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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厅字〔2019〕43 号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全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半年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门，省级国家机关

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全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半年攻坚战行动方案》已经省

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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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半年攻坚战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和全

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厕所革命”现场会精神，省委、省政府

决定将农村改厕工作纳入“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重要内容，在

全省范围内集中力量打一场农村“厕所革命”半年攻坚战，特制

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改厕工作的总体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提高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工作

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切实加大工作力度，坚持“政府主导、群

众参与、分类实施、示范引领、注重实效”的改厕思路，充分发

挥各部门各市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和人民群

众积极参与，集中时间、集中资源、集中智慧，齐抓共建，全力

推进农村改厕工作，坚决打赢这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攻坚战，为

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本次全省农村“厕所革命”攻坚战时间为 2019 年 9 月—2020

年 3 月，主要目标是：

（一）高质量完成至少 12.6 万座（含 2019 年 1—8 月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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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8 万座）农户无害化厕所改造任务，确保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不低于 95%；力争全面完成约 19.2 万座农村无害化厕所改造任

务，实现农村卫生厕所基本全覆盖。新改造厕所做到化粪池不渗

不漏，统筹做好粪污治理和资源化利用。

（二）启动对2019年9月前已建的农村户用厕所不达标化粪池

的防渗防漏改造，尤其是已完成污水收集管网铺设和终端处理设

施建设村庄的渗漏化粪池改造工作，为下一步全面解决农村存量

户用厕所化粪池渗漏问题探索经验。

（三）统筹建设一批农村公用厕所。在已建化粪池改造率低、

无法新建户用厕所户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村庄，建设公用厕所。

（四）加快建立农村厕所建设和管护长效机制，加快提升粪

污利用率。

海口市、三亚市等有条件的市县要力争提前实现目标。

三、具体措施与责任分工（排名第一的为牵头单位）

（一）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各市县要在摸清改厕底数基础上

制定本市县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半年攻坚战行动方案，结合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工作，明确任务目标、

测算和安排补助资金、确定改厕模式、分类实施推进、细化和落

实保障措施，行动方案经市县政府批准后，于 9 月 30 日前报送省

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小组办公室备案。各乡镇也要制定相

应方案，分配改厕任务到村，落实改厕对象到户。（责任单位：各

市县政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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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村推进示范建设。实施“整村推进”以奖代补政策，

鼓励和支持以行政村为单位整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示范建设。

坚持“整村推进、分类示范、先建后验、以奖代补”原则，大力

推进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示范县、示范镇、示范村建设。到2019

年底，每个市县至少要完成10个“整村推进”示范村建设。（责任

单位：各市县政府，省农业农村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

环境厅）

（三）合理选择改厕模式。

1.城镇污水管网覆盖到或已经建设独立污水管网和处理设

施、且供水有保障的村庄和农村新型社区，推广使用下水道水冲

式厕所。

2.未纳入污水管网覆盖范围、但农村供水情况较好的村庄，

推广使用三格化粪池卫生厕所，为方便施工和避免渗漏，大力提

倡使用玻璃钢、注塑等新型材料一体成型化粪池。

人口密集、生态敏感性较强、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可采用单

户或联户小型微动力一体化处理设施（净化槽等）将厕所污水和

其他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处理，实现就地回用。

3.不适用以上改厕模式的，各市县应坚持因地制宜，本着“无

害、经济、适用”的原则，选择其他为农民群众接受的改厕模式。

（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水务厅、省农业农村厅）

（四）严格建设标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和省卫生健康委（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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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办）9 月 10 日前要联合组织开展农村无害化户厕改造技术培训

工作，加强基层管理人员业务培训，提高基层管理水平。各市县

要严格按照《农村户厕卫生规范（GB19379—2012）》标准进行改

造施工，落实《农村改厕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农村改厕质量

管控和奖惩机制，确保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符合标准。以“五有

厕屋+玻璃钢化粪池”为最低建设标准，即厕屋有门、有窗、有便

器、有内外批档、有地面硬化加玻璃钢化粪池，厕屋净使用面积

不低于 1.2 ㎡，三格化粪池容积不低于 1.5m3。原则上使用玻璃钢

成品化粪池，由市县报送需求计划，省统一集中招标采购，选取

若干家企业作为定向供应商，降低成本，保证质量，相关供货企

业应按国家有关要求做好售后保障工作。鼓励采用绿色、环保、

节能等新技术、新材料改厕，积极推广装配式建筑，在具备条件

的村庄开展试点工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技术力量编制改厕

方案，推行基本型、提升型、舒适型三套方案类型，即由政府出

资负责为无力自己改厕的特困户建只有如厕功能的基本型，在政

府提供一定补助基础上，自己出资建增加洗漱等功能的提升型或

舒适型，形成《海南省农村户用厕所建设方案图集》，于 9 月 10

日前编制完成并印发市县供农户改厕选用。（责任单位：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各市县政府）

（五）加强农村改水工作。各级水务部门负责加快农村安全

饮水和用水工程建设，确保农村水冲厕所有充足水量冲厕；推动

城镇污水管网延伸建设工作，对于城市（县城）郊区或周边、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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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村庄，鼓励直接连入市政污水管网，集中

收集处理农村污水；对于乡镇镇墟边界以外 1 公里范围具备重力

自流条件的行政村、自然村，优先统筹考虑将污水纳入乡镇污水

处理厂（站）集中处理。（责任单位：省水务厅，各市县政府）

（六）同步实施粪污治理。统筹推进农村厕所粪污治理与生

活污水治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省农业农村厅 9

月 10 日前研究制定海南省农村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案，探索粪

污肥料化的经济实用模式。城镇环卫力量要向周边乡村延伸，大

力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厕所粪污处理模式；对于城镇环卫力量

难以覆盖到的乡村，要以乡镇或村为单位建立专业化粪污清掏队

伍，推行厕所粪污堆肥和有机肥生产等方式，供应种植大户和农

业生产园区，实现变废为宝；鼓励农户使用小型家庭增压水泵自

行抽取、清理粪污，就近就地用于堆肥还田。省生态环境厅牵头

研究制定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方案，将新建改厕项目与生

活污水治理一体化推进，已完成改厕任务且具备污水处理条件的

村庄将厕所粪污纳入生活污水治理体系，2020 年 3 月底前完成已

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村庄的卫生厕所防渗改造及粪污资源化利

用或有效处理。（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各市县政府）

（七）加强过程监管。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根据各市县改厕

进度情况，采取随机抽查检查方式，加强对改厕质量监督管理。

各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改厕质量安全指导，组织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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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现场开展督导，每户至少督导 1 次，并

建立台账。乡镇定期对改厕施工现场开展质量安全巡查，记录巡

查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每户巡查不少于 3 次，并建立台

账。政府相关部门技术力量不足的，可采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负责。村委会安排相关驻村干部协助管理，加

强工程进度跟踪及督促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责任单位：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各市县政府）

（八）加强验收管理。属于直接采用玻璃钢、注塑等标准化

化粪池或其他一体化设备的，要确保具备产品合格证，符合国家

有关技术标准。市（县、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组织对辖区

内改厕情况进行统一验收。属于新建砖砌或混凝土化粪池的，改

厕工程分为三个阶段验收，即地下工程挖坑完工验收、化粪池完

工盖板前验收、建厕竣工整体验收。每阶段完工后，乡镇要及时

对改厕情况进行逐户自验，验收过程中要拍摄照片，以备查证，

并做好验收建档工作，实行竣工一户、验收一户、档单整理一户。

（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各市县政府）

（九）做好信息报送。从2019年9月起，各市县要严格执行工

作进度每旬一报制度，每旬最后一天下班前将改厕进度情况报省

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印农村改厕工作

信息，将建设成效、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和工作建议等以简报、

通报等形式，定期或不定期报省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小组

办公室。（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市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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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强宣传引导。要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充分

利用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平台，采用宣传车、宣传栏、横幅标语等

方式，大力开展农村改厕公益宣传，多层次、全方位宣传农村改

厕的重要意义，大力营造改厕良好氛围，加强移风易俗、文明如

厕、卫生厕所日常管护、卫生防疫知识等宣传教育。鼓励基层党

员干部率先示范，积极发挥共青团、妇联等基层群团组织优势，

充分调动农民自主性和积极性。（责任单位：省委宣传部，各市县

政府）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海南省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

作小组，办公室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召开全省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半年攻坚战视频会议，充分运用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的

作战体系和工作构架，实行上下联动、协同配合。强化省级层面

协同作战体系，由推进工作小组办公室（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召

集，协调部署各项工作，构建牵头部门抓总统筹、职能部门履职

尽责的工作机制，形成部门协同作战的工作合力。

（二）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农村改厕工作省负总责、市

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行市县（区）、乡镇党委政府目标责任制，

市县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一线指挥部”指挥长责

任，亲自部署、亲自动员、亲自推动，切实抓好农村改厕工作的

组织实施；乡镇党委书记担任“改厕指挥长”，负责辖区内农村

改厕攻坚行动。脱贫攻坚中队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全权负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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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厕工作，村支部书记作为第二责任人，要切实履行本村改厕

的落实职责。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在农村

改厕攻坚战中要积极发挥作用。帮扶责任人要对所联系贫困户改

厕切实负起责任，确保完成改厕任务。对在农村改厕工作中表现

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各省级部门要包点负责定点帮

扶村的改厕工作，省扶贫办将农村改厕工作纳入省脱贫攻坚定点

帮扶单位年度绩效考核任务目标，对于 2019 年 12 月前没有完成

定点帮扶村改厕任务的单位，年度绩效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级。

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强化群众主人翁意识，激发

群众参与改厕的积极性，确保改厕任务目标落实。

（三）强化资金保障。坚持“政府出资保基本、农户出资讲

舒适”的原则，由省级财政安排项目资金，统筹中央农村改厕奖

补资金等相关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方式用于支持

各市县农村改厕工作。农村综合改革财政奖补资金重点支持农村

改厕，市县财政统筹上级补助、本级自有财力等渠道资金，保障

好农村改厕所需补助经费、工作经费和运维经费。市县财政在按

1600 元/户、3200 元/户标准分别落实好一般农户和建档立卡贫困

户（含已脱贫的巩固提升户）补助的基础上，可结合当地实际，

努力提高户厕补助和工作经费标准。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

户、贫困残疾人户等特殊人群可按照“五有厕屋+玻璃钢化粪池”

基本型建设标准实行政府建设。对已改不达标实施再改造的，可

根据成本核算适当给予补助。全省每个乡镇应配备小型粪污抽取



— 10 —

专业车辆，各市县应结合地方实际安排清污补助资金，对农户购

买家庭小型增压水泵进行自助清污，或在农户自主缴交适当清污

费用基础上购买社会化专业清污服务给予一定经费补助。深入开

展“千企帮万户”活动，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力量、爱心人士支

持农村改厕工作，有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努力形成多方投入的

农村改厕筹资模式。

（四）强化督导考核。由省卫生健康委（爱卫办）牵头，省

农业农村厅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于今年 10 月底前对已完成

的农村改厕情况开展一次大排查，重点检查改厕质量和群众满意

度，做好迎接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检查准备工作。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将农村改厕和危房改造工作相结合，同

督导、同推进，切实加强督导力度和频率，采取随机抽查、暗访、

专项督导等方式，形成省、市县、乡镇三级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各市县要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自查。省农

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小组办公室将不定期抽查，对问题突出

的市县予以通报批评。省委 9 个脱贫攻坚战督查组要将农村改厕

工作纳入各市县脱贫攻坚年度绩效考核任务目标，对改厕进度缓

慢或问题突出的市县或乡镇进行专项督办。

附件：1.海南省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小组及责任分工

2.海南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半年攻坚战行动任务

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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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南省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
小组及责任分工

一、工作小组组成

组 长：李 军 省委副书记

副组长：王 路 省政府副省长

刘平治 省政府副省长

冯忠华 省政府副省长

成 员：吴慕君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美文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霍巨燃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

王惠平 省财政厅厅长

韩英伟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邓小刚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王 强 省水务厅厅长

许 云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孟 励 省扶贫办主任

许 兰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张信芳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总工程师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

委、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务厅、省扶贫办、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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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厅、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发展改革委等单位为成员单位。

二、工作小组办公室组成

办公室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办公室主任由霍巨燃同志兼

任,办公室副主任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许毅、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孙善芳、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咏望、省卫生健康委二级

巡视员杜建伟担任.

各成员单位安排 1 名联络员负责沟通协调和处置工作，具体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报办公室。

各市县要参照省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小组组织框架，

成立由市县委副书记任组长的工作推进小组。

三、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一）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农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

改造的统筹推进、技术指导、过程监管、督导检查、竣工验收考

核等工作。

（二）各级卫生健康（爱卫）部门负责全面摸清改厕底数，

组织无害化厕所建设技术培训，协助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开展督导

检查、竣工验收考核等工作；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和粪便无害化效

果监测与卫生学评价。

（三）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的协

调推进，加强农村沼气工程建设，结合农村农业生产推进粪污资

源化利用工作。

（四）各级组织部门负责加强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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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基层力量管理，做好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的组织保障工

作。

（五）各级宣传部门负责农村改厕攻坚宣传引导工作，形成

有力促进改厕工作的舆论氛围。

（六）各级规划、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将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改造作为农村重要基础设施纳入有关建设规划，积极通过项目策

划和建设来推进全市县（区）或整乡（镇）、整村连片统一规划改

造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七）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统筹落实本级农村改厕所需资金保

障，加强资金监管。

（八）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依照海南省饮用水水源管理条

例、海南省生态文明乡镇评定办法等有关规定，加强对农村改厕

工作与厕所污水处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督促改厕单位或个人（自

建）将户厕污水接入乡镇（村）生活污水管网，按职责开展村级

化粪池末端粪液集中处理。

（九）各级水务部门负责加快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指导

乡镇污水管网延伸建设工作，对于具备条件的行政村、自然村，

优先统筹考虑将其生活污水纳入所在乡镇污水处理厂（站）集中

处理。

（十）各级扶贫部门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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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南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半年攻坚战行动任务分配表

序号
市

(县、区)

已下达任务

数(户）

新增任务数

(户）

底线任务数

(户）

力争完成任务

（户）

1-8 月已完成

任务（户）

1 海口 3000 7753 10753 10753 2345

2 三亚 1665 947 2612 2612 878

3 儋州 10000 8000 18000 32751 924

4 文昌 7200 2000 9200 11456 4000

5 琼海 4500 2000 6500 9952 1745

6 万宁 5000 3000 8000 15719 3746

7 五指山 1300 237 1537 1537 881

8 东方 5564 3000 8564 11590 1521

9 定安 4711 1000 5711 9024 3014

10 屯昌 3500 900 4400 5462 1769

11 澄迈 3000 6500 9500 14833 1484

12 临高 5000 8000 13000 22533 2862

13 昌江 2000 1600 3600 5372 440

14 乐东 1700 6500 8200 16842 726

15 陵水 8000 1000 9000 11258 279

16 白沙 1200 1000 2200 4708 519

17 保亭 1774 1263 3037 3037 539

18 琼中 1123 27 1150 1150 599

19 洋浦 183 1300 1483 1865 235

合计 70420 56027 126447 192454 28506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2019 年 8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