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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实施方案

（编制大纲）

申报地区（政府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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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工作的实施，各申报城市

应编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基本情况

城市以及项目所在县（市、区）自然经济社会等基本情

况。

农村黑臭水体及相关工作基础情况，包括农村生活污水

垃圾治理、农村水系治理、农村厕所改造、农业污染治理等

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农村黑臭水体分布情况、水质情况、目

前治理情况、存在的问题等。

黑臭水体治理分析论证，包括可行性、必要性、代表性，

治理模式、长效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性和示范性。

二、现状调查及原因分析

（一）现状调查。水文条件调查，包括水体边界范围、

水面大小、岸线情况以及水体与周边水系的连通关系等；水

质现状调查，包括水质状况和变化趋势等。

（二）成因分析。对农村黑臭水体的污染来源进行定性

定量分析，明确主要污染来源，识别出导致水体黑臭的突出

问题。

三、治理范围和目标

（一）治理范围。拟治理黑臭水体涉及的县（市、区）

名称、乡镇数量、行政村数量、受益人口数量等。其中，为

避免试点工作对部分地区财政造成负担，试点不支持地方政

府债务高风险的地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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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理目标。根据试点工作要求，结合地方实际，

提出合理的治理目标和指标，包括黑臭水体消除数量及比

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等量化指标。

（三）实施期限。明确实施期限、年度目标任务等，原

则上项目实施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四、治理措施和技术路径

按照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求，遵循适用性、

经济性、综合性和长效性等原则，根据污染成因因地制宜明

确技术路线，确定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系连通、水生态

修复等工程措施，实现“标本兼治”。

（一）控源截污措施。与农村生活污水、面源污染、农

村改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有效衔接、统筹推进，解决垃

圾乱堆乱放、畜禽粪污污染、水产养殖污染、生活污水等直

排入河问题。

（二）清淤疏浚措施。确定合理的清淤范围和深度，降

低黑臭水体的内源污染负荷，避免底泥污染物向水体释放。

（三）水系连通措施。疏通河道，整治断头河和封闭性

坑塘，增强水体流动性和自净能力。

（四）水生态修复措施。在实施好控源截污的基础上，

针对岸线和水域，开展湿地、缓冲带修复等生态修复。不得

将“华而不实”的景观、道路硬化、绿化工程等作为生态修

复措施。

在未做好控源截污的情况下，不得将河道内原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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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撒药剂、调水冲污等方式作为主要治理措施。避免对具有

防洪排涝、蓄水、生态、景观等功能的水体采用简单填埋或

加盖方法进行治理。

五、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一）工程投资估算。按照各项治理措施类型，列出农

村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内容、规模、成本测算，制定年度实施

计划，明确工程建设总投资和年度投资。

（二）运维资金测算。按年度测算各类治理设施运维所

需资金。

（三）资金筹措。明确建设资金和运维资金的筹措渠道，

以及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内容。说明拟申请中央财政资金、地

方财政和其他各类资金的额度及比例。明确项目运行管护经

费保障，鼓励建立农户合理付费、村级组织统筹、政府适当

补助的制度。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实施。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开展的组织措施，

包括规划制定、责任分工、项目立项、人力财力保障等措施，

确保治理任务目标如期完成。

（二）监督管理。建立的信息公开制度，对农村生活垃

圾、养殖污染、农村企业偷排等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对已

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水质的定期监测。对方案设计、材料检

验、施工监理、工程验收、移交等全过程开展的监管。

（三）运行维护管理。水体日常管护，对污水垃圾处理



5

等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的长效机制，包括责任单位、经费

来源、考核评估要求等。

七、附件

1.农村黑臭水体清单表及项目分布位置图。

2.主要工程项目清单。

3.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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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农村黑臭水体清单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1. 农村黑臭水体清单表内容与监管清单一致。

2. 水体编号采用“省市县行政代码+四位流水号 0000”的形式。

3. 涉及的自然村：是指黑臭水体所在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村名称。

4. 水体名称命名应便于找到此水体，例如 XXX村 XX便利店东侧 100米。

5. 水体类型按照河、塘、沟渠填写。

6. 河湖长信息包括河湖长姓名、所在单位、职务、联系电话等信息。

7. 水域面积、长度和宽度，主要是指水体黑臭段，非整个水体的水域面积、长度和宽度。

8. 地理位置信息包括黑臭段起点、终点名称及经纬度，非整个水体经纬度。经纬度信息可通过奥维定位系统现场获取，按度分秒形式填写。

9. 水质监测指标均值：有条件开展水质监测的地区填写此项。

10. 主要污染问题包括：a.农村生活污水污染；b.畜禽养殖污染（注明规模）；c.水产养殖污染；d.种植业污染（若为堤防管理范围内种植请注明）；

e.企业排污；f.生活垃圾和生产废弃物污染；g.底泥淤积；h.农厕粪污污染；i其他污染问题等。分析黑臭成因，如实填写一种或几种农村黑臭水体形成原

因（填写序号）。造成污染最主要的原因务必置于首位。

11. 已开展治理工作的，请说明情况，包括采取的治理措施及治理进展。

序

号

省

(区、

市)
市

县

(市、

区)

乡

镇

或

街

道

行政村
水

体

编

号

水

体

名

称

水

体

类

型

涉

及

的

自

然

村

河

湖

长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水域

面积
(m2)

长
(m)

宽
(m)

黑

臭

段

起

点

起

点

经

度

起

点

纬

度

黑

臭

段

终

点

终

点

经

度

终

点

纬

度

水质监测指标均值

主要

污染

问题

是否

开展

治理

治理

进展名

称

人

口

面

积
(k
m2

)

透明度
(cm)

溶解氧
(mg/L)

氨氮
(mg/L)



7

附表 2

主要工程项目清单

序

号
黑臭水体名称

所在地点（县/

乡镇/行政村）
污染成因 治理措施

工程（设施）

数量及规模

总投资（万

元）

拟申请中央

财政资金

（万元）

其他资金

（万元）
备注

**县（市区）

合计

注：1.污染成因包括：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粪污、水产养殖、种植污染、工业废水、底泥污染、其他污染等。

2.治理措施包括：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系连通、生态修复等。

3.工程（设施）数量及规模需简要说明工程内容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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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所属专项

中央主管部门 省级财政部门

省级主管部门 具体实施单位

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总投资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质量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时效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成本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

绩 效 经济效益 指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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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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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益

指

标

指标 指标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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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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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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