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乡振 〔⒛22〕 2号

关于印发 《⒛”年盐城市整村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乡 村振兴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建局、盐南

高新区社事局 :

现将《2022年盐城市整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项目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⒛22年盐城市整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项目工作方案

卧乡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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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盐城市整村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项目工作方案

为高质量推进我市“十四五”农村厕所革命，在确保完成农

村户厕改造年度目标任务基础上，如期完成 2022 年整村推进农

村厕所革命民生实事项目，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厕所革命

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将农村厕所革命作为“十四五”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重要任务，把整村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重点工

作，系统总结梳理农村厕所革命的经验与不足，以全面消除旱厕、

全面建成无害化卫生户厕为目标，以稳步提升农村户厕粪污接管

处理率和资源化利用率为重点，以构建长效管护机制为保障，构

建符合我市农村特点的农村厕所革命工作模式，为“三美一高”

乡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2022 年，全市农村户厕改造目标任务为

24627 户，新建改造户厕 5305 户，整改达标户厕 19322 户，在

36 个行政村中整村推进厕所革命，其中 26 个行政村列入省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考核村。

二、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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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改厕模式。按照“全域治理、分片推进、示范先

行、系统整治”的要求，开展农村户厕“过筛式”摸排，调研摸

底各村改厕基本情况，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需求，因村制宜、

因户制宜确定改厕模式和建设改造时序，积极推行节水型、少水

型设施设备的推广应用。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

发挥改厕工作典型村庄的示范带动作用。明确各镇村建立健全到

户的电子档案，做到一户一档，一村一册，为录入省级户厕改造

信息管理系统做好准备。（3 月底之前）

（二）招募施工队伍。在确保流程科学规范、依法合规、全

程监督的前提下，精简项目审批手续和流程，组织招募施工队伍，

确保项目早谋划、早实施、早见效。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

民合作社和农村工匠带头人等承接整个改厕项目或部分项目，降

低准入门槛。（5 月底之前）

（三）严把施工质量。规范组织施工，建立由乡镇、监理、

村民代表参与的监管体系，加强户厕监理、督查指导，落实工程

质量和安全责任制。（施工全过程）

（四）组织竣工验收。严格执行工程竣工逐级验收制度。开

展镇村级逐户登记造册验收，县级根据镇村工作推进和完成情况

开展复查，市级适时开展抽查复核。验收采取集中时间，定点销

号，集中验收确认，发现问题及时交办整改，确保改一处、成一

处、达标一处。对农村改厕受益户信息进行公示，并公布举报电

话，主动接受群众监督。（8-11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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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求，坚

持市级统筹，县镇村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把整村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作为重要任务纳入议事日程。市级建立农村厕所革命联席

会议制度，形成相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县（市、区）要切实负起整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主体责任，建

立农村厕所革命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区域统筹，积极做好业务培

训，并对实施效果负责。乡镇（街道、社区）党委政府和村级组

织做好具体组织实施，明确专人专岗。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梁

纽带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通过联系农户、民情恳谈、百姓议事

等活动，推动整村推进厕所革命理念和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二）落实经费保障。统筹推进项目村农村厕所粪污处理与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在省级奖补资金基础上，加大财

政资金投入力度，全面落实所需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农村户厕新

建改造和整改达标户厕，以及后续管护维修、粪污接入污水管网

和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做到既量力而行又尽力而为。积极引导农

民适当投入、自愿自主改厕。

（三）加强质量监管。严格按照《江苏省农村三格式无害化

卫生户厕建设与管理技术要求汇总（试行）》和《江苏省农村无

害化卫生户厕改造工作流程（试行）》等文件要求实施改厕。严

格规范招投标程序，控制成本，优选施工队伍。施工前认真组织

项目村干部和施工队伍培训。加强施工质量和产品质量监管，规



— 5 —

范验收程序，严格验收标准，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四）加强督查考核。农村厕所革命已纳入江苏省乡村振兴

战略实绩考核。灵活运用信息采集系统进行动态监测，定期组织

督查指导，通过开展镇级、县级自查、市级抽查、第三方评估等

方式，跟踪各地工作进展情况。建立农村厕所革命（含整村推进）

月工作调度和督查、巡查制度，对于进展迟缓的“短板”任务，

安排专人全程跟踪，确保进度、质量都有保障。

（五）优化后续服务。树立“三分建设、七分管护”理念，

坚持属地管理、即建即管的原则，明确地方政府对改造、建设和

管护农村厕所的主体责任和农村厕所建设管理主管部门的管护

监管责任，建立户厕管护长效机制，积极与农村社区网络化管理

有机衔接，积极纳入乡村公益性岗位管理，优先聘用符合条件的

农村低收入人口等就业困难群体。

（六）积极营造氛围。充分利用标语、报纸、广播、电视、

公众号等载体平台，结合村庄清洁行动、爱国卫生运动等活动，

加大农村改厕宣传力度，为整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顺利开展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动员全社会支持农村户厕改造提升行动。加强

群众健康教育，引导村居民科学使用和自觉维护好卫生户厕，养

成良好如厕习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附件：盐城市农村户厕改造（含整村推进）月度进展情况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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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盐城市农村户厕改造（含整村推进）月度进展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截止 2022年 月 日

市、县
（市、区）

年度
目标
（座）

其中 整村推进数/省民
生实事项目（个）

其中
完成电子档案（户）

新建改造（座） 整改达标（座） 新建改造（座） 整改达标（座）

目标 完成 目标 完成 目标 完成 目标 完成 目标 完成 新建改造 整改达标

盐城市 24627 5305 19322 36/26 2357/2203 4565/3152

东台市 5611 1982 3629 1/1 35/35 41/41

大丰区 800 100 700 — — —

盐都区 2220 750 1470 2/2 750/750 148/148

亭湖区 500 0 500 5/2 0/0 500/252

建湖县 733 80 653 — — —

射阳县 1273 643 630 6/6 422/422 403/403

滨海县 3000 1000 2000 5/4 400/300 1000/700

阜宁县 500 0 500 — — —

响水县 8750 750 8000 8/7 750/696 1233/1185

盐开区 500 0 500 3/1 0/0 500/200

盐南高新区 740 0 740 6/3 0/0 740/223

备注
每月 1日前统计今年目标累计完成数，每月 3日前报盐城市乡村振兴局；每户电子档案至少需要三张照片（改厕前、中、后），并含有经

纬度、时间等信息。

填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抄送：江苏省乡村振兴局

盐城市乡村振兴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