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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农字〔2024〕8号 签发人：王庆军

办理结果：A

对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68号建议的答复

王海霞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建议的已收悉。

现答复如下：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

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事关美丽中国建设。我

市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相继出台了《新乡市 2023

年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工作方案》、《新乡市农

村改厕提质年工作实施方案》等指导性文件，截至目前，全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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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已实现村庄全覆盖，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达到 52%，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3.9%。

一、聚焦重点领域，强化资金保障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等是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主攻方向。在垃圾治理方面 指导各县（市、区）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按照测算标准列入

县级财政预算，全市所有行政村全部实现了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

置，并且在 2023 年底，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现进厂焚烧处理，

彻底解决了生活垃圾“出口”问题。在厕所革命方面 坚持“自

下而上、整村推进”原则，以村为单位，以申报户厕改造家庭为

标准，中央、省市级实施资金奖补，2023 年，中央、省市对每

户群众奖补约 2000 元，在改造过程中，鼓励各地采取群众自行

改厕、政府验收后发放补贴形式，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农村厕所革

命这项工作，也可以按照群众意愿由乡村委托专业施工队伍统一

进行改厕，始终把好把牢质量关。在污水治理方面 引导各地将

农村户厕改造和污水治理统筹开展，距离城镇污水处理系统较近

村庄，鼓励采取铺设管网方式将村庄污水纳入污水处理系统处

置；人口居住集中、经济条件较好村庄，可以通过建设无（微）

动力污水处理站对污水进行处置；人口居住分散、经济条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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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可以通过三格化粪池以及土壤渗滤等方式就地就近进行处

置。

二、聚焦后期运维，强化机制保障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建立健全长效治

理机制，从制度层面督促落实各项整治措施。为推动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厕所革命以及污水治理等重点任务落地见实效，近几年

来，相继研究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由运动式向常

态长效转变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完善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后

续管护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2023 年新乡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成效评价方案》等系列文件，有效确保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规范化。一是清洁机制进一步完善。根据季节、地域、

节日等特点，组织各地开展“迎新春”、城乡接合部、路域环境、

“秋冬季”等村庄集中整治行动。去年以来，累计整治积存垃圾

17238 处，整治空闲地 5310 处，整治残垣断壁 6176 处，整治坑

塘沟渠 3606 处，整治私搭乱建 8072 处，推进一宅变四园 4553

处，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提升。二是管护机制进一步完善。以

县为单元，建立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垃

圾污水处理运行模式，鼓励长垣市、延津县等地继续探索垃圾处

理、群众付费制度。以“三体系一机制”为载体，持续探索厕具

坏了谁来修、粪污满了谁来抽以及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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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管护体系，全面提升管护质量。三是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市

县乡三级围绕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采取观摩评比、实地调研、三

方评估等形式开展成效评价活动，发现问题及时交办、立行立改，

典型经验做法及时总结，累计下发工作提示函或整改通知书 20

余份，印发市级简报 119 期，有力推动基层乡村工作实效。

三、聚焦共建共享，强化群众参与

一是探索建立费用分担机制。鼓励各地采取群众适当付费方

式，弥补财政经费投入不足，有效开展村庄保洁、积分兑换、物

质激励等活动，提升群众环境卫生意识。如延津县等地农村常住

人口每人每年收取 18 元保洁费，有效提升了群众参与和监督环

境整治积极性。二是完善村规民约。通过鼓励各地将村庄清洁日

纳入村规民约等措施，将村庄清洁行动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如

红旗区小店镇、高新区关堤乡等地，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城乡接合

部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每周五开展村庄清洁活动，逐步形成了共

建共享浓厚整治氛围。三是开展系列评选活动。以美丽小镇、三

类村庄、五美庭院创建评选为抓手，开展镇村户不同层级评选活

动，推动辉县市西平罗乡、平原示范区祝楼乡等 8 个乡镇创建省

级美丽小镇，分类推动 1054 个村庄打造美丽宜居村，推动 1800

个村庄打造环境示范村，推动 688 个村庄打造整治达标村，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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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貌稳步有序改善提升，一大批庭院创建成为美丽家园，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2024年 7月 2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3696171

联 系 人：徐宁

邮政编码：453000

抄 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卫辉市人大（1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