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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城中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行动方案

（2024-2027年）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的意见》，推进城中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补齐城镇污水治理

短板，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向农村延伸，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思路

与城镇污水管网提升改造行动相结合，全面推进城镇建成

区内村庄和城镇开发边界内其他人口集聚村庄（以下统称城中

村）的生活污水纳厂治理，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力争用 4

年时间，基本实现城中村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全面纳入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初步建立城乡生活污水一体化治理体系。

二、工作目标

2024年全面启动城中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推动城中村生

活污水纳厂处理率达 65%。2025年，全面推进城中村内雨污分

流改造和城镇污水管网向城中村延伸改造，城中村生活污水纳

厂处理率、农户覆盖率均达 80%。到 2027 年底，除符合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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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案要求的暂不实施纳厂治理村庄外，其他城中村全面完成

雨污分流改造、生活污水全面纳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推动有

条件的地区向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庄延伸，因地制宜扩大纳厂

治理村庄范围。

二、主要任务

（一）编制治理实施方案

2024年 7月至 9月，各县（市、区）在全面排查评估的基

础上组织编制县域城中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并同步修编城镇污水管网提升改造方案，于 9

月底前一并报省建设厅。

1.全面开展排查评估。2024年 7月至 8月，结合“三区三

线”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城镇污水管网提升改造方案确定的

建成区范围以及城镇供水企业向村庄延伸供水数据，梳理确定

城中村清单。对城中村清单中的行政村，逐一确认村庄内每栋

房屋与现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对应关系，全面调查生活污水

产生、排放情况和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准确测算周边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处理能力，综合评估城中村生活污水纳

厂条件、改造方式、实施周期等。

2.科学编制实施方案。2024年 8月至 9月，根据排查评估

情况编制实施方案，按照以下原则确定改造建设任务：已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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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厂条件的城中村，利用和改造现有处理设施，争取近期实现

生活污水纳厂；人口较为集聚但远离城镇污水管网的城中村，

同步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延伸改造和村庄内污水管网改造，到

2027年底前逐步实现生活污水纳厂；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

不足、难以容纳城中村生活污水的，结合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提

升需求，加快扩建或者新建城镇污水处理厂。

具有以下情形的城中村可以暂不实施纳厂治理，但应严格

落实有效治理措施：人口较少且远离城镇污水管网，或者存在

铁路、国防光缆穿越等特殊情况导致城镇污水管网难以延伸的

城中村，按照污水收集到位、雨污分流彻底、处理出水达标的

要求改造或者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027年底前计划拆

除的城中村，采取污水外运等措施实施管控，确保看不到污水

外流、闻不到污水臭味、听不到村民怨言。

3.合理确定年度计划。将城中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与城镇

污水管网提升改造统筹考虑，按年度分解落实目标任务，将生

态环境敏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关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披露问题、各类督查检查反馈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城

中村作为重点，优先安排改造建设项目。

（二）推进设施改造建设

各县（市、区）以实施方案和年度计划为基础，每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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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确定次年实施的城中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改造建设项目

清单，报省建设厅。

4.加快推进管网建设。城中村内新建、改造污水管网按照

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标准设计和施工，改造项目要充分利用现有

管网，针对短板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措施；城中村周边的

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建设，应充分考虑城中村生活污水纳厂处理

水量，并在村庄外围预留纳厂接驳井。结合农房改造行动实施，

引导和支持农户实施户内排水设施雨污分流改造；加强新建、

改建、扩建农房管理，指导农户按照雨污分流要求建设户内排

水设施并纳入竣工验收内容。

5.严格加强排水管理。实施纳厂治理的城中村内从事工业、

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

简称排水户）污水排入管网，应当依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条例》的规定设置排放口并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和水质、水

量检测设施，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县（市、区）有

关部门要加强监管执法，对不符合要求的排水户督促采取措施

限期整改。

（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6.全面落实运维责任。城中村污水管网实施纳厂改造后，

纳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管理，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依法确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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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单位，涉及更换原运维单位的，妥善做好交接。城中村内封

闭管理的居住区（或者园区）内部污水管网等处理设施，鼓励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园区管理单位）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

者其他专业单位实施运维管理。

7.持续提升管理水平。运维单位按照运维标准加强日常管

理，建立健全巡查、养护、检测、维修等运维台账，保障城中

村生活污水正常收集和输送至城镇污水处理厂。协同推进城镇

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数字化建设，指导运维单位迭代升级企业

管理系统，加快实现政企数据互通、业务协同。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在城中村污水纳厂接驳井设置数据采集和分析设备，及时

发现和闭环处置问题，提升污水处理设施运维质效。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市、区）要高度重视城

中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明确牵头部门和实施单位，建立健全

工作协同推进机制。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负责实施城镇污水管网

延伸改造以及对接城中村内污水管网，将实施纳厂改造后的城

中村内污水管网纳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管理范围；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主管部门负责实施城中村内污水管网改造以及与

城镇污水管网的对接，指导原运维单位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

维单位移交有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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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督促指导。城中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已纳入环

境质量提质进位工作“三张清单”和美丽浙江建设考核指标体

系，市、县（市、区）有关部门要采取调研督导、技术帮扶等

措施，加强对城中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工作的督促指导，推动

工作落细落实。

（三）加强宣传服务。各地要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中

村生活污水纳厂治理的意义和作用，动员村民主动参与、积极

配合，推动完善村规民约，培养良好用水习惯，从源头上减少

污水乱排。组织专家送技术、送服务下乡，为污水处理设施评

估诊断、改造提升、运维管理等提供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