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水处理工来年工作计划(模板5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计划很难写？以
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污水处理工来年工作计划篇一

为深入落实《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xx-2020年）》、《市碧水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xx-2020）》和《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要求，完
成20xx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任务，结合我县实际，制
定本实施方案。

20xx年11月底前，全县完成22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和55个村庄的生活污水管控任务。

（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2.采用集中式污水处理站污水治理模式的村庄共16个，涉及6
个镇，建设10座集中式污水处理站，为每个污水处理站配置2
辆吸污车对农户厕所污水进行收集，运往集中式污水处理站
进行二次集中处理。为以上16个村庄每个改厕农户配置一个
盥洗水收集桶，用于日常盥洗水的收集、储存，冲洗厕所，
其余部分进行院内洒水抑尘或浇菜、浇花、浇树等方式进行
原位消纳。

（二）农村生活污水管控

55个生活污水管控村庄，要通过铺设便道沟等措施手段，实



现村庄干净整洁，街道没有残存污水，污水横流乱象基本消
除，农村生活污水有效管控水平明显提升。

农村生活污水管控任务为45个村庄，共涉及7个镇，分别是
镇6个村，镇9个村，南韩镇4个村，南阳堡镇2个村，平固店
镇16个村，胜营镇9个村，十里铺镇9个村。

县生态环境分局对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工作牵头协调
并做好技术指导，要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纳入日
常工作；县财政局负责保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资金及后
期运行维护费用；各镇政府是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负责农
村集中式污水处理站建设选址及村庄宣传工作。各单位要加
大力量的投入，按时保质完成污水处理站建设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成立农村生活污水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由县政府副县长同志担任，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
分局、县财政局和各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各镇要切实
发挥主体作用，各镇镇长是第一责任人，主管副职是直接责
任人。各镇要明确主管领导具体负责，做好日常工作协调，
建立长效机制，制定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制度，督导各村
做好配合工作，确保“建成一个、运行一个、见效一个”。

（二）加大协调配合。县各相关部门要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建设项目简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财
政部门要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县生态环
境分局要加大对农村企业污水排放督导检查力度，严禁通过
暗管、渗井、渗坑、灌注等方式排放污水，不得直接将农村
小企业生产废水等非生活污水接入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三）强化督导调度。县政府督查室联合县农业农村局、县
生态环境分局组成督查组，对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进行联
合督导检查。对工程进度实行每周通报、每周排名。排名最
后的镇，全县通报批评，并追究包村干部及村两委责任。



污水处理工来年工作计划篇二

用化粪池的方式治理无畜禽养殖的分散农户生活污水。用沼
气池的方式治理有畜禽养殖的分散农户生活污水。用人工湿
地的方式治理集镇生活污水。

（一）建设三格、四格式化粪池。一般来说对无畜禽养殖的
分散农户生活污水用三格、四格式化粪池进行治理，粪液用
作农肥。此项工作主要是通过改水改厕来实现，建造标准与
农村改厕标准相一致，由区爱卫办解释。

（二）建设沼气池。对有畜禽养殖的分散农户生活污水一并
通过沼气池处理，沼液、沼渣用作农肥，建造标准与农村沼
气池补助标准要求相一致，由区农林水利局解释。

（三）建设人工湿地。对于人口相对集中地区，分散农户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沼气池初步处理后，出水再经氧化塘或人
工湿地深度处理，确保达标排放至水体。

（一）制定方案。7月底前四镇要制定农村污水处理专项工作
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运作模式和保
障措施。

（二）宣传发动。7月底前四镇要召开一次农村污水处理专项
工作动员会，安排部署农村污水处理工作。

（三）实施建设。8月至11月为实施阶段，11月底前全面完成
农村污水处理工作目标。

（四）全面验收。12月底前对各镇农村污水处理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验收。

（一）组织保障。成立岳麓区农村污水处理体系建设工作小
组，于新凡同志任组、苏春光同志任副组，区政府办、区财



政局、区农林水利局、区环保局、区爱卫办以及四镇行政正
职为工作小组成员。工作小组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和监督。

区财政局负责筹集安排专项资金；区农林水利局负责抓好沼
气技术指导，沼气池资金申报，推进沼气服务体系建设；区
政府办、区爱卫办负责农村改厕的申报、监督、指导工作；
区环保局配合其他部门做好全区农村污水处理体系建设工作
的技术指导和宣传培训。

（二）资金保障。农村污水处理工程经费通过申报改厕、沼
气池补助、申请环保专项资金等措施筹措资金，区财政按照
改厕和沼气池建设的补助标准提供资金配套，并设立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专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对各镇给予资
金奖励支持，同时加大对各级下拨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
确保专款专用。

（三）考核保障。农村污水处理作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要
内容纳入区年度绩效考核范畴，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
则，将项目实施分解到各责任主体。工作小组对农村污水治
理实施情况按月督查通报，年终统盘考核。未完成目标任务
的，在项目支持和资金安排上予以限制，并不予评优评先，
降低考核等次，给予通报批评。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要明确由行政一把手亲自负责，
并抽调人员成立专门办公室。村组由村支部书记任第一责任
人,并成立组织机构具体抓落实。

（二）加大宣传力度。各镇要召开各级动员大会，明确目的
和意义，广泛动员。运用报纸、电视、广播、传单、宣传栏
等媒体，指导村民进行化粪池、沼气池建设工作，提高各级
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监督，
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三）加大工作力度。区爱卫办和区农林水利局要进一步加



大农村改水改厕和农村沼气池建设进度，力争多申请改厕和
沼气池建设指标；区环保局要加快人工湿地建设步伐；区财
政要确保资金到位；各镇要认真履行责任主体义务，全力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并促进农村改厕工作、沼气池建设
工作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有机结合，确保目标任务完成。

（四）加强信息报送。建立层级信息管理和报送机制，各镇
要快速、准确向工作小组报送相关信息，确保问题和困难及
时发现，及时解决。

污水处理工来年工作计划篇三

为加快推进生态县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改变农村生活
污水无序排放现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和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创建省级和国家级生态县为目标，
以农村环境整治为重点，根据《安徽省郎溪县生态县建设总
体规划》和《郎溪县生态县创建实施方案》的要求，全面治
理农村生活污水，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我县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生态郎溪。

(二）工作目标

20xx年底乡镇建成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60%以上，20xx年
底乡镇建成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80%以上，对新农村建设
综合示范点、人口集中的中心村生活污水污染问题进行达标
治理，改变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现状，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确保按期完成省级和国家级生态县创建目标任务。

(一）治理对象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对象为未纳入县城区、郎溪经济开发区污
水处理系统的全部农村地区。

污水处理工来年工作计划篇四

20xx年，胶州市实施全域治理，加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投入，
首次提出彻底入户改造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理念，从源头上
彻底实现雨污分流，做到厕所污水、厨房、盥洗污水全部收
集处理，叫响了“胶州模式”。在治理过程中，坚持典型示
范、以点带面的工作方式，边施工、边总结，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设计、施工、监理、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工作流程方
案，为后期开工村庄提供了宝贵经验。建立“一村一
策”“一户一策”工作台账，创新建立3项制度，确保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稳步推进。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还存在以下
不足：一是没有坚持“建管同步”，对已建成的污水收集处
理设施没有及时的交付第三方进行专业化运营管理；二是村
民对庭院收集池、院内施工接受度较低，村庄入户难度较大；
三是采用集中拉运方式进行治理的村庄较多，后期拉运费用
较高。

到20xx年年底全市累计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村庄592个，
占应治理村庄的80%。20xx年计划新增治理村庄294个，其中：
建设污水处理站32个，占比；集中拉运231个，占比；纳管31
个，占比。20xx年计划改造升级村庄2个，均采用集中拉运治
理方式。

到20xx年年底，重点区域累计完成治理村庄38个，完成率。
其中，生态敏感区累计治理村庄11个，完成率100%；试点示
范区累计治理村庄28个，完成率。现有农村黑臭水体涉及
的19个村庄，100%完成生活污水治理。完成13个镇（街道）
驻地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率。

到20xx年年底，胶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信息化管理平台及



配套设施全部建成。

20xx年，计划投资9亿元，完成294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程和2个村的改造升级建设。

20xx年农发行贷款亿元，20xx年计划从农发行融资亿元。

胶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实施采取了设计一招标一建
造模式(design-bid-build-method)。此模式具有管理方法成熟、
合同文本标准化程度高、程序运行规范性强等优点。参与项
目管理的各方人员对合同条件、运用程序十分熟悉。也可分
阶段自由选择咨询设计人员、监理人员，项目管理的风险相
对较小，是目前重大民生工程最为通用的项目管理模式。

在该模式下，青岛胶州城建环卫有限公司委托有相应资质的
咨询、设计单位进行项目前期的立项分析、可行性研究等工
作，然后进行项目评估和项目设计。在设计阶段进行施工招
标文件准备，之后进行项目施工招标，由青岛胶州城建环卫
有限公司与中标单位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合同，采取平行承发
包的方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青岛胶州城建环卫有限公司
通过其代表与咨询方和承包方联系，负责项目管理，授权监
理单位进行项目监督和管理。市建发集团组建专业团队，负
责后期统一维修、维护以及运营工作。

20xx年，胶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计划4月份开工，9月
底前全面完工，11月底前全部完成验收。

（一）加强组织领导

1.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进度。

2.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负责牵头做好迎接上级检查、
考核等工作，对日处理20吨以上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水
质监督监测。



污水处理工来年工作计划篇五

为扎实推进全镇农村污水建设与管理，进一步补齐我镇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收集、处理、运行、管理等方面的短板，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切实扛起我镇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根据县统一部署，结
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加强统筹规划，
打破村（社区）界限，突出重点区域，完善标准体系，选择
适宜模式，强化管护机制，加快融合发展，全面推进全镇农
村污水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打造美丽xx。

(二)基本原则

1、政府主导，共同参与。加强政策引导，统一顶层设计、统
一规范标准、统一管理要求，镇、部门、村（社区）联动协
作、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的环保
意识，引导群众参与建设和维护管理。

2、因村制宜，分类治理。坚持应收尽收、治管兼顾，综合考
虑村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污水产排现状、生态环境
敏感程度、受纳水体环境容量等实际情况，综合评判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村制宜确
定治理模式和处理工艺，优先考虑资源化循环利用。

3、试点先行，全面推进。以饮用水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为重
点，注重近期和远期相结合，按照“典型示范、以点带面，
先急后缓、全面覆盖”的原则，合理确定治理目标任务，突
出重点村（社区）和重点任务，科学排布力量和资源，整体
统筹、分批推进，以试点先行带动整体有序铺开。



4、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打破村（社
区）界限，实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运行、统一管理，实现生活污水设施运营管护规模化、专
业化、社会化、智慧化，确保各类设施建成后长期稳定正常
运行。

实施范围：全镇xx个村（社区）农村污水治理项目。

力争到20xx年底，全镇农村生活污水收集治理率
达100%，20xx年实现农村污水治理巩固提升。

(一)制定治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