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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A

是否同意对外公开：是

濮农文〔2024〕69号 签发人：苗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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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瑞琢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建议》已收悉，

经与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部门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濮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

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乡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点工作来抓，围绕农村生活垃圾、厕所粪污、生活污水、村

容村貌提升等重点工作，坚持顶层谋划，紧盯问题，健全机制，

督导跟踪，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我市率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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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环卫一体化保洁机制，农村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达到 100%。

累计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50.1 万户。深入开展农村污水处

理、垃圾治理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到 31%。

一、主要措施

（一）顶层谋划，系统推进。我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中，坚持高位推动，强化制度设计，压实工作责任，实行一把手

挂帅出征，市县乡村四级书记亲自抓部署和落实，成立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明确主体，齐抓共治。市委市政府每年都

召开高规格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动员会、推进会、协调会、观摩

评比会，使全市上下树立起“城乡等值”“城市农村共建共享共

发展”的新理念。同时，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列入全市十大民生

实事，与各县（区）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农村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市政府成立了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

治行动工作专班，抽调市直相关单位骨干力量成立了专班办公室，

研究制定了濮阳市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督导方

案及考核办法，为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提供保障。各县区也逐级制

定了专项方案，成立了工作专班，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把农村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机结合起来、与疫情

防控有机结合起来，主动发力，全面整治，统筹推进。

（二）党建引领 长效机制。一是加大资金投入保障。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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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农村人居环境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探索建立财政补助、村集体补贴、农民适当付费的

运行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污

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推动建立生活垃圾污水服务体系。二是健

全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健全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管护制度，推动农村厕所、生活垃圾污水设施设备运行管理

和村庄保洁等一体化运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行系统化、专业

化、社会化运行管护，探索将城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项目整体打

包，实行一体化建设运行管护。一是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充

分发挥和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共建、共治、共管”

新模式，营造“党支部推动、党员带动、党群互动”的良好氛围。

组织农民群众清洁村庄环境，通过“门前三包”等制度明确村民

责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设立村庄清洁日、清洁指挥长，招

募志愿者等方式，推动村庄清洁行动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二、下步工作

（一）深入宣传动员。持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利用各种网

络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相关政策及重大

意义，引导群众培养健康生活理念，树立清洁乡村意识，倡导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将村庄环境卫生等要求纳入村规

民约，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 部模范带头

作用、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组织农民群众自觉改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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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居环境。通过开展美丽庭院评选、卫生评比、好媳妇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创建活动，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到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二）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机制，建立健全政

府、金融、社会和农民多元投入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调整

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支持力度。整合项目资

金，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资金和政府债券资金，集中用于环

境整治工作。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信贷支持

力度，用好乡村振兴贷款。积极推广应用 PPP 模式，通过特许

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垃圾、污水治理项目。打好乡

情牌，吸引民营企业、先富群体、能人乡贤等各方力量担当社会

责任，投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发动群众筹资，引导农民适当付

费，让农户承担应有义务。

（三）抓好环境整治。在巩固成效基础上，强化长效机制建

设，持续推进五年行动方案落实。农村厕所革命聚焦“整改完善、

稳进提质”，把摸排出的问题整改好，对整改结果持续跟踪问效，

加强农村户厕长效管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聚焦“协同治理、分

类推进”，努力在黑臭水体治理、生活污水和厕所粪污协同处理

上实现新突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聚焦“补齐短板、提升水平”，

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优化治理方式，试点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源头减量。村容村貌提升聚焦“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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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着力引导农民养成良好

卫生生活习惯，健全长效保洁机制。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市的农业农村工作，不断提出新的意见和

建议。

2024年 6月 20日

（联系人：孙绪彦 电话：0393-6631912）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濮阳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