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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确保实

现“到 2020 年，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 13 万个”的目标

任务，保障已建设施长期稳定运行，示范带动更多的建制村开展

农村环境整治，制定本规划。 

一、农村环境形势 

（一）工作进展 

近年来，环境保护部、财政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不断深化“以奖促治”政策，强化

组织领导，注重规划引领，加大监督考核，指导和推动各地开展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创新体制机制，完

善政策措施，狠抓项目建设和管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明显

成效。 

一是一大批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截至 2015 年底，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农村节能减排资金）315

亿元，支持全国 7.8 万个建制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占全国建制

村总数的 13%。各地设臵饮用水水源防护设施 3800 多公里，拆

除饮用水水源地排污口 3400 多处；建成生活垃圾收集、转运、

处理设施 450 多万个（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24.8 万套，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设施 14 万套，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和畜禽粪便年

处理量分别达 2770 万吨、7 亿吨和 3040 多万吨，化学需氧量和

氨氮年减排量分别达 95 万吨和 7 万吨。整治后的村庄环境“脏乱

差”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环境面貌焕然一新。通过实施“以奖促治”

政策，带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目前，全国

60%的建制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22%的建制村生活污水得到处

理，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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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农村环保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出台了一系列农村环保政

策和技术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

导意见》，环境保护部、财政部等部门制定实施《全国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强“以奖促治”农村环境基础设

施运行管理的意见》《中央农村节能减排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培

育发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方案》。

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有关农村生活污染防治、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

护等技术指南和规范。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份建立了农村环保

工作推进机制，成立领导小组，出台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意见，

制定规划或实施方案，明确农村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和措施。在中

央财政资金引导下，有关地方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

安排、形成合力”的原则，整合相关涉农资金，集中投向农村环

境整治区域，提高村庄环境整治成效。 

三是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得到提升。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得到

加强，2014 年全国乡镇环保机构数量 2968 个，约占全国乡镇总

数的 10%，比 2010 年的 1892 个增加了 60%；乡镇环保机构人员

11900 多人，比 2010 年的 7100 多人增加了 68%。推进环境监测、

执法、宣传“三下乡”。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监

测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展农村环境质量监测试点工作，累计监

测村庄数量约 5200 村次。开展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秸秆焚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专项执法

检查行动。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农村环保政策、工作进展和典型经

验，普及农村环保知识，农民环保意识得到提升。累计举办 14

期全国乡镇领导干部农村环保培训班，共有 1400 多名乡镇领导

干部和地方环保管理人员参加培训，农村环境管理能力和项目实

施水平得到提高。 

四是农村环保惠农取得积极成效。各地结合农村环境综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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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积极推广化肥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发展清洁、循环、

生态的种养模式，推进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农村有机废弃物

综合利用，发展农家乐和乡村旅游，促进了环境保护、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的共赢。筛选推广农村环保实用技术，鼓励高校、科研

院所、企业参与治理工程设计、项目建设和运行维护，带动了环

保产业的发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有力促进了生态乡镇、生态村

建设，使示范地区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党群

关系、干群关系更加融洽。全国已有 4590 多个国家级生态乡镇，

成为当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典范，夯实了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的基础。 

（二）主要问题 

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

人口持续增加，农村环境形势严峻，问题依然突出，主要包括： 

一是农村环保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目前，我国仍有 40%

的建制村没有垃圾收集处理设施，78%的建制村未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40%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未得到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依然突出。38%的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未划

定保护区（或保护范围），49%未规范设臵警示标志，一些地方

农村饮用水水源存在安全隐患。 

二是农村环保体制机制仍有待完善。一些地方政府尚未建立

起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有效推进机制。责任分工不明确，治

理措施不具体，资金投入不到位，工作部署不落实。各地在推进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主要依靠行政推动，农民群众主体作用未

得到充分发挥。农村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亟待建立，社会资本参

与度不高。一些地方的农村环保设施建成后，存在着管理主体不

明确、设施运行维护资金不落实、运行管护人员不足、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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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一些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影响农村环境整治

成效。 

三是农村环保监管能力仍然薄弱。目前，地方各级环保部门

农村环保工作力量非常薄弱，约 90%的乡镇没有专门的环保工作

机构和人员，缺乏必要的设备装备和能力，难以保证有效开展工

作。农村环保标准体系不健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

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臵技术规范等亟待制定。农村环境监测

尚未全面开展，无法及时掌握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情况。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结

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以奖促治”政策，完

善农村环境保护机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突出环境问

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二）基本原则 

——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优先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突出环境问题，整治重点为“好水”和“差水”周

边的村庄，重点抓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垃圾和污水治

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统筹考虑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种

植业与养殖业等环境保护工作，做好与秸秆综合利用、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河道整治、村庄绿化等工作的衔接，整合相关资金渠

道，提高综合整治成效。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和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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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村庄

布局、人口规模、环境状况、自然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科学

选取治理技术和模式。坚持以“用”为核心，把综合利用作为解

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让农民在“用”的过程中受益，在

受益的同时履行应当履行的环保责任。 

——创新机制，市场运作。结合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

体要求，不断完善农村环保体制机制建设，创新政策措施，防止

简单照搬城市和工业污染防治的做法。积极培育发展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市场主体，探索农村环保设施规

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运营机制，确保设施建成一个、运行一

个、见效一个。 

——政府主导，依靠群众。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

是改善本行政区域内农村环境质量的责任主体，要做好规划编

制、资金保障、设施建设、运行管理和监督考核等工作。充分发

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鼓励和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持续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三）规划目标 

到 2020 年，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 13 万个，累计

达到全国建制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建立健全农村环保长效机

制，整治过的 7.8 万个建制村的环境不断改善，确保已建农村环

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引导、示范和带动全国更多建制村开展环

境综合整治。全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得到加强，农村生活污

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和农民群众环保意识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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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整治区域 

（一）总体布局 

结合水质改善要求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十三五”期间，全

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范围涉及各省(区、市）的 14 万个建制村（见

表 1）。整治重点为“好水”和“差水”周边的村庄，涉及 1805

个县（市、区）12.82 万个建制村，约占全国整治任务的 92%；

其中，涉及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84 个 2.46 万个建制村，

约占全国整治任务的 18%。 

表 1 各省（区、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任务 

省份 

已下达环境综合

整治的建制村数

量（个） 

本规划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数量（个） 

合计 
“好水”和“差水”周边

的村庄 
其他村庄 

北京 700 728 728 0 

天津 625 625 625 0 

河北 12000 12694 12694 0 

山西 3000 3000 3000 0 

内蒙古 1800 1800 1687 113 

辽宁 2000 2094 2094 0 

吉林 1100 1255 1255 0 

黑龙江 1400 1471 1471 0 

上海 500 500 113 387 

江苏 5000 5000 3506 1494 

浙江 13000 13000 4449 8551 

安徽 4300 4505 4505 0 

福建 3200 3323 3323 0 

江西 3300 3472 3472 0 

山东 12200 12200 12200 0 

河南 8000 8262 8262 0 

湖北 5100 8178 8178 0 

湖南 13000 13000 13000 0 

广东 3500 3628 3628 0 

广西 2700 2839 2839 0 

海南 400 420 420 0 

重庆 2000 2000 2000 0 

四川 9000 9452 94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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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已下达环境综合

整治的建制村数

量（个） 

本规划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数量（个） 

合计 
“好水”和“差水”周边

的村庄 
其他村庄 

贵州 3000 3146 3146 0 

云南 3500 3500 2970 530 

西藏 5071 5071 5071 0 

陕西 4200 5208 5208 0 

甘肃 2500 2500 2500 0 

青海 2400 2523 2523 0 

宁夏 300 300 300 0 

新疆 3600 3600 3600 0 

新疆兵团 700 700 0 700 

合计 133096 139994 128219 11775 

各省（区、市）重点整治区域及建制村数量见附表。附表所

列的乡镇名单和建制村数量是指导性的，各省（区、市）可根据

实际情况，在确保完成环境综合整治建制村总数的前提下，可对

每个县（市、区）的乡镇名单和建制村数量作适当调整。 

（二）重点整治范围 

1.“好水”周边整治村庄范围 

包括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以及其他重要

饮用水水源地涉及的村庄，涉及 1132 个县（市、区）的 8.15 万

个建制村(见表 2)，约占全国整治任务的 58%。 

表 2 全国“好水”周边整治建制村数量 

省份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

其输水沿线 
其他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合计 

县（市、区）

（个） 

建制村 

（个） 

县（市、区）

（个） 

建制村 

（个） 

县（市、区）

（个） 

建制村 

（个） 

北京 3 48 — — 3 48 

天津 2 123 2 229 4 352 

河北 60 5745 17 1627 77 7372 

山西 — — 28 1118 28 1118 

内蒙古 — — 35 866 35 866 

辽宁 — — 15 958 15 958 

吉林 — — 35 947 35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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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

其输水沿线 
其他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合计 

县（市、区）

（个） 

建制村 

（个） 

县（市、区）

（个） 

建制村 

（个） 

县（市、区）

（个） 

建制村 

（个） 

黑龙江 — — 35 1119 35 1119 

上海 — — — — — — 

江苏 4 47 24 2069 28 2116 

浙江 — — 23 1726 23 1726 

安徽 7 437 40 1563 47 2000 

福建 — — 40 2435 40 2435 

江西 — — 44 2679 44 2679 

山东 40 6850 56 3198 96 10048 

河南 32 3102 13 559 45 3661 

湖北 34 4042 47 3568 81 7610 

湖南 — — 58 5030 58 5030 

广东 — — 30 2194 30 2194 

广西 — — 54 2839 54 2839 

海南 — — 24 398 24 398 

重庆 — — 31 1764 31 1764 

四川 — — 45 5250 45 5250 

贵州 — — 18 2129 18 2129 

云南 — — 29 2150 29 2150 

西藏 — — 74 5071 74 5071 

陕西 29 2437 15 891 44 3328 

甘肃 — — 19 2500 19 2500 

青海 — — 26 1937 26 1937 

宁夏 — — 10 199 10 199 

新疆 — — 34 1669 34 1669 

合计 211 22831 921 58682 1132 81513 

2.“差水”周边整治村庄范围 

包括 343 个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涉及 673 个

县（市、区）的 4.67 万个建制村(见表 3)，约占全国整治任务的

34%。 

 

 

 



9 
 

表 3 全国“差水”周边整治建制村数量 

省份 县（市、区）（个） 建制村（个） 

北京 12 680 

天津 3 273 

河北 76 5322 

山西 45 1882 

内蒙古 30 821 

辽宁 19 1136 

吉林 16 308 

黑龙江 17 352 

上海 4 113 

江苏 22 1390 

浙江 33 2723 

安徽 39 2505 

福建 13 888 

江西 12 793 

山东 27 2152 

河南 72 4601 

湖北 9 568 

湖南 40 7970 

广东 25 1434 

广西 — — 

海南 2 22 

重庆 7 236 

四川 59 4202 

贵州 20 1017 

云南 11 820 

西藏 — — 

陕西 26 1880 

甘肃 — — 

青海 7 586 

宁夏 4 101 

新疆 23 1931 

合计 673 46706 

（三）优先整治区域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京津冀和长江经济

带三大区域为优先整治区域，涉及 880 个县（市、区）8.14 万个

建制村，约占全国整治任务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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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涉及 211 个县（市、

区）2.28 万个建制村(见表 2)，约占全国整治任务的 16%。 

2.京津冀区域 

包括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于桥水库等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和

63 个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涉及 89 个县（市、区）

8131 个建制村(见表 4)，约占全国整治任务的 6%。 

表 4 京津冀整治建制村数量 

省份 县（市、区）（个） 建制村（个） 

北京 10 680 

天津 3 502 

河北 76 6949 

总计 89 8131 

3.长江经济带 

包括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和鄱阳湖、洞庭湖、抚仙湖、洱海等

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以及 145 个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

庄，涉及 580 个县（市、区）5.05 万个建制村(见表 5)，约占全

国整治任务的 36%。 

表 5 长江经济带整治建制村数量 

省份 区县（个） 建制村（个） 

上海 4 113 

江苏 43 3459 

浙江 53 4669 

安徽 71 4068 

江西 52 3472 

湖北 56 4136 

湖南 98 13000 

重庆 31 2000 

四川 94 9452 

云南 40 2970 

贵州 38 3146 

总计 580 5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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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任务 

“十三五”期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主要任务包括农村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污染防治。 

（一）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1.建设内容 

在饮用水水源周边设立警示标志、建设防护带和截污设施，

依法拆除排污口，开展水源地生态修复等。 

2.主要措施 

加快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开展农村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以供水人口多、环境敏感

的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为重点，加快划定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

对供水人口在 1000 人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科学编码并

划定水源保护区。对供水人口小于 1000 人的饮用水水源地，应

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定划定保护范围。 

加大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管力度。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依法取缔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

排污口；按照《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工作方案》要求，开

展农村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制定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强化污染事故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理。统筹城

乡供水一体化，建设一批优质饮用水水源地，取缔一批劣质饮用

水水源地。 

开展水源地环境整治。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对可能影响农村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的化工、造纸、冶炼、制药等重点行业、

重点污染源，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和风险防范。优先治理农村饮用



12 
 

水水源地周边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养殖和农业面源污染，

消除影响水源水质的污染隐患。 

（二）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 

1.建设内容 

重点在村庄密度较高、人口较多的地区，开展农村生活垃圾

和污水污染治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转运和处理设施建设，包括垃圾箱、垃圾池等收集设施，垃圾转

运站、运输车辆等转运设施，以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2）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包括污水收集管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

施或人工湿地、氧化塘等分散式处理设施。经过整治的村庄，生

活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70％，生活污水处理率≥60％。 

2.主要措施 

推进县域农村环保设施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以县级行政

区为单元，实行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统一管理，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推进城镇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和服

务向农村延伸。鼓励在县级层面统一招投标，确定项目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吸引有信誉、有实力、较大规模的环保企

业参与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提高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水平。 

因地制宜选取农村生活和垃圾污水治理技术和模式。各地在

选取农村环保实用技术时，要根据村庄的人口密度、地形地貌、

气候类型、经济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技术模式；既要考虑建设成

本，更要考虑运行维护成本；处理好技术实用性和技术统一性的

关系，避免技术“多而杂、散而乱”。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推行垃

圾就地分类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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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

盖范围。交通便利且转运距离较近的村庄，生活垃圾可按照“户

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方式处理；其他村庄的生活

垃圾可通过适当方式就近处理。离城镇较近的村庄，污水可通过

管网纳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离城镇较远且人口较多的

村庄，可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人口较少的村庄可建设人工湿

地、氧化塘等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切实保障污染治理设施长效运行。各地要认真落实环境保护

部、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以奖促治”农村环境基础设施运行

管理的意见》，结合各地实际，明确设施管理主体、建立资金保

障机制、加强管护队伍建设、建立监督管理机制，切实保证设施

“建成一个、运行一个、见效一个”。各省级环保部门要会同财政

部门于 2017 年底前完成对已建成设施运行情况的排查，对设施

不能正常运行的，要提出限期整改要求，逾期未整改到位的，应

通报批评或约谈相关领导，切实保障污染治理设施发挥作用。对

新建污染治理设施，省级环保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要求县级人民

政府出具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资金来源的承诺函，并把承诺函作为

农村节能减排资金安排的前臵条件，运行维护资金没有保障的，

不得安排资金和项目。 

（三）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 

1.建设内容 

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方针，以沼气和生

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以就地就近用于农村能源和农用有机

肥为主要使用方向，在畜禽养殖量大、环境问题突出的地区，开

展区域或县域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污染治理。建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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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沼气、生物天然气、有机肥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设施和养殖

废水处理设施。经过整治的村庄，畜禽养殖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理，

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70％。 

2.主要措施 

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整治。按照《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和《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要求，各地要依法按

时完成禁养区划定。地方环保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当

地政府完成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养殖场（小区）的关闭和

搬迁。 

科学选取资源化利用技术和模式。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

区），周边消纳土地充足的，以沼气发酵、沼液沼渣还田、堆肥、

生产有机肥等方式，推广农牧结合、种养平衡模式；对消纳土地

不足的，要强化工程处理措施，粪污应优先进行干湿分离，固体

部分用于生产有机肥，液体部分综合利用或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鼓励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将周边养殖密集区及散养户畜禽养殖

废弃物一体化、无害化集中处臵。对于养殖密集区域，县级环保

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推动县级人民政府，采用政府组织、企业牵

头、农民参与的模式，统筹考虑人畜粪便、生活污水和垃圾、秸

秆等废弃物，推动建立农村有机废弃物收集-转化-利用三级网络

体系。结合生态农业建设、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耕地质

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土壤有机质提升奖励政策等，引导农民增施

有机肥。 

加强畜禽养殖业环境监管。加强源头控制，严格畜禽养殖场

（小区）建设项目的环保审批。新建、改建、扩建的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小区）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根据行政区域内

环境敏感点和环境质量改善要求，明确养殖场（小区）选址要求

和应采取的环保措施。逐步将设有排污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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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强化畜禽养殖污染物减排，将畜

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量纳入总量减排核算。将区域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总氮等水质指标改善程度作为评价区域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效果的重要内容。加强畜禽养殖业日常环境监管，依法查

处违法行为。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协调联动。建立完善国家和地方的上下联动机制，及

时掌握和沟通各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有关情况，确保农村突出

环境问题得到及时发现和解决。各地要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

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形成工作合力。 

落实各方责任。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确定重点支持的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省份，加强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

查，建立考核奖惩机制。省级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

制本行政区域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或方案；建立完善项目库

和技术支撑队伍，加强项目组织实施和绩效评价，加大资金投

入，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建立健全农村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机制。

地市级人民政府要加强行政区域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指

导和监督，督促项目所在县乡政府保障治理设施长效运行。县

级人民政府具体负责项目申报和组织实施，以及已建成项目的

运行维护；要整合相关涉农资金，鼓励整乡整县推进。乡镇人

民政府要切实保障本行政区域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获得资金

支持的村镇应当按照政务公开要求，公布资金安排和使用情

况、项目实施情况等。项目所在地村庄要引导和组织好群众通

过村规民约、投工投劳等形式，参与项目建设和设施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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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资金投入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充分发挥中央农村节能减排资金“种子”

资金的作用，引导地方各级财政加大投入。支持有关县（市、区）

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集中投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发挥政策

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大信贷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拓宽农村环

保资金来源。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等形式，推动市场主体加大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收

集处理等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的投入。引入竞争机制和以效付费

制度，合理确定建设成本和运行维护价格。鼓励种养结合，支持

畜禽养殖废弃物生产有机肥、食用菌等。推动规模化畜禽养殖企

业开展污染第三方治理。研究制定相关税收、土地和电价等优惠

政策。选取部分县（市、区），探索农村环保设施规模化、专业

化、社会化运营机制。 

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完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机制，激励农民参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立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推行项目规划、建设、管理的“村

民议村民定、村民建村民管”的实施机制。完善村务公开制度，

推行项目公开、合同公开、投资额公开。 

规范资金管理。财政部会同环境保护部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

的监督检查。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环保部门要切实加大资金监管，

继续实行公示制、报备制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各地环保部门要会

同有关部门加快建立农村环保“以奖促治”资金项目信息管理系

统，实施项目资金动态管理，所有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农村环保

设施及运行管理情况都要入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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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体制机制 

建立目标责任制。省级环保部门要推动本级人民政府将国

家下达的目标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到县级人民政府，明确工作主

体，落实工作责任，构建一级抓一级的考核体系，切实把地方

政府农村环境保护责任落到实处。 

完善农村环境监管体系。结合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强化基层环境监管执法力量，对具备

条件的乡镇及工业聚集区，要加强基层环境执法体系建设，充实

人员力量，保障运行经费。建立完善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

下倾的环境执法工作机制，加强城乡环境执法统筹。 

加强农村环境监测。推进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工作，

研究提出农村环境监测技术路线，制定农村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加快建立农村环境监测网络，建立农村环境监测信息发布制

度。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县（市、区）要做好农村生活污水、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废水等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的监督性监

测。 

（四）强化科技支撑 

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

和行业协会等，以提高农村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为导

向，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关键技术进行攻关。鼓励农村生活污水

和垃圾处理技术研发，在不适宜集中开展污染治理的地区，研发

环保、经济、实用的小型或家庭式治污技术和设备。制（修）订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农村生活污水污染防治技术

政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等。各地要结合实际，研究制

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生活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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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实用技术推广力度。加快推进农村环保科研成果转化，

集成、筛选一批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实用技术。通过工程

示范等方式，推广农村环保实用技术与装备，探索和创新适于农

村地区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处臵模式。通过组织现场学习、专

题培训以及拍摄专题宣传短片等方式，推广农村环保实用技术和

装备。 

（五）严格监督考核 

开展监督检查。省级、地市级环保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组织

开展对已建成设施的考核验收，对未通过考核验收的，提出整改

要求；对通过考核验收的，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设施运行情况抽查，

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向县级人民政府提出限期整改要求，逾

期未整改到位的，应通报批评或约谈相关领导。县级环保部门（市

级环保部门派出机构）要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纳入日

常工作，整合现有机构和人员队伍，确保设施运行维护有人监管、

有人监测、有人指导；要会同财政部门对行政区域内所有已建成

设施的运行维护情况开展年度检查，将检查情况向县级人民政府

报告，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设施管理主体落实整改要求。 

健全奖惩机制。环境保护部会同财政部对各省（区、市）的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开展评估考核，评估考核结果作为中央农村节

能减排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较好的地区，

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对未按时完成治理目标或完成情况较

差的，将根据情况，采取通报批评、核减资金规模、追缴已拨付

资金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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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各省（区、市）重点整治区域及建制村数量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