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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坚持共建共享理念

持续推动健康乡村建设

2024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充分践行共建共享理念，大力发

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和动员群众优势，扎实推进农村“厕污垃”

一体化治理，部署开展“清洁家园”专项行动，科学实施中央预

算内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持续推动健康乡村建设。

一、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坚持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以农村厕所

“小切口”，带动农村人居环境“大改善”，全面助力健康乡村

建设。

（一）实施一体化治理。2024年争取中央奖补资金 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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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加 53.2%，建改农村户厕 19.06万座，全省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 66.3%。开展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协同治理试点，

支持建设集中改厕处理设施 179个。

（二）开展常态化督导。采取点面结合、统分结合、上下结

合的方式，先后走访 24个县（市、区）、80个村、召开座谈会

23场次、访谈 700余人，研究统筹推进农村“厕污垃”工作的具

体措施。委托第三方对 40个县（市、区）农村厕所革命财政奖补

资金进行审计及绩效评价。抓好洪湖流域中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加大资金倾斜力量，开展驻点技术服务指导，破解环湖吊脚

楼改厕等难题。

（三）运用数字化赋能。优化完善“湖北省户厕信息服务系

统”，设立一键申请改厕、一键生成档案等功能，简化系统操作

流程，让基层使用更加方便。对 2018年以来全省各地户厕建改数

据、信息进行核对校正，确保系统数、台账数、实际数相一致。

二、常态化开展“清洁家园”行动

因地制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部署实施“清洁家园”专项行

动，聚焦村庄环境卫生问题，广泛动员群众“扫干净、码整齐、

清通透”，累计发动群众投工投劳 300多万工时，清理“三堆两

垛”（沙土堆、粪便堆、杂物堆、柴草垛、砖石垛）近 140万个、

整治“三乱”（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拉乱接）57多万处，全

省村庄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卫生，广大农村更加美丽宜居，沙

洋县、麻城市、秭归县、房县被评为 2023年度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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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县。

（一）聚力“扫干净”，做到全域全面持续推进。指导各地

突出清理死角盲区，由“清脏”向“治乱”拓展，由村庄面上清

洁向村庄周边拓展。聚焦湖库周边、河道两岸、道路两侧、田间

地头、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和废旧农膜、

农药瓶、编织袋等农资包装物、生产废弃物和白色污染物，全面

清理“三堆两垛”，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二）聚力“保常态”，实现村庄长期干净整洁。指导各地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村庄由一时清洁向保持长效清洁转变，

由阶段整治向常态化开展转变，确保村庄常年保持干净整洁有序，

避免反复反弹。健全专业化的保洁机制，落实日常保洁费用，建

立专兼职保洁员队伍，增加保洁公益岗位，探索推广社会化服务

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城乡一体化保洁机制，一把扫帚扫

到底。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机制，把“清洁家园”行动与

农村改厕、污水处理等统筹推进。

（三）聚力“改习惯”，引导农民转变生活方式。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头、进村入户宣讲、举办知

识讲座、典型展示展览等方式，加强农民教育引导，从源头上减

少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文明行为。将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结

合，完善村规民约，因村制宜建立和完善“门前三包”、积分兑

换等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和群众自我监督，由表及里，潜移默化

转变农民生活方式、摒弃陈规陋习，让绿色低碳理念化风成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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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实施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

2024年，争取中央预算内农村人居环境项目资金 2.2亿元，

较上年增长 37.5%，支持我省 11县（市、区），开展农村生活污

水垃圾治理和改善村容村貌，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加快

健康乡村建设。

（一）开展专题培训，提升业务能力。为确保项目县高质量、

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组织对 2024年度乡村振兴专项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项目法人及具体经办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通过现场教学

等方式，深入解读项目组织实施、项目监管、后期维护等关键环

节的具体流程和标准要求，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实操

能力。

（二）认真组织实施，规范建设流程。在项目推进的重要节

点，先后印发 2份工作提示单，明确省、市、县各相关部门职能

职责，指导项目县建立项目建设管理工作机制、项目运行维护机

制；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承包制、工程建设监理制和

合同管理制管理。从制度层面确保项目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三）严格过程管控，确保项目质效。压紧压实项目法人责

任，从项目立项、开工、建设到投用，做到“三到场”；充分运

用共建共享理念，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发动受益农户参与施工

全过程监管，确保高质量推进；按月调度项目进度，指导项目县

按时将开工、投资完成、形象进度等数据，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

目库报送国家发改委，实现项目进度实时跟踪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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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全国爱卫办，省爱卫会成员单位

委领导，委机关各处室、各直管单位；各市、州、县卫生

健康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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