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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桓台县健全完善农村改厕规范升级和

后续管护长效机制工作实施方案

为巩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成果，保证改造后的农村卫生厕所长期发挥效益，促

进无害化粪肥有效循环利用，在总结前期我县农村改厕后续管护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山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全完善农村改厕规范升级和后续管护长效机制工作方案

的通知》和《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办字〔2019〕160 号文件健全完

善农村改厕规范升级和后续管护长效机制工作的通知》精神，就我县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后续管护长效机制建设情况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建立健全农村改厕后续长效管护机制，要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有偿

服务的原则，积极探索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运营机制，完善抽厕清运、维护维修、利

用处理三项制度。具体目标：充分利用田庄镇和马桥镇后续管护服务站、索镇沣亿农场、



污水处理厂等，做好厕污集中收集处理；规范升级现有后续处理模式，探索资源化利用方

案，加快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重塑我县“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资金、有监督”

的后续管护机制；在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配套建设农村公厕。

二、基本原则

（一）管护长效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农村改厕日常管理落实到位、设施维修

养护及时到位，避免重复改造和出现环境污染问题。

（二）运作市场化。充分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鼓励企业或个人多方参

与，实行必要的有偿服务，建立完善管护服务价格补偿机制。

（三）农民主体化。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意愿要求，培养农民群众良好的生

活卫生习惯，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改厕后续管理和维护。

（四）责任明细化。厘清县、镇、村各级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形成推进合力。

（五）统筹一体化。要将农村改厕和改水、污水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等统筹考虑，

充分利用现有人员和设备，实现绿色、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

三、工作内容

（一）监督规范管护组织

目前，全县配有 8 家旱厕清运服务公司，8 处管护服务点，25 辆吸粪车，两处厕污

处理中心（马桥镇陈三村和田庄镇胡中村）。各镇要认真总结改厕后续管护经验，监督现

有服务公司按照“十有”标准规范建设：即有场所、有牌子、有车辆、有人员、有电话、

有制度、有经费、有配件专柜、有活动记录、有粪液利用。

在保证后续管护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整合人、车、设施、资源化利用项目等，提升资

源利用率，灵活调配后续过程各个环节，使后续管护运行更具条理性、系统性、价值性。

（二）建立维修服务体系

以镇为单位，设立服务网点，配齐维修工具和厕具零配件，公开服务标准、服务承诺、

服务电话及收费标准，低价有偿向农民群众提供厕具维修服务。在产品、工程质保期质保

范围内出现的质量问题，维修费用由供货企业或者施工单位承担；超出质保期质保范围或

人为损坏的，维修费用由农户承担。



（三）引导农民正确使用

各镇改厕完成后，要制作使用明白纸，坚持节约用水，尽量控制冲厕次数和水量；避

免卫生纸、报纸、菜叶、食物残渣等扔入便器，以免造成堵塞和影响发酵效果；严禁在厕

所内吸烟或使用明火；冬季因地制宜采取有效保暖措施，防止厕具产品和配件发生冻裂；

统一制定热线服务卡，详细标明农户改厕信息及后续管护服务和监督电话，并悬挂在明显

位置。

（四）搞好厕污处理利用

根据省、市“4+N”方式实施清单，结合我县实际，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分类推进。

1.敷设污水管网。已建有污水管网或现有污水管网辐射到的城中村、城郊村、镇近郊

村等，优先考虑改水改厕同步实施，实现粪污与生活污水一体化并网处理；建有小型污水

处理设施的村庄，可根据实际需要增设沉淀池，再次沉淀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设施，实现

达标排放或回用。

2.建设大型三格式化粪池（以下称大三格）。可收集生活污水和粪污，再次发酵后，

最后一格清液可排入污水管网或生态还田，实现粪污完全处理、粪渣堆肥还田、废水就近

利用的“厕污共治”新模式。

大三格建设相关要求：

2.1 选址。以近污水管网、河道，抽运便利等为原则，合理做好规划布点。

2.2 标准。施工标准参照《桓台县 2019 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提升工作实施方

案》中砖砌式三格化粪池相关技术标准，确保不渗不漏。

2.3 数量。无厕污处理中心的镇，每镇至少建设一座大三格。可根据各镇常住人口、

运输距离、厕污产生量等适当增设。

2.4 容积。目前全县改厕 85121 户，预计新增 10000 户，按照总户数约 9.5 万户，

每户每年平均抽厕 2 次，单次抽厕 1.5m³计算，95000 户*1.5m³/次*2 次（年厕污最大总

量）/365 天/8 个=97.6m³，即单天第一格峰值约为 100m³，则大三格容积总量为 300m

³（三格比例 2:1:3）。此数据基于全县整体情况测算，实际操作中，各镇也可依据镇域内

实际改厕户数另行计算后确定。



2.5 收集。大三格主要吸收由抽粪车抽取的户厕厕污，可包含方便收集的生活污水。

2.6 去向。一是由大三格再次发酵后，清液进入污水管网，最终汇入污水处理厂，进

行循环利用；二是液态有机肥（第三格清液）、粪渣堆肥，用于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生态还田，实现粪渣粪液资源化利用；三是大

三格沿河建设、周围无污水管网接入，且群众粪肥需求量不大的，可配套建设小型污水处

理设施或净化槽，实现达标排放。

3.发展现有处理利用模式。马桥镇、田庄镇可提标改造厕污处理中心，实现厕污无害

化处理利用，各镇可以与以上两个中心合作，实行市场化运营。索镇可结合沣亿农场虹膜

处理方式，实现无害化处理、有机肥产出、生态还田。马桥镇、田庄镇、索镇可以同步建

设大三格，多种方式并存，达到最优化处理。

4.探索资源化利用方式。大力推广先进实用的粪液粪渣综合利用模式和生产技术，鼓

励采用多种合作模式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做好粪液粪渣后续利用和水肥一体化结合工作。

（五）筹建智慧管理系统

适时更新管护模式，引进信息化手段，采用智慧化管理。自行开发研制或引进智慧化

管理 APP，提升管护效率，有效确保管护质量，提升村民满意度，规避违规行为，做到精

细化管理，节约管护成本，并可同时形成大数据，且数据管理维护高效便捷。

（六）推进农村公厕建设

按省、市相关建设要求及任务数量，开展公厕新建、改（扩）建和提升工作：

1.做好前期规划。根据各村实际，综合考虑用地、建筑风貌、人员密集程度等因素，

一村一案，以因地制宜、方便实用、建改并行为原则，做好勘查、选址、规划、设计等前

期工作。

2.严控建设质量。各镇是农村公厕建设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施工、项目落地，确保

建成一座、达标一座。具备厕污纳管处理条件的，将污水管网敷设纳入配套工程同步施工，

解决厕污无害化处理问题。



3.提高管理水平。将达标建成的公厕进行编号，并设立责任牌，表明责任人、监督人、

责任范围、管理服务要求等。各镇将公厕管理纳入日常考核，确保建成的公厕整洁、卫生，

提高群众使用率。

四、保障措施

（一）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各镇继续落实主体责任，制定实施办法，切实加强厕污收

运处理、厕具维护维修、厕污有效利用各个环节的组织领导，全过程全方位抓好农村改厕

后续管护工作。严禁出现管道阻塞或漫溢、私拉乱运、随意倾倒等现象，确保厕污管理有

序、应收尽收、及时清运、有效利用，为广大农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健全政策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后续管理资金保障机制，按照政府补助引导、集

体和社会资助、群众自筹相结合的原则，多方筹集改厕后续管护资金。要建立改厕后续服

务专项资金，以政府为主导，建设智慧化管理平台，提高后续管护服务质量，为各镇配套

建设大三格，对抽厕清运服务适当补贴。统筹考虑群众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维修维护缴费

标准。加强对粪液粪渣资源化利用企业的用地、用电、用水、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发展

一批有机粪肥相关企业。

（三）健全监管督导机制。各镇严格按照公开公示程序，村级信息公开到户，镇级信

息公开到村，提高群众参与度，推动改厕工作制度化、透明化。各镇要设立监督举报电话

和邮箱，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明确受理办理时限，及时解决群众诉求。对沿河建设的大三

格，纳入“河长制”范畴一并治理，杜绝直排，实现达标排放。对厕具无人管护、粪液粪

渣无组织抽取的，要立即进行整改，问题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启动问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