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郑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年度主要目标分解表

类别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农村厕所改造及厕所
粪污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村容村貌 村庄规划管理 管护机制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新 密 市
巩 义 市
登 封 市
荥 阳 市
新 郑 市
中 牟 县
按 省 里
文 件 规
定 均 属
于 一 类
区域

新 密
市、 新
郑 市 和
荥 阳 市
通 过 省
级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达 标 验
收。 积
极 推 进
新 密 市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和
资 源 化
利 用 试
点 工
作。

中 牟
县、 登
封 市 通
过 省 级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达
标 验
收。 选
择 一 个
县(市)
开 展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和 资
源 化 利
用 试
点。

全 市
90% 以
上 的 村
庄 生 活
垃 圾 得
到有 效
治 理 并
通 过 国
家 验
收。 所
有 乡 镇
普 遍 开
展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和 资 源
化 利 用
工 作。
全 市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到
90%,
农 村 地
区 危 险
废 物 无
害 化 利
用 处 置
率 达 到
95%。

开展 农 村
户用 无 害
化卫 生 厕
所改 造 工
作,新 密
市 苟 堂
镇、新 郑
市 梨 河
镇、中 牟
县 刁 家
乡、荥 阳
市广 武 镇
等4个 试
点镇 年 底
前完 成 户
用无 害 化
卫生 厕 所
改 造。 每
个乡 镇 新
建(改 造)
公厕2座
以 上,总
计新 建 改
造乡 镇 公
厕 148
座。

结 合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工 程 建
设,集中
开 展 规
划 保 留
村 的 户
厕 改 造
工作。

全 市 基
本 完 成
农 村 户
用 无 害
化 卫 生
厕 所 改
造,厕所
粪 污 基
本 得 到
无 害 化
处 理 或
资 源 化
利用。

五 县
(市 )、
二 七 区
基 本 完
成 364
个 规 划
保 留 村
的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任
务。

五 县
(市 )基
本 完 成
235 个
规 划 保
留 村 的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任
务,巩义
市 开 展
规 划 保
留 村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工
作。

巩 义 市
继 续 开
展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工作,
规 划 保
留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率
达 到
50% 以
上。

启 动 村
容 村 貌
提 升 试
点 工
作。 完
成 农 村
四 好 公
路 建 设
130 公
里 以
上。

加 强 村
组 和 入
户 道 路
建 设,
加 强 村
庄 硬
化、 绿
化、 亮
化、 完
善 村 庄
公 共 照
明 设
施, 整
治 公 共
空 间 和
庭 院 环
境, 深
入 推 进
城 乡 环
境 卫 生
整 治 行
动, 村
容 村 貌
有 较 大
提升。

所有行
政村通
硬化路,
乡村绿
化率打
到30%
左右。
完善村
庄公共
照明设
施,实
现村庄
主要街
道和公
共活动
场所夜
晚有照
明,亮
灯率达
到90%。
国家省
级卫生
乡镇数
量达到
全市乡
镇总数

的25%,村
容村貌显
著提升。
完成400
公里农村
公路建设

所 有 包
含 乡 镇
农 村 的
县 市 启
动 县域
乡 村 建
设 规 划
编 制 或
修 编,
50% 以
上 行 政
村 启 动
实 用 性
村 庄 规
划 编 制
或 修
编。

80% 以
上 的 县
市 完 成
县 域 乡
村 建 设
规 划 规
划 编 制
或 修
编, 并
通 过 市
级 规 划
主 管 部
门 审
查;
50% 以
上 行 政
村 完 成
实 用 性
村 庄 规
划 编 制
或 修
编, 其
余 行 政
村 启 动
编 修 或
修编。

县 域 乡
村 建 设
规 划 和
实 用 性
村 庄 规
划 全 覆
盖, 村
庄 规 划
管 理 覆
盖 率 达
到80%
以上。

总 结 试
点 经
验, 研
究 生 活
垃 圾、
厕 所 粪
污、 生
活 污 水
等 各 项
管 护 长
效 机
制。

管 护 长
效 机 制
初 步 建
立。

管 护 长
效 机 制
进 一 步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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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郑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部门责任分工

序 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部门责任

1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市城管局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市环保局 规范处置农村工业固体废物和工业生产废水。

市农委 农业生产废弃物利用、处理。

市城管局、市农委、市环保局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重点治理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围坝、工业污染“上山下
乡”。

2 开展厕所粪污治理

市城管局、市建委、市爱卫办 农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及厕所粪污治理。

市畜牧局 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市城管局、市环保局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市水务局 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长制、湖长制管理;河塘沟渠疏浚。

市水务局、市环保局 尾水回收利用,采取综合措施恢复农村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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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村容村貌

市建委、市妇联 整治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

市爱卫办 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市建委、市文广新局、市农委
弘扬传统农耕文化,提升田园风光品质;提升农村建筑风貌;加强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保护。

市林业局 组织和指导植树造林、湿地恢复等活动,建设绿色生态村庄

市建委、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村庄公共照明设施建设和供电服务。

市交通委 农村四好公路建设,通村组入户道路建设。

5 加强村庄规划管理 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农委 加强村庄规划管理,鼓励推行多规合一。

6 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

市城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
局、市环保局、市农委、市林业局

推行环境治理以效付费制度,健全服务绩效评价考核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
垃圾、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完善财政补贴和农户付费合理分担机制;支持村级组织和
农村“工匠”带头人等承接村内环境整治、村内道路、植树造林等小型涉农工程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审批和招投标程序。

7 强化政策支持

市财政局、市农委、市环保局、市水
务局、市交通委、市畜牧局

加大政府投入,统筹各项资金来源,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支持力度。

市金融办 协调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

  注:责任单位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其他为配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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