现场督导，专项检查，确保建设进度和质量

标准，收集统计建设数据，对各镇项目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

查通报；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划拨和监管。

2.各镇要高度重视“厕所革命”工作，必须建立“一把手”

责任制，加强领导、组建专班、强力推进，切实加强对项目建设

全过程的监管，负责项目宣传发动、项目规划、验收等工作，对

项目实施成效负总责。

3.项目村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要摸清底数、加强宣传，编制

村级实施方案、组织实施、严格标准、狠抓质量、落实管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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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资料，主要制定“一户一策”新（改）建方案，督促工匠规范、

安全施工、及时反馈施工中的问题、协调化解施工中出现的矛盾。

（二）加强工程监管。各镇要建立完善制度，严格资金使用

流程，项目村应先行编制项目物资、工程量预算清单，后期按分

户规划表内容和实际建设内容、工程量核定补助资金，各镇要加

强工程量审核，确保资金有效兑付。特别是对“厕所革命”项目

户实际建设内容与规划建设内容是否一致，新建三格池是否符合

图纸设计尺寸等内容加强监管。对于骗取、套取、虚报等违规发

放等行为，要坚决查处。

（三）注重档案管理。各镇要加强项目建设的实施和监管工

作、确保档案资料能够完整反映项目实施全过程。按照“一户一

档”的要求，分类别做好村级档案和农户档案资料管理。村级档

案资料应包括项目建设工作研究、相关文件、摸底调查数据、实

施方案、会议纪要、工程预算（报价）清单、宣传动员、信息报

送、培训学习、进度报表、问题整改、项目督查、信息公示；农

户档案资料应包括农户申请、委托施工协议、施工建前建中建后

照片、验收资料等内容，特别要注意改造中事前、事中和事后建

设对比图片，农户签章等原始资料的归档，图片资料下面要注意

标注时间、地点、任务及事项。

（四）完善管护机制。各镇要统筹规划，明确各建设项目的

管护主体、具体责任、经费保障等内容，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

原则，农户合理出资、市场化运行的管理维护模式，加强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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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队伍建设，建立起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

查的管护机制，确保项目持续发挥作用。

（五）加强信息报送。各镇要加强信息收集、落实专人负责、

执行按月报送，于每月 15 日前向县农业农村局报送 2022 年农村

“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项目月报表。

附件：1.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项目

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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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犍为县 2022 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

项目任务分解表

序号 镇 村名 任务数（户） 备注

1 九井镇 回龙村 200

2

双溪镇

长坪村 100

3 小市村 130

4 铁炉镇 中心村 200

5 玉屏镇 响滩村 240

6 定文镇 太平村 60

7 芭沟镇 治安村 90

8 石溪镇 白家村 150

9 孝姑镇 凉风村 150

10 龙孔镇 龙华村 80

11 大兴镇 黄荆村 150

合计 10 11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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