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政〔2022〕22 号

桃溪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舒城县桃溪镇

2022 年农村厕所改造及粪污资源化利用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街）、镇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精神，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加

快乡村振兴，经镇政府研究同意，现将《舒城县桃溪镇 2022 年

农村厕所改造及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抓好落实。

2022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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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桃溪镇 2022 年农村厕所改造

及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省、市、县农村厕所改造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有关文件精

神和工作要求，结合我镇 2022 年农村厕所改造和粪污资源化利

用改造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厕所革命”重要指示

批示和 2022 年中央 1 号文件精神，认真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按照省、市部署要求，坚持群众满意，充分调动群众参与

改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质量第一，好字当头；坚持工程化

理念，实现工程化设计，工程化施工，工程化验收，工程化运行。

切实把农村厕所改造及粪污资源化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二、总体要求

（一）目标任务

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根据中共

舒城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舒农工组〔2022〕4 号文件下达的改

厕计划，我镇 2022 年计划完成农村改厕 400 户。

（二）坚持原则

1.以人为本尊重民意。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农民

的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坚持反对劳民伤财、搞形式摆样

子，真正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农村

改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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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确定改厕模式。注重因地制宜，科学引导，结合

群众房屋特点和用地情况，因户施策，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委）发布的《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GB/T38836

—2020）、《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规范》（GB/T38837—2020）、

《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GB/T38838—2020）

三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化粪池类型可选择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

完整下水道式、砖彻三格式化粪池、一体化三格化粪池。我县

农村改厕以“三格式户厕”为主，在污水管网覆盖到的城市、

集镇近郊和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采用下水道式改厕模式，将

厕所粪污优先接入污水管网，在推进过程中，尊重农民意愿，

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生活习惯等，科学合理选择改厕模式。

3.示范带动整村实施。通过美丽乡村中心村的示范带动作

用，引导群众主动改厕；继续整村推进 2022 年度改厕工作。

4.政府引导协同推进。建立政府统一部署、公共财政扶持、

专业服务相结合的推进体制，实行县、乡镇、村、户四级联动，

分级负责。

三、改厕对象和补助标准

（一）改厕对象。农村户用厕所达不到卫生厕所标准的农

户。多年无人居住、三年内有搬迁计划的农户以及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在村庄分类中已经列入撤迁撤并类的村庄不列入改厕

计划，防止新改造的厕所及设施被废弃，造成资金浪费。

（二）补助标准。采取“三格式户厕”模式进行农户改厕

的，按 2020 元/户的标准补助（其中 20 元作为后期长效管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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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集镇近郊能纳入镇污水管网的采用下水道式改厕模式，

具体价格以实际造价为准。

四、实施方式和时限

由镇统一组织、具体实施并组织初验；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产

品的抽检把关、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并进行技术指导、督促检

查、考核验收。全镇农村改厕 9 月底前全面完成，10 月底前完

成农村改厕户县级验收工作。

五、改厕技术要求

农村改厕总的要求达到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标准，符合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标准委）2020 年 4 月 28 日发布《农村三格式户厕

建设技术规范》（GB/T38836—2020）、《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

维护规范》（GB/T38837—2020）、《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

建设技术规范》（GB/T38838—2020）三项推荐性国家标准的要

求。

（一）厕屋

三格式户厕的厕屋具体要求：

1.厕屋净面积不应小于 1.2 ㎡,独立式厕屋净高不应小于

2m、厕屋地面应高出室外地面 10cm。

2.厕屋宜“进院入室”，优先建在室内。对确实不具备进院

入室条件的，以方便农户使用为原则，在不影响村容村貌的条件

下，就近住宅合理选择建设地点和建筑风格，厕屋及化粪池选址

应充分与群众协商沟通，在不影响房屋安全前提下，就近安装，

合理缩短过粪距离，并留足清掏空间和通道。

3.厕屋整体结构完整，无安全隐患，应通风良好，农户自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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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门、窗等设施，每户改厕户进行编号，张贴改厕标识牌。

（二）三格化粪池及配套产品

1.三格化粪池应结合使用人数确定有效容积，厕所使用人数

≦3 人的，化粪池有效容积要≥1.5m³；厕所使用人数 4～6 人的，

化粪池有效容积要≥2.0m³；厕所使用人数 7～9 人的，化粪池有

效容积要≥2.5m³，三格容积比 2：1：3。塑料化粪池应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塑料化粪池》（CJ/T489）要求，

池壁带肋结构壁的壁厚聚乙烯或聚丙烯要达到 7 毫米(带肋结构

壁的壁厚为不包括肋条的最薄处尺寸）,实壁的壁厚聚乙烯或聚

丙烯达到 10mm、硬聚氯乙烯厚度达到 8mm。

2.化粪池清渣口和清粪口，直径≥20cm、第三格清粪口可根

据清掏方式适当扩大，有双层井盖（在圆口方盖上加盖安全盖

板）、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3.化粪池清渣口和清粪口应高出地面不小于 10cm，防止雨

水倒灌。检查口和清粪口应有锁闭或防坠装置。

4.过粪管、隔板、圆口方盖等安装牢固，连接方式合理规范，

管道通畅，不得渗漏。进粪管、过（导）粪管内直径不小于 10cm，

过（导）粪管应交错设置，确保粪便污水在管道中流动通畅。

5.排气管安装在第一池，管内直径≥10cm，应高于户厕屋檐

或围墙墙头 50cm，当设置在其他隐蔽部位时，应高出地面不小

于 2m。排气管顶部应加装伞状防雨帽。

（三）厕具、水箱及粪污处理

便器、水箱、管件外观完好，材料设备有质量合格证书和检

测报告，陶瓷类卫生器具的材质要求应符合 GB/T 6952 规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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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类卫生器具的材质要求应符合 JC/T 2116 规定。蹲便器应当

是弯管、水封防臭。应以连接户用自来水或自建水塔等水冲式为

主，确保改厕后能正常使用，改厕后厕所粪污要有明确的出处，

宜接入污水管网处理的，应接入污水管网集中处理；不能接入污

水管网处理的，第三格污水排出口不得接外排管，鼓励农户就近

就地配套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等开展资源化利用。

六、工作步骤

（一）制定工作计划。镇政府根据县下达的改厕任务，在广

泛宣传，全面摸底，确定改厕对象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实施方案，

镇政府定期召开改厕工作推进调度会议，开展技术培训。

（二）招标与签订合同。镇政府对改厕产品和施工单位实行

一体化招标，所招标的三格化粪池及改厕配套产品质量必须符合

国家标准，施工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施工人员经过专业培训，

施工过程中由监理人员、乡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共同监督施工。招

标结束后，一要及时签订施工和产品供销合同；二要及时将相关

招投标资料（改厕配套产品三格化粪池、洁具、水箱等）报县农

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备案。

（三）组织实施。镇政府按照“统一图纸设计、统一材料参

数、统一施工标准、统一施工流程”的原则实施改厕工作，镇安

排专业技术人员到村开展科学选址、质量把关、监理督导等工作。

（四）考核验收。镇村两级对农村改厕竣工后逐户进行初验，

对农户档案进行逐户整理，做到竣工一户，验收一户，整理一户。

组织人员将改厕信息准确录入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信息系

统，自验率100%，自验合格后，以政府文件向县委农村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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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办公室提出验收申请。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确保改厕

工作顺利实施，镇农村改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组织管

理和监督检查。镇环保办具体负责全镇农村改厕工作，镇政府成

立以主要负责人为小组长的农村改厕领导小组，确定分管负责人

和业务经办人员，抓好工作落实。

（二）明确责任分工。镇政府是农村改厕工作责任主体，

负责制定全镇实施方案，具体组织农村改厕工作，确保按期保

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并组织验收;村民委员会负责做好宣传引

导和施工配合工作。全镇农村改厕实施方案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报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三）加强资金管理。农村改厕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和审计报

告制度，接受审计部门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审计监督。财务人员要

严格按照制度，认真审查凭证，及时登记帐簿，妥善保管财务档

案。要规范资金使用方向，细化支出范围，确保专款专用，对违

反资金管理规定或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的，进行严肃处理。

（四）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管。严格落实质量管理制度，加强

农村改厕现场质量巡查与指导监督，严把产品质量关，严格产品

采购程序，加大改厕产品质量抽检和市场监管力度，严把施工质

量关，严格按标准要求建设，以镇为单位，实行首厕验收制，首

厕验收合格后方可全面推进。严格执行质量和责任追究制度，对

产品质量、施工质量不合格，质量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严格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建立县级负责、乡镇落实、第三方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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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代表监督的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监管体系。

（五）建立长效机制。在厕所改造结束后，要继续做好检

查维修、定期清理、粪渣资源化利用等后续管理工作，按照有

办公场所、有专业人员、有管护制度、有管护车辆、有服务电

话、有价目明细、有配件工具、有管护台账的要求，保障日常

管护专项经费和工作正常开展。发挥村级组织和农民主体作用，

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与农户参与相结合的后续管护机制，

鼓励企业或个人参与厕具检查检修、粪污收运以及粪液粪渣资

源化利用等工作。明确镇、村、农户及服务主体在改厕后续长

效管护机制中的责任，加强对农村改厕、维修管护、粪液抽取、

有效利用等全过程责任落实的监督管理，形成建、管、修、用

并重，责、权、利一致的改厕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扩大长效管

护机制覆盖范围。

（六）加强档案管理。加强农村改厕项目规划、设计、建

设、运行、施工、监理、验收等全过程档案管理工作，规范保

存各个关键环节的有效信息资料，为构建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

提供保障。要明确专人负责档案管理，建立完善的农村改厕工

作台账，资料实行一户一档、存档备查。户档资料包括：农户

申请、户口簿及户主身份证复印件、改厕协议、厕所改造项目

过程管控表、乡镇农村厕所改造项目验收表、群众满意度调查

表等。要严格执行农村改厕进度月报送制度，按要求按时将改

厕信息上传至省、市、县有关信息管理系统，并上报相关改厕

材料，报送内容准确。要加强对改厕日常监管、长效管护、督

查整改等相关工作资料的整理收集，户厕整体竣工验收合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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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好改厕工作的总结评估工作，安装改厕项目户标牌（编

码）。

（七）建立考核机制。农村改厕任务完成情况是农村人居

环境考核的重要内容，镇农村改厕工作领导小组要进行经常性

督导检查。重点督查组织管理、技术指导、资金支持、改厕进

度、建设质量、群众满意度等。对工作进展较快，成效突出的

村（街）进行表彰奖励，对问题突出、进展较慢或未完成目标

任务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提出整改要求，情节严重、造成不

良影响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附件：1.舒城县桃溪镇农村改厕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2.舒城县农村改厕资料袋

3.舒城县农村改厕申请

4.舒城县农村改厕施工合同书

5.舒城县农村改厕项目过程管控表

6.舒城县农村改厕验收表

7.舒城县农户改厕满意度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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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舒城县桃溪镇农村改厕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李结文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汪 军 副镇长

成 员：黄兆兵 党政办主任

吴敬华 镇农综中心主任

钟冰心 镇乡村振兴办主任

储德元 镇财政所所长

吕思田 镇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所所长

李 宏 镇环保办副主任

张 海 镇计生办主任

邵业明 镇村镇建设办主任

汪 明 镇水利站站长

王雨路 镇纪委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环保办，汪军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李宏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 11 —

附件 2

舒城县农村改厕资料袋

姓 名：

家庭住址： 镇 村(居） 组 号

联系电话：

资料清单：

□1、农户改厕申请

□2、户口簿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

□4、改厕施工合同书

□5、农村改厕项目过程管控表

□6、农户改厕照片（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

□7、农村改厕验收表

□8、农户改厕满意度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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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舒城县农村改厕申请

乡（镇） 村（居)委会：

兹有 组 号（门牌号）户主 ，身份

证号 ，现自愿申请旱厕改造，请予批准

实施。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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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舒城县农村改厕施工合同书

（格式各乡镇根据招标文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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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舒城县农村改厕项目过程管控表

乡（镇） 行政村 组

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改厕类型
三格式：□ 砖砌式：□ 其它：

管控内容 相关照片

现场勘查时间 年 月 日 改造前照片

安装设备材料进场时间 年 月 日

改造中照片安装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安装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户主验收签字： 年 月 日

改造后照片村委会验收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安装人员验收签字： 年 月 日

管控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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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舒城县农村改厕验收表

乡（镇） 村(居) 组

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人口： 施工单位：

改厕类型 砖砌式：□ 三格式：□ 其他：□

序号 验收内容 综合评价 不合格原因

工程

和产

品质

量

1.化粪池容积不得小于 1.5m³（根据人口定），三

格容积比 2：1：3。

□合格

□不合格

2.化粪池清渣口和清粪口，直径≥20cm、第三格

清粪口根据清掏方式相应扩大，是否有双层井盖、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合格

□不合格

3.化粪池清粪口高于地面，防止雨水倒灌
□合格

□不合格

4.过粪管、隔板安装是否渗漏，连接方式是否合

理规范。

□合格

□不合格

5.排气管安装在第一池，管直径大于 10cm，应高

于户厕屋檐或围墙墙头 50cm，当设置在其他隐蔽

部位时，应高出地面不小于 2m 高度，管上口加盖

伞状防雨帽或 T形三通。

□合格

□不合格

6.便器、水箱、管件外观完好，材料设备有质量

合格证书和检测报告（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或规

范）。

□合格

□不合格

厕屋

选址

及建

设

1.厕屋进院入室，确实不具备条件的，是否方便

群众使用、不影响村容村貌。

□合格

□不合格

2.厕屋净面积不小于 1.2 ㎡,厕屋净高不小于 2m,

厕屋内地坪的高度应至少高于室外地坪 10cm。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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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厕屋整体结构完整，应通风良好，由农户自配

照明、门、窗等设施。

□合格

□不合格

4.厕屋内有盛放丢弃手纸的筒或篓，厕内清洁、

地面无积水、无垃圾，便器内干净，无杂物，基

本无臭、无蝇。

□合格

□不合格

厕所

用水
是否连接户用自来水或自建水塔等水冲方式。

□合格

□不合格

粪污

处理

确保改厕后能正常使用，粪污不能直排，洗衣、

厨房、洗浴等生活污水不得排入三格式化粪池 。

□合格

□不合格

农户

满意

度

是否开展农户满意度测评或测评农户是否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农户签字：

档案

资料

改厕台账、“一户一档”、乡镇验收表、信息录入是否资料

完整、准确无误。

□合格

□不合格

相关

说明

总体

评价

验收人员签字：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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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舒城县农户改厕满意度调查问卷

1.你的性别?

男

女

2.你的年龄?

25 岁以下

26-35 岁

36-45 岁

46-55 岁

55 岁以上

3.你的最高学历?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4.你知道农村改厕这件事吗?

知道

不知道

5.你对农村改厕有什么看法？

支持

不支持

6.你家参与了农村厕所改造

吗？

是

否

7.你对我县的改厕工作是否满

意?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8.你对我县改厕工作有什么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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