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2023 年预算重
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2023 年农村“厕所革命”项目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厕所革命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扎实

推进全省“十四五”农村厕所革命，切实提高改厕质量，根据《农

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 财政部 生态环境

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扎实推进

“十四五”农村厕所革命的指导意见》（农社发〔2021〕1 号）

精神和《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扎实

推进云南省“十四五”农村厕所革命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

农人居〔2021〕1 号），实施我市农村“农村厕所”革命 。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建设地点：全市 6 县 2 区 1 市涉及项目建设的行政村和

自然村。

项目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由玉溪市农村社会事

业发展中心牵头，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科参与，

由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杨光荣主持，并将目标任务

细化、分解到全体人员，确保及时高效的完成目标任务。

四、项目基本概况

在常住户 100 户以上规模较大自然村、“九湖”流域和赤水



河流域的自然村改造建设卫生公厕 1.70 万座以上，实现有 1 座

以上卫生公厕全覆盖。一类县：农村卫生厕所基本覆盖，厕所粪

污基本得到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长效管护机制健全完善。二

类县：农村户用厕所愿改尽改，厕所粪污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

水平进一步提高，长效管护机制同步建立。三类县：农村卫生厕

所覆盖率稳步提高，厕所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能力不断提升，

长效管护机制逐步建立。

五、项目实施内容

到 2025 年，全市新建改建农村卫生户厕 19185 座以上，农

村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0%左右；“三湖”流域（江川区、澄江市、

通海县）覆盖率 2022 年底前达 95%左右。在常住户 100 户以上

规模较大自然村、“三湖”流域自然村改造建设卫生公厕 935 座

以上，实现有 1 座以上卫生公厕全覆盖（“三湖”流域 2022 年

底前完成）。农村厕所粪污有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能力水平进一

步提高，长效管护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农民群众普遍养成良好卫

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其中：红塔区、澄江市、通海县 3 个

一类县农村卫生厕所基本覆盖，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有效处理或资

源化利用，长效管护机制健全完善；江川区、易门县、峨山县、

新平县 4 个二类县农村户用厕所愿改尽改，厕所粪污有效处理

或资源化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长效管护机制同步建立；华宁县、

元江县 2 个三类县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稳步提高，厕所粪污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能力不断提升，长效管护机制逐步建立。2021

年改建公厕 377 座，户厕 5909 座；2022 年改建公厕 214 座，户

厕 6840 座；2023 年建公厕 165 座，户厕 3880 座，2024 年建公

厕 100 座，户厕 2556 座。



六、资金安排情况

参照《玉溪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办法 2018—

2020 年）》（玉办发〔2018〕23 号）标准，市级公厕每座补 10.00

万元，户厕每座补 0.04 万元标准预算。全市 2021 年－2023 年

860座农村公厕每座10.00万元的标准配套资金8,600.00万元，

81776 座户厕按每座 400.00 元的标准配套资金 3,271.04 万元，

共计：11,871.04 万元。2023 年预算资金 4221.18 万元，其中：

红塔区 300.00 万元、江川区 1300.79 万元、澄江市 369.84 万元、

通海县 1080.00 万元、华宁县 480.28 万元、易门县 150.00 万元、

峨山县 106.00 万元、新平县 218.80 万元、元江县 215.47 万元。

五、项目实施计划

各地要严格执行厕所改造建设流程，加强施工技术指导和全

过程监管，提升产品、工程质量管理水平。要严把产品质量关，

严格招标采购程序，严格执行农村改厕选材质量标准和技术参

数，选用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农村改厕产品，加大

农村改厕产品市场监管力度，适时组织开展打击质量低劣产品行

动。实施集中采购的，要以县为单位开展厕所化粪池等产品供货

商审核选择，发布供货商及产品名录，指导村组、农户在名录范

围内采购产品，并对材料设备进行现场抽样送检，由专人或专门

机构负责质量把关。要严把施工质量关，统建厕所要由培训合格

的施工人员严格按标准要求进行改厕，农户自建厕所要在专业技

术人员指导下施工。要严格落实农村改厕技术指导员制度，每个

行政村明确 2 名以上改厕技术指导员，全程跟进指导施工人员进

行改厕作业。要严把竣工验收关，严格按照《云南省农村厕所改

造建设验收办法（试行）》，及时对改造建设完工厕所进行验收，



鼓励由政府、农民、第三方等联合进行逐村逐户验收，将运行使

用效果和群众满意度作为验收重要内容，验收后适时进行抽查。

六、项目实施成效

农村“厕所革命”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举措，作为

重要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文明工程，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户厕

和行政村所在地村公厕无害化改造建设，全面提升农村厕所改建

品质和管理质量，引导农民群众养成良好如厕和卫生习惯，切实

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地制宜采用工程措施与生态

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对农村

厕所粪污进行有效处理。积极推行粪污无动力处理、沼气发酵、

堆肥和有机肥生产等实用技术模式，推动农村厕所粪污资源化利

用和污水达标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