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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村厕所革命典型范例

1.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深化数智赋能 共享优质服务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从 2015 年起实施“美丽吴兴”专

项行动，把农村公厕服务大提升作为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的

一项基础工程、文明工程和民生工程来抓。聚焦全域美丽、

推动共建共享有“广度”，高标准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以便

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为基本要求，系统

推进农村公厕提档升级。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建管服务有“温

度”，建立以区政府为责任主体、乡镇政府为管理主体、村

级组织为落实主体、农户游客为受益主体、保洁单位为服务

主体的“五位一体”农村公厕建管服务体系，创建一批标准

化公厕，推行优质服务。强化数字改革、推动整体管理有“维

度”，创新智慧管理手段，完善“一厕一档一表”档案信息，

搭建农村公厕大数据管理平台，为每个农村公厕定制“身份

二维码”，探索“线上+线下”农村公厕数字服务“吴兴模式”。

2.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三年完成农村公厕改造 探索

厕所革命“吴江模式”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针对民营企业聚集、外来人口众多

的特点，以农民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从 2020 年开始，用

三年时间完成农村公厕改造。坚持科学规划，对全区 8 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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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210 个行政村的公厕建设现状开展调查分析，深入 1000

多个自然村收集群众关于公厕建设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

出台农村公厕布点规划，明确规划目标、现状评估、建设计

划、建设改造标准等。注重优化制度，建立健全长效保洁维

护机制，制定了一套完整、科学、规范的标准化公厕保洁工

作流程——“十步保洁法”，即保洁前准备、清理垃圾桶、

清理蹲便器、清理小便器、清理厕内墙面、清理厕内地面、

清理水池镜面、清理外部环境、定期消毒杀虫、整理工作记

录等。培育文明乡风，将“建（改）农村公厕引领文明乡风”

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通过送戏下乡、发放宣

传册、制作微视频等多种形式，推动农村形成支持厕所革命、

践行文明如厕习惯的浓厚氛围。

3.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全面推行

“首厕过关制”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全面推行“首厕过关带动每厕过关”

工作机制，高质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坚定一个目标，围绕

“基本实现农村无害化厕所全覆盖”，落实“一把手”负责

制，专门成立市“两治”办（治厕治垃圾），实行群众参与、

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建设方式，对改厕工作一周一调度、

一月一排名、一季一点评。推行一个理念，以首厕过关划定

标准线，在宣传发动、组织筹划、项目准备、工程实施、项

目验收、项目运维等 6 大阶段制定标准化操作流程，在勘察

设计、现场施工、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等 16 个关键环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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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规范化质量控制体系。建立一个机制，严把施工质量关、

工程进度关、厕所验收关，建立专职化改厕监管队伍，选优

配强市镇村三级改厕监管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查，建立落实

“施工方—村—镇—市”逐级验收制度，确保建一个好一个；

建立政府引导、群众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长效管护机制，

依托全市 3.2 万名党建“微网格长”定期开展入户宣传和回

访。

4.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六抓六强化”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坚持农民主体、因地制宜，突出“六

抓六强化”举措，全面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一抓统筹谋划、

强化分工精准性，建立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

区、镇、村三级成立专项小组或工作专班。二抓规划引领、

强化布局科学性，把农村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村内道

路硬化、村庄清洁行动等统筹规划、统筹建设、统筹管护，

全面提升乡村风貌。三抓分类实施、强化甄选多样性，充分

尊重农民意愿，综合考虑地理位置、生活习惯、基础设施配

套等因素，精准实施“一厕一景一方案”。四抓质量管控、

强化执行规范性，印发《增城区关于按标准规范建设乡村公

厕的通知》，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和现场巡查。五抓创新管理、

强化管护长效性，探索推行“以厕养厕”，通过在乡村公厕

投放商业广告、安置购物机等方式营收，营收所得全部用于

补贴公厕运营。六抓问题摸排、强化整改针对性，通过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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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实地核查等方式，全面摸排问题，分级分类整改。

5.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坚持“四度”而为 农村厕所

换新颜

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积极探索适合丘陵地区的农村改

厕新路径。注重宣传发动、增加群众认可度，采取会议动员、

上门宣讲、发宣传单、播视频短片、现场参观、文艺作品展

演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激发农民改厕意愿。实行资金补助、

点燃群众热情度，坚持先建后补、建后即补，通过市场走访、

工程评估、建后反馈，综合评判最终确定补助标准。坚持因

户施策、提高群众满意度，科学制定多种建设模式及相应的

补助方案，让农户自主选择，不搞一刀切；坚持先示范再扩

面，从基础条件好的地方改起，不搞一哄而上。做到管护到

位、降低群众焦虑度，根据不同建设类型的厕改模式，组织

业内专家评估研判，针对性制定管护规范，配强管护人员力

量，农户按照每人每月 2 元的标准缴纳管护费用，倡导“谁

使用、谁付费”的治污新风尚。

6.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三链三化”模式推进厕所革

命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通过“三链三化”模式，高质量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统筹“责任链”、保障“高效化”，成立工

作领导小组，形成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农业农村部门牵

头、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协同、各乡镇村落积极实施的工作格

局；将农村厕所革命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暗访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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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月一暗访、双月一盘点、每季一调度、半年一小结、

全年一结账”监督考核机制。治用“循环链”、效能“生态

化”，将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与绿色产业培育结合，在农户

集居区优先建设集中处理工程，依托产业基地续建水肥一体

化利用工程，用于农作物喷滴灌，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全市

新建集中治理工程57处，年资源化利用治理厕所粪污和生活

污水100余万吨。完善“服务链”、管护“精细化”，将全市

17个乡镇（街道）分区划块，明确各区块的服务主体，推行

“点长”负责制，签订服务合同。引入市场机制，推行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培育7个农村公共治污设施经营服务组织、

培训农民网络技术服务人员70多名。设立市、镇、村三级服

务网格，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信息共享、城乡一体的

服务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