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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

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意见
淄政办字〔２０２０〕４５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高校院所为

支撑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通过建

联盟、聚要素、延链补链,全面提升产业

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经

市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紧盯前

沿、打造生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的要

求,围绕新材料、智能装备、新医药、电子

信息“四强”产业,深入实施“科教创新赋

能”行动,坚持“分类施策、机制引领、市场

主体、协同创新”原则,进一步加强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布局建设,聚焦短板缺

项、聚焦链式产业集群发展,集成不同创

新主体间技术、人才、市场等优势资源,实

现“产业发展需求、企业创新创业需求、高

校院所创新需求”的有机结合,推动企业

抱团发展和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

链、资金链的有效融合,培育“政产学研金

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构建产业创新生

态圈,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目标.围绕“四强”产业、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到２０２５年,规划布

局１０个左右发展潜力大、创新能力强的

链式产业集群,引领我市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提升,创建符合我市产业发展的重

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突破产业

关键共性技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打造

行业创新发展平台、构建特色鲜明的区

域创新体系夯实基础. 最终构建１０家

左右市级创新创业共同体,成为科技人

才、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科技服务业等创新要素

最为集中、创新效率最高、创新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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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的聚集地,部分集群在整体实力、创

新水平、成果转化等方面达到省内领军

水平,２－３家升级为山东省创新创业共

同体,成为全市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支

撑力量.

二、基本原则

(一)突出优势,主动布局.重点围

绕“四强”产业,支持符合全市产业规划

布局和优势特色、具有较好创新基础、产

业链条相对完善、具有较好发展潜力的

产业集群,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提

高产业发展聚集度.

(二)沿链聚合,协同创新.全面梳

理产业链条短板缺项,依靠协同创新实

现延链补链,推动技术和产品的上下游

紧密结合,突出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与

企业、企业与高校院所、高校与高校院所

之间的合作,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

合作新模式,真正实现 “聚焦一个集群

(链条),成立一个联盟,打造一个创新创

业共同体,带强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

(三)龙头带动,打造生态.突出行

业龙头骨干企业、科研机构、核心技术的

带动作用,特别是龙头骨干企业在技术、

人才、市场、信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和扩

散效应,加强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集

聚人才、资本、平台、技术等各类创新资

源和要素,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

现代产业生态体系.

(四)科技支撑,突出实效.坚持创

新驱动,联盟整体研发投入强度平均达

到３％以上,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达到５％

以上. 联盟紧密围绕我市重点产业发展

需求和方向,以掌握自主核心技术为导

向,突破一批核心、关键和共性技术,形

成一批技术标准,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

果,建设一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打造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企业.

(五)鼓励创新,先行先试.根据产

业不同特点和需求,结合集群内企业的

优势、特色,结合各自实际,从技术、人

才、信息、营销等多方面、多角度,先行先

试,大胆探索适合发展的组织模式和灵

活的机制,积极建设省级“政产学研金服

用”创新创业共同体.

三、重点任务

(一)做 好 创 新 型 产 业 集 群 布 局 规

划.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聚

焦聚力“四强”产业,结合各区县、各专业

园区的基础和优势,统筹规划布局,重点

支持１０个左右产业基础好、创新要素相

对完善、创新能力强的集群加快发展,努

力建成省内一流、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产业集群. 围绕新材料产业,重点

支持高分子材料、先进陶瓷、聚氨酯等产

业瞄准行业前沿,突破一批新技术、新工

艺和新产品,打造国内领先的高分子材

料产业高地和无机非金属材料产业聚集

区. 围绕智能装备产业,以传统产业提

质升级需求为突破口,在智能机器人制

２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造、机电泵类生产流程智能化和自动化

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培育龙头企

业、带动产业规模的迅速提升,打造集设

计、研发、制造、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制造

产业体系. 围绕新医药产业,在保持原

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减少基础性

原料类产品,加快生物药壮大,突出创新

能力提升,发展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和人

才优势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驱动传统医

药大市向现代医药强市跨越. 围绕电子

信息产业,重点依托现有集成电路及元

器件、智能电网、行业应用软件等优势,

培育上游芯片设计和配套材料研发、下

游向封装测试延伸,完善和丰富产业链

条.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加强集群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建设.按照“一个产业集群建设一

个联盟”的思路,以重点骨干企业和行业

龙头企业为核心、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

托,灵活创建各种形式的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明确政府、联盟理事长单位、

联盟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建立合理衔

接、有序运转的管理及运行机制. 强化

“抱团”创新,带动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

提升. 鼓励联盟内企业联合申报国家、

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平台建设等.

支持联盟建设面向本行业的检验检测、

中试、培训和咨询服务等于一体的专业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根据服务成效在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奖励项目中予以优先支

持. 支持有条件的联盟积极创建省级

“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进

一步扩展完善联盟功能,成为带动产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 鼓励联盟抱团与高校

院所、高层次人才团队建立稳定的产学

研合作关系,实现产业链(集群)与创新

链共同发展.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

(三)以 协 同 创 新 带 动 产 业 链 条 拉

伸.按照高端、高质、高效和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的新要求,大力研发和推广应

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以技术突破带

动产业链条完善、带动集群综合实力提

升. 发挥好联盟中龙头骨干企业的核心

作用,积极引导联盟中关联度高、主业突

出、创新能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强的骨干

企业协同配合,鼓励联盟根据本产业基

础和发展需求,与该领域知名高校院所

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关系,合作建立

研究中心或分中心,鼓励联盟参与单位

与联盟成员在技术研发、行业信息、市场

资源等方面共建共享,带动一批“专精特

新”的中小企业快速孵化和成长,形成大

中小微企业分工合理、密切配合、共生共

赢的产业链条和特色产业集群,构建集

约集聚、创新能力强、竞争实力强的链式

产业集群发展格局,打造创新链、产业

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融合发展的

产业生态圈.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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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商业模式、资源配置模式

和科技服务模式创新.鼓励联盟内企业

之间在互惠自愿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紧密

的合作体,在科技交流、对外展示、业务

整合、市场开拓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更

大范围的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实现共赢

发展. 推广矿山装备技术联盟“产品４S

店＋服务中心”、信息技术联盟“齐贸通

跨境共享平台＋线下产品展示与服务中

心”的运营模式,集合各联盟内优势产品

与技术,为行业应用提供可复制推广的

“整体解决方案”,通过抱团实现优势互

补、利益共享,打造相对紧密、资源共享

的利益共同体,根据运行实绩给予支持.

鼓励集群内企业联合共建研发、检测、营

销等各类平台,注册集体品牌、团体标

准,探索构建联盟(集群)“专利池”,培育

区域品牌,加强在对外合作交流、产学研

合作、市场拓展等方面联盟品牌的应用,

对产生的相关费用给予相应补助. 加强

与相关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产业

联盟的广泛联系和合作,每个联盟至少

对接一所本行业知名高校院所、一个省

级及以上行业协会、每年举办一场高水

平行业交流活动、参加一次本行业的知

名展会. 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等科技服务业发展,带动

联盟与国内外同行业的交流合作和科技

成果的转移转化. (责 任 单 位:市 科 技

局、市市场监管局)

(五)推动创新要素向集群聚集.发

挥好政策引导作用,集聚人才、资本、技

术等各类创新要素和资源,按照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创新需求,规划好落实好各

类政策,发挥好政策的叠加效应. 加快

构建以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企

业重大技术创新平台为主体,以检验检

测、研发、中试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支

撑,以成果转移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器、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等科技服务平台为桥

梁的创新体系,打造富有创新活力的产

业集群. 鼓励联盟内部建立联合引才机

制,更加注重创新团队的培养和引进,通

过协同创新和攻关,推动各类科技人才

围绕产业链条开展创新创业. (责任单

位:市科技局、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四、保障措施

(一)强 化 政 府 主 动 服 务 意 识 和 职

能.政府以引导为主,给予联盟发展稳

定的资金支持,做好联盟发展的引导和

协调工作,不参与、不干涉企业、联盟发

展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科研项目及具体

活动. 在对外产学研合作、合作交流及

联盟内部活动开展等共性问题及活动方

面,做好协调服务工作,积极帮助企业走

出去. 建立联盟建设联系机制,定期开

展调研指导工作,及时发现和帮助解决

联盟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二)建立以发展实效为导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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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根据联盟创新产出、成长性

和税收增长等因素,建立科学化、制度

化、常态化的集群发展评估体系,对联盟

发展的实效性进行评价,激励以发展实

绩为导向的支持机制. 对联盟内企业实

施动态管理,对发挥作用不好、协同意识

不强的企业及时予以调整. 采取政府引

导与自愿建盟相结合的原则,完善联盟

建立和撤销. 加大集群宣传力度,及时

总结成效和经验,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生态,打造产业品牌.

(三)强化开放创新合作.链式产业

集群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注重整

合和运用多方面的资源,包括政府、企

业、国内外高校院所以及专业技术机构、

金融机构等创新资源,通过各要素间的

协同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集群持续聚

集,推动集群产业链横向拓展和纵向延

伸,形成布局合理、定位准确、配合有序

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条,提升集

群的持续发展能力.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博市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２０〕４６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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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

工作实施方案

　　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工作

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对于改善居住环境,

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为加快推进我市棚户区、老

旧小区和旧村改造工作,切实保障各项

目标任务完成,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棚

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关于推进全省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

造和物业管理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顺应全市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基本原则,

全面推进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

工作,有效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城

市可持续、健康、和谐发展,为打造品质

活力时尚宜居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二、改造范围

(一)棚户区改造范围.城市规划区

内的城市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城

边村、采煤塌陷区. 城市棚户区是指城

市规划区内使用年限长、房屋质量差、安

全隐患多、功能不完善、设施不健全的区

域. 城市危(旧)房的使用年限原则上以

３０年以上的房屋为主,城中村、城边村房

屋以２０年以上的为主.

(二)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城市规划

区内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底前建成的且未列入

棚改范围、基础设施和功能明显不足、物

业管理不完善、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

区.

(三)旧村改造范围.城市规划区外

的行政村(含建制镇驻地村).

三、目标任务

力争用３年时间,实施棚户区改造

项目１６１个、５．５５万户、８５３．８５万平米;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２０１个、８．０２万户、

８７４．３６万平米;旧村改造开工村庄２９２

个、新建房屋１０．９９万户、１４９６．９８万平

米.

———２０２０年,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

４８个、１．６６万户、２５１．９４万平米;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３４个、１．９９万户、２０５．６７万

平米;旧村改造开工村庄９７个、新建房

屋３．８万户、５５５．０７万平米.

———２０２１年,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

６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５３个、１．８８万户、３２５．８万平米;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９８个、２．９１万户、２９８．２３万

平米;旧村改造开工村庄１０１个、新建房

屋３．８２万户、４６７．１３万平米.

———２０２２年,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

６０个、２．０１万户、２７６．１１万平米;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６９个、３．１２万户、３７０．４５万

平米;旧村改造开工村庄９４个、新建房

屋３．３７万户、４７４．７８万平米.

四、组织实施

(一)编制完善改造规划,制定年度

工作计划.各区县政府(含高新区、经济

开发区、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下同)依据市委、市政府研究确定的棚户

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总体目标任务,

充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组织镇

(街道)开展摸底调查,掌握辖区棚户区、

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的底数、面积、土地

与建筑物信息、住房产权、房屋质量、周

边公共配套设施、改造意愿等综合情况,

建立项目库,编制完善辖区内的棚户区、

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三年规划和年度改

造计划,并将年度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

具体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要坚持基础类

应改尽改、完善类能改则改、提升类有条

件改造,适当拓展内容提高标准. (责任

单位:市“三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各

区县政府)

(二)科学规划项目选址,改进配套

设施 布 局.各区县政府应当结合棚户

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总体规划,测算

所需投资和未来收益,合理划分改造区

域,优化资源配置,落实安置住房位置,

对在老旧小区内及周边新建、改扩建社

区服务设施的,在不违反国家有关强制

性规范、标准的前提下,可适当放宽建筑

密度、容积率等技术指标;集约高效利用

土地,深入挖掘老旧小区内空间资源,整

合棚户区、老旧小区周边零星碎片化土

地等社会资源,实施高标准规划,健全公

共服务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指导镇做

好镇驻地村庄的建设规划编制,集中建

设改造成为城镇社区,将周边村庄有条

件的农户吸纳进来,促进小城镇做大做

强;对经济强村及周边村庄,按照城镇社

区的标准,统一组织建设集中居住区,实

现合村并居. 棚户区和旧村改造安置住

房实行原地和异地建设相结合,以原地

安置为主,优先考虑就近安置;异地安置

的,要充分考虑居民就业、就医、就读、出

行等需要,合理规划选址,尽可能安排在

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的地段. 应当

按照“同步规划、同步报批、同步建设、同

步交付使用”的原则,编制棚户区、老旧

小区和旧村改造配套设施年度建设计

划,做好与改造项目规划的衔接,同步规

划改造项目的城市道路、园林绿化、公共

交通、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雨污

分流排水管网及垃圾分类处理、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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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责任单位:市自

然资源局、各区县政府)

(三)全力做好征收补偿,加快项目

审批.各区县政府要集中开展征收拆迁

攻坚行动,对前期已建成安置房但尚未

拆迁到位的棚改项目加大征收力度,为

土地出让、安置房建设腾出土地空间;指

导镇(街道)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的房屋

征收政策,阳光操作、和谐征收,做好房

屋搬迁补偿、腾房、拆除及土地储备等工

作. 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项目

所涉及的市级行政审批或服务事项,原

则上全部下放到各区县办理. 用地手续

需报省级审批的,由自然资源部门建立

绿色通道,特事特办. (责任单位:市自

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各区县政府)

(四)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完善社区

公共服务.各区县要切实加强棚户区、

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的监督管理,重点对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等参建单位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坚

决予以查处. 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和

标准规范,严格建筑材料验核制度,防止

假冒伪劣建筑材料流入建设工地. 落实

安置住房质量责任终身制,加大质量安

全责任追究力度. 健全项目信息公开制

度,实行工程质量责任标牌,公示相关参

建单位和负责人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 鼓励以街道或社区为单位对区域

内的老旧小区联动改造,统一设计、招

标、建设和竣工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施

工安全. 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

准,实施绿色建筑行动,积极推广应用新

技术、新材料. 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加强

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项目建后

管理. 对新建安置小区全面实行物业管

理,探索与居民支付能力相适应的棚户

区和旧村改造项目后续物业管理模式.

对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建立分类施策的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实现改造后的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 引导推行社

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

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共商事务、协调互通

的管理模式. (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各区县政府)

五、政策支持

(一)资金支持政策

１．棚户区改造. 纳入省级棚户区改

造计划的项目,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补助资金及中

央预算内配套基础设施资金;未纳入省

级棚户区改造计划的项目,进一步加强

项目策划储备,力争进入下年度省级棚

户区改造计划,确无法纳入的,由市财政

视项目开展情况按照一定比例适当资金

补助. 加大拟发行棚改专项债券项目的

策划力度,最大限度争取债券发行额度,

用足用好专项债券政策. 加强市场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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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鼓励引导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通过

直接投资、委托代建等多种方式参与棚

户区改造. 支持承担棚户区改造项目建

设任务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棚户区

改造项目建设、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 各棚户区改造项目要

做好总体收益平衡工作,项目自身不能

实现收益平衡的,可扩大平衡区域;当期

不能平衡的,适当延长平衡期限.

２．老旧小区改造. 积极争取省老旧

小区改造试点市名额,争取更多项目进

入省级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对于纳入省

级计划内的项目,市以上继续按照项目

投资４０％予以补助;对于未纳入省级计

划内的项目,市财政视项目开展情况按

照一定比例适当资金补助. 对符合条件

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可通过改造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筹措改造资金. 结合城镇低

效用地再开发,鼓励支持多元化融资,创

新老旧小区及小区外相关区域“４＋N”改

造方式和融资模式. 按照“谁受益,谁出

资”的原则,引导居民出资参与改造,住

宅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可以

申请使用物业维修资金,老旧小区改造

中涉及的居民加装电梯,符合条件的可

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拓展社会资本

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３．旧村改造. 列入计划的旧村改造

项目可参照棚户区改造政策,由市财政

给予适当资金补助. 各区县政府要根据

工程建设需要,安排组织实施主体做好

旧村改造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工作. 对

符合申报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

点项目条件的村(居),旧村改造腾出建

设用地复垦为耕地的,经验收合格后,在

满足农民安置、农村发展、乡村振兴等用

地的前提下,节余指标可调剂到城镇使

用,由各区县政府及时将土地增值收益

返还,用于旧村改造、村庄发展及相关支

出.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

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区县政府)

(二)土地保障政策

棚户区、老旧小区、旧村改造用地纳

入全市土地供应计划,优先安排. 对棚

户区改造项目原则上不突破区域范围,

实现资金平衡,可适当配置项目周边用

地,对其范围用地实施整体规划、统一出

让、统一开发. 鼓励各区县把老旧小区

大片区统筹改造或跨片区组合改造与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统筹谋划,老旧

小区“１５分钟生活圈”内城镇低效用地再

开发整理腾出的土地,优先用于建设社

区服务设施. 各区县政府要按照“一区

(县)一策、一村一策”的原则,推进旧村

改造工作. 对符合申报实施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条件的村(居),安

置区建设确需占用农用地和未利用地

的,由区县政府组织编制项目拆旧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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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经市政府批复后组织实施;对

不符合申报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项目条件的村(居),安置区选址原

则优先考虑村(居)存量建设用地. 符合

申报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

目条件的村(居),旧村改造腾出建设用

地复垦为耕地的,复垦耕地所有权归原

村集体并由村集体管理使用. 旧村改造

安置区建设需占用邻村土地的,由区县

政府协调解决,并按规定进行集体土地

权属调整.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各区县政府)

(三)税费减免政策

要全面落实国家、省对于棚户区、老

旧小区和旧村改造项目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和政府性基金优惠政策,其减免缓严

格按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落实好棚

户区、旧村改造项目涉及的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税

等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棚户区、旧村改

造和老旧小区改造实现的土地出让收入

扣除按国家、省有关规定计提的相关基

金后,实现的土地出让收益,以及所产生

税收,统筹用于棚户区、旧村改造和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

利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市管理局、市

税务局、各区县政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市棚

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工作领导小

组作用,统筹做好组织领导、工作协调、

调度督导等工作,及时研究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以强有力的措施推进各

项工作扎实开展,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

务. 各区县政府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和工作专班,结合实际研究制订具体实

施方案和推进举措.

(二)明确工作责任.各区县政府作

为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工作的

责任主体,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

要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棚户区、

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工作的统筹、协调

和调度,做好组织指导工作. 市发展改

革、自然资源、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审计

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认真做好相关

工作. 各审批部门要建立和完善绿色审

批通道,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保障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工作

顺利推进.

(三)强化督导考核.棚户区、老旧

小区和旧村改造工作实行目标责任管

理,纳入高质量发展“十二大攻坚行动”

管理考核体系. 制定淄博市棚户区老旧

小区和旧村改造考核办法,明确考核奖

惩标准. 建立日常监管、定期通报制度,

对工作推进快、任务完成好的区县,由市

财政给予适当资金奖励,对责任不落实、

措施不到位、实施进度慢的,予以通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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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并约谈相关负责人. 市审计部门要

加强跟踪审计,确保改造工作公开透明、

规范有序.

(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利用

各类媒体,积极宣传棚户区、老旧小区和

旧村改造工作的重要意义、相关政策和

取得的成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

共同缔造原则,广泛发动群众共谋共建

共管共评,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形成全社会合力攻坚的良

好舆论氛围.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２０２５年４月２５日.

附件:１．淄博市棚户区改造三年计

划表(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２．淄博市老旧小区改造三年

计划表(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３．淄博市旧村改造三年计划

表(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４．淄博市棚户区、老旧小区和

旧村改造项目税费减免一

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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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淄博市棚户区改造三年计划表（2020-2022年）

序号 区县

2020年计划 2021年计划 2022年计划 三年计划合计

项目个数
（个）

户数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项目个数
（个）

户数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项目个数
（个）

户数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项目个数
（个）

户数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张店区 8 3926 385700 6 4332 488900 10 4903 408800 24 13161 1283400

2 淄川区 5 2200 365200 8 2284 379144 7 2919 442554 20 7403 1186898

3 博山区 15 1956 182154 10 2183 215198 11 2482 221803 36 6621 619155

4
周村区（含大
学城片区）

2 1516 228500 4 1920 437398 8 1463 275971 14 4899 941869

5 临淄区 3 1935 221230 6 2074 224280 7 2800 450100 16 6809 895610

6 桓台县 1 396 39600 1 742 74200 1 396 39600 3 1534 153400

7 高青县 7 1488 514760 9 1944 843036 9 2258 356835 25 5690 1714631

8 沂源县 5 1945 427900 6 2277 470350 4 2233 491260 15 6455 1389510

9 高新区 0 0 0 1 204 12673 1 60 5580 2 264 18253

10
经济开发区
（新）

2 1246 154400 2 826 112800 2 633 68600 6 2705 335800

全市 48 16608 2519444 53 18786 3257979 60 20147 2761103 161 55541 853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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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淄博市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计划表（2020-2022年）

序号 区县

2020年计划 2021年计划 2022年计划 三年计划合计

小区个数

（个）

户数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小区个数

（个）

户数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小区个数

（个）

户数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小区个数

（个）

户数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张店区 5 2718 246558 14 6773 643615 14 6718 650289 33 16209 1540462

2 淄川区 4 3910 355395.4 7 3086 312230 6 6644 684960 17 13640 1352585.4

3 博山区 3 592 35000 3 424 40373 1 36 3200 7 1052 78573

4 周村区 3 1078 80043 15 4230 391400 16 3121 284999 34 8429 756442

5 临淄区 5 4687 553180 6 3686 354742 1 1699 108000 12 10072 1015922

6 桓台县 6 2635 336315.3 38 5611 680602.63 11 6476 772825.15 55 14722 1789743.08

7 高青县 1 1038 101990 1 850 90000 1 850 90000 3 2738 281990

8 沂源县 1 500 52000 7 1408 153080 9 2574 250596 17 4482 455676

9 高新区 6 2743 296259 7 3027 316253.69 10 3122 859665.42 23 8892 1472178.11

全市 34 19901 2056740.7 98 29095 2982296.32 69 31240 3704534.57 201 80236 8743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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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淄博市旧村改造三年计划表（2020-2022年）

序号 区县

2020年计划开工改造村庄 2021年计划开工改造村庄 2022年计划开工改造村庄 三年计划合计

计划改造

村庄数量
（个）

新村拟建

房屋户数
（户）

新村拟建房屋

面积
（平方米）

计划改造

村庄数量
（个）

新村拟建

房屋户数
（户）

新村拟建房屋

面积
（平方米）

计划改造

村庄数量
（个）

新村拟建

房屋户数
（户）

新村拟建房屋

面积
（平方米）

计划改造

村庄数量
（个）

新村拟建

房屋户数
（户）

新村拟建房屋

面积
（平方米）

1 张店区 7 3337 536408 5 5861 645955 1 2000 240000 13 11198 1422363 

2 淄川区 8 6049 757328 7 4002 485406 5 922 113840 20 10973 1356574 

3 博山区 4 1400 130235 11 3797 346614 7 1721 174776 22 6918 651625 

4
周村区（含大
学城片区）

25 7629 1824074 16 3118 472345 15 3653 538360 56 14400 2834779 

5 临淄区 10 2500 305770 10 2519 341889 10 2567 784837 30 7586 1432496 

6 桓台县 10 7361 766200 11 8514 1056400 12 7716 701200 33 23591 2523800 

7 高青县 11 2504 291104 13 2495 314235 11 3051 409920 35 8050 1015259 

8 沂源县 3 361 43600 6 1090 131980 10 1669 189670 19 3120 365250 

9 高新区 4 1563 187560 6 3457 414840 —— —— —— 10 5020 602400 

10
经济开发区
（新）

4 2372 353354 4 730 149000 8 5866 1051800 16 8968 1554154 

11 文昌湖区 11 2959 355080 12 2605 312600 15 4519 543432 38 10083 1211112 

合计 97 38035 5550713 101 38188 4671264 94 33684 4747835 292 109907 1496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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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淄博市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改造项目税费减免一览表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优惠政策 主管部门

1 土地出让金 政府性基金 专项扶持 市财政局

2 不动产登记费 行政事业性 免收 市自然资源局

3 规划技术服务费 经营服务性 免收 市自然资源局

4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行政事业性 占用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收；其余不收 市自然资源局

5 耕地开垦费 行政事业性 占用耕地和可调整地类的，收；其余不收 市自然资源局

6 城市绿化补偿费 经营服务性 免收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7 水土保持补偿费 行政事业性 安置住房免收 市水利局

8 电梯监督检验费 行政事业性 免收 市市场监管局

9 燃气表、水表、电表、热能表首次强制检定费 行政事业性 免收 市市场监管局

10 建筑垃圾处理费 行政事业性 免收 市城市管理局

11 土地使用税 税收 对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市税务局

12 印花税 税收

对改造安置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开发商与改
造安置住房相关的印花税以及购买安置住
房的个人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市税务局

13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大配套） 政府性基金 免收 各区县政府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贯彻鲁政办字〔２０２０〕４６号文件加快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２０〕４８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加快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方案的

通知»(鲁政办字〔２０２０〕４６号)精神,扎实

开展我市国土绿化攻坚行动,加快推进

全域公园城市建设,切实做好“山青”“水

秀”“林绿”“景美”四篇文章,现就有关工

作通知如下.

一、突出重点,全面实施国土绿化攻

坚行动

(一)实施荒山绿化攻坚行动.按照

宜造则造、宜封则封的原则,对宜林荒山

进行人工造林,对未成林地和疏林地进

行补植完善,对退化低效林进行更新改

造,对不适宜人工造林的瘠薄荒山实行

封山育林、留苗养树,逐步恢复林草植

被. 每年完成荒山绿化提升３万亩;到

２０２５年基本完成荒山绿化,实现荒山应

绿尽绿.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各

区县政府(含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

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下同)〕

(二)实施生态廊道建设攻坚行动.

本着简洁大方、色彩丰富、层次多样的原

则,以高速公路、铁路、国道、省道、城市

干道、主要河道为重点,对新建、扩建骨

干道路及黄河、淄河、沂河、小清河、孝妇

河、乌河等河道两侧进行高标准绿化美

化,全力打造精品工程;对已绿化路段进

行改造提升,提高绿化品次;对断档林带

进行补植完善,强化管护措施,确保林相

整齐. 每年完成１００公里以上的生态廊

道绿化美化提升任务,到２０２２年我市生

态廊道宜绿化地绿化率达到９０％以上,

到２０２５年我市生态廊道宜绿化地绿化

率达到９５％以上.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

输局、市水利局、市城市管理局、市自然

资源局、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各 区 县 政

府)

(三)实施村镇绿化美化攻坚行动.

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开展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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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市级森林镇和森林村创建活动,按照“乡

村园林化、农田林网化、庭院花果化”的

要求,充分利用村庄闲置土地和“四旁”

开展植树绿化,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和修

复. 力争每年创建省级森林乡镇３个、

森林村居３０个,创建市级森林乡镇 ５

个、森林村居５０个. 鼓励有条件的建制

镇申报省级园林城镇评价. (责任单位:

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各区县政府)

(四)实施平原绿化提升攻坚行动.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按照不大于３００

亩一个网格的要求,在临淄区、桓台县、

高青县等平原区县构建高标准综合农田

防护林体系. 每年改造提升农田林网化

面积２万亩,到２０２５年改造提升农田林

网化面积１０万亩以上,实现田成方、林

成网、水相连、路相通,确保粮食生产安

全.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

农村局,各区县政府)

(五)实施城市增绿攻坚行动.统筹

安排城市绿化用地,开展城市增绿工程,

拓展城市绿化空间,编制实施绿道专项

规划. 到２０２２年建成城市绿道１００公

里以上,城市(县城)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３８％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１８．５

平方米;到２０２５年城市(县城)建成区绿

地率稳定在３９％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到１９平方米,基本建成城市绿道网

络系统. 扎实开展国家和省森林城市创

建活动,到２０２５年力争沂源县成功创建

为国家森林城市、桓台县创建为省森林

城市. (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城市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各区县政

府)

(六)实施裸露土地绿化攻坚行动.

结合全市裸露土地专项整治,以城市公

共空间重点区域、道路两侧、城乡结合

部、临时闲置地、立交桥桥下、建筑垃圾

堆(渣土堆)、施工工地、村庄和居住小

区、河道蓝线内等裸露土地整治为重点,

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对适宜绿化的裸

露土地全部进行绿化,做到“见缝插绿”,

２０２０年年底前基本消除城市裸露土地,

大面积增加城市绿量. 到２０２２年健全

完善裸露土地整治长效管护机制. (责

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自然资源局,各区县政府)

二、完善政策措施,全力保障国土绿

化攻坚行动

(七)落实造林绿化用地.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预留造林绿化用地,确保全市

不低于３２％的国土用于绿化. 把国土绿

化用地落实到山头地块,重点将２５度以

上陡坡地、重点水源保护区１５－２５度坡

地、严重沙化土地、重要水源地、严重污

染的土地等用于造林绿化. (责任单位:

市自然 资 源 局、市 生 态 环 境 局、市 水 利

局,各区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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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落实财政奖补机制.各区县要

将年度国土绿化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对

符合条件的市级森林乡镇、森林村居,以

及荒山绿化等工程按规定给予奖励,具

体奖补办法由市财政局和市自然资源局

制定. 积极鼓励各区县开展地方特色林

业保险,并按省级标准给予各区县财政

保费补贴总额的５０％－６０％奖补,单一

险种奖补资金不超过５００万元. (责任

单位: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

农村局,各区县政府)

(九)实施税费减免政策.对从事农

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销售自产林产品,

以及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

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

取得的收入按规定免征增值税. 对企业

从事林木育种育苗、抚育管理和规模造

林活动,以及灌溉、产品初加工、农机作

业等服务业项目和林产品采集取得的所

得,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 (责 任 单

位: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

各区县政府)

(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充分发挥

新旧动能转换基金作用,支持国土绿化

相关产业发展,将有股权融资需求的项

目纳入基金投资项目库向基金机构推

介. 基金投资的国土绿化产业项目,引

导基金按规定让渡增值收益. 鼓励各区

县在国家储备林建设、森林旅游休闲康

养服务等领域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吸引和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对参与“四荒”植树绿化的社会资本给予

适当奖励. 鼓励各类社会主体通过联建

联营、绿化冠名、捐资造林、股份合作等

方式参与造林绿化. 对承包荒山面积

１０００亩以上且实现荒山绿化的经营者,

给予３％的建设用地开发使用权,在当地

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或预留. 支持有条

件的区县对依托森林、湿地资源开展生

态旅游 的 景 区, 提 取 政 府 门 票 收 入 的

１０％用于生态效益补偿. 支持各区县对

重点生态区位的商品林通过赎买、置换

等方式调整为公益林. (责任单位:市财

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各区县政府)

(十一)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瘠薄荒

山、盐碱滩涂等困难地造林技术研究,推

广珍贵树种、优良乡土树种和名优经济

树种. 加强造林工程作业设计和施工管

理,大力营造混交林. 实施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工程,科学编制实施森林经营方

案,对中幼林加强森林抚育管理,对老

化、退化和低效林分进行改造提升,不断

提升森林质量和生态功能. (责任单位:

市自然资源局,各区县政府)

三、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国土绿化攻

坚行动取得实效

(十二)严格落实责任.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把国土绿化攻坚行动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来抓,制定

年度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细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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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实行挂图作战和闭环管理,主要负

责同志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做

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政策到位、工作

到位. (责任单位:市绿化委员会成员单

位,各区县政府)

(十三)加强部门协作.各级政府要

加强统筹协调,细化部门职责分工. 各

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齐抓共管,形

成合力. 宣传部门要把国土绿化纳入公

益宣传范畴,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民爱

绿、植绿、护绿意识. 发展改革部门要结

合国家和省、市重大战略,在规划布局、

立项审批等方面积极支持国土绿化生态

项目建设,协调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

持营造防护林. 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健全

国土绿化奖补机制,持续加大财政投入

力度.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

农业农村、城市管理等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城乡绿化、道路绿化、水系绿化. 自然

资源部门要把绿化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组织实施国土绿化重大工程. (责任

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委宣传部、市发

展改革 委、市 财 政 局、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城市管理局,各区县政府)

(十四)全面落实林长制.强化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等生态资源

的责任意识,发挥好各级林长作用,落实

好“护林、增林、用林”责任,构建责任明

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森

林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机制. 加强森林

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对破坏森林

资源、毁坏林地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

面排查、依法惩处,切实保护造林绿化成

果. (责任单位:市林长制责任单位,各

区县政府)

(十五)组织全民绿化.把义务植树

尽责率纳入绿化创建评比体系. 创新义

务植树尽责形式,推动国土绿化进机关、

进校园、进营区、进厂矿、进村居,形成人

人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氛围. (责任单

位:市绿 化 委 员 会 成 员 单 位,各 区 县 政

府)

(十六)强化督导检查.市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要建立督查通报制度,定期通

报国土绿化攻坚行动进程,年底进行全

面检查验收. 对完成或超额完成绿化任

务的区县予以通报表扬,对不能按期完

成的予以通报批评,对相关负责人进行

约谈,并限期整改,确保国土绿化攻坚行

动取得实效. (责任单位:市绿化委员会

成员单位,各区县政府)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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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博市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实施方案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２０〕４９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

淄博市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

　　为深入推进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按照«山东省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实施方案»(鲁政办字〔２０２０〕２８号)

要求,结合我市棚户区、老旧小区和旧村

改造三年行动计划,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主动顺应全市人民过上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放大坐标看差距、提高

标准找不足,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

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全力推进,全面

提升居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二)改造范围.老旧小区是指２００５
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在城市或县城国有土地

上建成,失养失修失管严重、市政配套设

施不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设施不

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

老旧小区改造是指对老旧小区及相关区

域的建筑、环境、配套设施等进行改造、

完善和提升的活动 (不含住宅拆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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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三)目标任务.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全

市共改造老旧小区２０１个、８．０２万户、

８７４．３６ 万平米. 其中 ２０２０ 年实施 ３４

个、１．９９万户、２０５．６７万平米;２０２１年实

施９８ 个、２．９１ 万 户、２９８．２３ 万 平 米;

２０２２年实施６９个、３．１２万户、３７０．４５万

平米. 到２０２２年底,确保完成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３１日前建成的、符合条件的老旧小

区改造任务,建设宜居整洁、安全绿色、

设施完善、服务便民、和谐共享的“美丽

和谐社区”.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引导居民参与.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协调各方力量

共同参与,激发老旧小区改造活力.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运用“共同缔造”

理念和方法,调动居民积极参与老旧小

区改造.

(二)先地下后地上,保障基础改造.

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基础后提升的原

则,统筹规划,科学制定实施方案,明确

施工时序;坚持各专业经营专营设施改

造与老旧小区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开工、

同步竣工.

(三)提倡因地制宜,拓展完善改造.

按照“一区一策”的原则,结合老旧小区

实际条件,整合小区资源,完善基础配套

设施及公共服务建筑,新建或改善文化、

体育健身、充电桩等设施,完善小区功

能.

(四)突出市场运作,探索优化升级.

创新融资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入社

会资本方作为建设实施主体参与老旧小

区改造,提高改造效率. 项目资金不能

平衡的,实行区域化平衡;当期不能平衡

的,延长平衡期限.

三、改造内容

老旧小区改造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类

和室内装修类. 其中,公共服务类包括

基础类、完善类和提升类.

(一)公共服务类

１．基础类改造

(１)对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物、构筑

物依法进行拆除.

(２)小区主要出入口(或进出通道)、

主要道路、停车场和公共区域等重点部

位安装智能门禁、车辆识别、人脸识别、

视频监控等安防设施. 小区监控范围要

覆盖居民活动的主要公共区域、楼栋四

周,有条件的可安装全景监控.

(３)小区改造要保证消防通道通畅,

设置消防通道标识、消防栓等,消防通道

宽度要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要求.

(４)小区屋面修缮应将屋面防水改

造、保温节能改造、外立面美化改造结合

进行,并符合相关要求.

(５)墙体保温改造应符合«民用建筑

节能条例»要求. 外立面改造应与居住

区整体风貌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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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应设置单元防盗门,配置门禁系

统,有条件的安装人像识别智能门禁、视

频系统. 住宅楼公共部位窗户应安装牢

固无缺失. 楼道内应配置声控或触控灯

具.

(７)小区道路改造应结合现状条件,

并完善无障碍通行设施,设置车辆行驶

标示牌和标线,对破损、缺失井盖进行更

换.

(８)小区应根据现状对原有绿地进

行提升改造,采用乔灌木和地被植物相

结合的方式,对裸露土地进行绿化补植,

优化绿地空间布局,改善居住景观环境,

提升绿地服务功能.

(９)应完善小区照明系统,除设置路

灯外,可设置庭院灯、草坪灯等,亮度应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１０)小区应按照本地垃圾分类的要

求配备垃圾分类收集和宣传设施.

(１１)小区排水管网须进行雨污分流

改造,建设必要的生活污水预处理设施.

(１２)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应根据现状

条件重新规划停车位(场、库),配置一定

比例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１３)应明确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因

地制宜设置非机动车停车棚(区),规范

非机动车停车标识,集中安装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

(１４)小区内供水管道改造应按国家

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改造后应保

证水质、水量、水压稳定可靠. 对小区内

存在安全隐患和不满足规范要求的配电

系统、电气设备进行改造,对小区内违规

架设的电线、通信光缆、有线电视等线路

进行规范梳理、落地. 小区供热改造宜

以一个集中供热小区为单位,实施全面

节能改造. 小区改造应同步实施光纤入

户工程及一户一表改造工程. 对小区内

存在隐患的燃气管线进行改造.

２．完善类改造

(１)应根据有关规定设置社区管理

服务用房和物业服务用房,保障社区服

务和管理正常运转.

(２)应因地制宜、合理集中建设室外

体育健身设施. 集中的室外公共活动场

地附近宜设置公共厕所.

(３)智能信包箱、快递柜的设置位置

和数量应符合邮件和快递送达设施的相

关要求.

(４)文化设施的设置应以人为本,综

合考虑,符合国家、省、市的相关规定.

(５)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应预留加

装电梯空间.

３．提升类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应统筹考虑养老、抚

幼、卫生、文教、家政、体育健身、残疾人

康复、信息平台等公共服务设施.

(二)室内装修类

老旧小区改造应充分尊重居民意

愿、充分调动居民户内门窗更换和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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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的热情. 各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可与装修公司对接,为居民提供装修方

案,供居民自主选择.

四、统筹实施

(一)合理安排改造任务,适当提高

改造标准.各区县政府要对老旧小区全

面调查摸底,建立老旧小区数据库. 坚

持居民自愿、自下而上的原则,确定拟改

造项目及时序,生成老旧小区改造时间

表,逐级生成区县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老旧小

区改造计划和分年度计划. 要坚持基础

类应改尽改、完善类能改则改、提升类有

条件就改,适当拓展内容提高标准. (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各区县人民政府

负责落实)

(二)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完善社区

服务设施.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推行社

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

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共商事务、协调互通

的治理模式,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坚持

共同缔造原则,广泛发动群众共谋共建

共管共评,实现改造成果共享. 集约高

效利用土地,挖掘小区空间资源,整合小

区周边零星碎片化土地,优先用于建设

社区服务设施. (市民政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县人民政

府负责落实)

(三)落实“三供一业”项目,制定有

效改造方案.对“三供一业”移交的老旧

小区,符合老旧小区改造标准的,要纳入

老旧小区改造年度计划. 各区县政府要

结合“三供一业”项目特点和前期改造实

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造方案,逐步

实施改造.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县

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四)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加强工程

建设管理.优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

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高手续办理效

率. 在不新增建设用地、不新增污染物

排放的情况下,优化老旧小区改造土地、

环评等手续办理. 各区县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要加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管

理、规范施工流程和标准,确保工程质量

和施工安全. (市 发 展 改 革 委、市 财 政

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行政审批服 务 局 按 各 自 职 责 分 工 负

责;各区县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五、创新融资模式

(一)大片区统筹平衡模式.把一个

或多个老旧小区与相邻的旧城区、棚户

区、旧厂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和既有

建筑功能转换等项目捆绑统筹,生成老

旧片区改造项目,加大片区内C级、D级

危房改造力度,做到项目内部统筹搭配,

实现自我平衡.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区县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跨片区组合平衡模式.将拟改

造的老旧小区与其不相邻的城市建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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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项目组合,以项目收益弥补老旧小

区改造支出,实现资金平衡. (市 财 政

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县人民政府负责落

实)

(三)小区内自求平衡模式.在有条

件的老旧小区内新建、改扩建用于公共

服务的经营性设施,以未来产生的收益

平衡老旧小区改造支出. (市财政局、市

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各区县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四)政府引导的多元化投入改造模

式.对于区县有能力保障的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可由政府引导,通过居民出资、

政府补助、各类涉及小区资金整合、专营

单位和原产权单位出资等渠道,统筹政

策资源,筹集改造资金. (市 发 展 改 革

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区县人民

政府负责落实)

(五)结合实际探索多种模式.以市

场化运作的方式,引入企业参与老旧小

区改造,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社区服务设

施改造建设和运营等. (市财政局、市自

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各区县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六、创新支持政策

(一)加强规划统筹

按照“一区一策”的原则,编制老旧

小区改造实施方案,测算所需投资及收

益,合理确定改造内容,优化资源配置,

策划、设计可以产生现金流的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各区县可委托城市投资公司

等,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建设单位,具体

负责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承担主体责任.

(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职

责分工负责;各区县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资金保障

１．基础类为老旧小区改造中必须改

造项目,对于纳入省级计划内的改造项

目,市财政按照基础类改造项目(含社区

管理服务用房和物业服务用房)中标合

同价款的４０％,统筹安排市级以上奖补

资金. 补助资金纳入城建资金年度使用

计划,实行专款专用. 对于未纳入省级

计划的改造项目,市财政根据项目开展

情况予以适当资金补助.

２．各区县政府对符合条件的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可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筹

措改造资金.

３．各区县政府要协助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建设单位,通过完善建设项目立项、

公开招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等有效证件,申请政策性

银行贷款.

４．供水、供电、燃气、热力、通信等产

权属于专业经营单位的设施改造,由专

业经营单位出资改造. 产权不属于专业

经营单位的,由专业经营单位出资改造

后,区县政府给予适当补贴,产权划归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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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单位.

５．各区县在积极争取上级奖补资金

的基础上,要把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纳入

政府年度预算,调整支出结构,优化使用

效率.

６．积极引导居民建立出资参与改造

的理念,鼓励居民个人以出资、出物、投

劳等形式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７．老旧小区建筑单体加装电梯,可

按规定程序和要求申请提取住房公积

金.

８．积极探索通过政府采购、新增设

施有偿使用等方式,引入专业机构、社会

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９．各区县整合涉及老旧小区的民

政、城市建设和文化、卫生、商务、体育等

渠道相关资金,统筹投入老旧小区改造.

１０．各区县财政及审计部门,要加强

对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的监督管理,明确

资金流向,提高使用效率.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自然

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各区县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三)创新不动产登记做法

小区增加公共服务配套建筑的,应

达成权属协议,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探

索增加公共建筑不动产登记的具体做

法. (市自然资源局牵头;各区县人民政

府负责落实)

七、职责分工

(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的协调、指导、督查和调

度;组织开展老旧小区摸底调查及改造

计划编制;编制技术导则及对项目建设

进行监督管理;负责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的使用管理;负责指导规范改造后小区

的物业服务;负责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日

常管理工作.

(二)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争取国家、

省老旧小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预算内资金;协调、指导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的立项审批工作;指导

区县做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发

行工作.

(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

指导通讯、宽带数据传输等管线改造、建

设工作.

(四)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安全防范

设施建设,确保小区系统的人员/车辆管

理、视频监控、出入控制、智能门禁、报警

等数据的接入,并将数据推送至公安智

慧安防小区管控系统;维护老旧小区改

造期间治安秩序.

(五)市民政局:指导区县发挥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基础作用,协助做好老

旧小区改造民意征求和群众参与等工

作;负责«社区服务中心布点规划»的编

制,负责对社区服务中心用房交付后的

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六)市财政局:加强资金统筹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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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安排市级以上奖补资金,做好奖补

资金拨付和使用的监督管理.

(七)市自然资源局:指导区县办理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新建、改扩建公共

服务和社会服务设施等的规划、土地、不

动产登记手续.

(八)市水利局:负责协调、指导供水

管线改造工作.

(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优化

老旧小区改造手续办理流程,提高审批

效率.

(十)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协调、指导

拆除违法违章建(构)筑物.

(十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

责办理老旧小区居民加装电梯提取住房

公积金业务.

(十二)各区县政府:负责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的组织实施和辖区内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的统筹协调,对辖区内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负总责.

(十三)专营单位:应配合政府部门

及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单位,按各自专营

范围,负责资金筹集及改造工作,保证三

年改造任务顺利完成. 其他有关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八、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棚户区、老

旧小区、旧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

筹协调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各区县

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的组织实施工作,是

责任主体. 各单位要明确工作职责,组

织制定规划、标准和计划,建立专项工作

机制,全力以赴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三年

行动计划任务.

(二)严格督促指导.为确保三年目

标任务顺利完成,不断健全完善目标责

任制、进展巡查制、末位约谈制、情况通

报制和工作考核制,实行普遍巡查和重

点督查相结合的督查机制,每季度开展

一次全覆盖的督导检查,纳入高质量发

展“十二大攻坚行动”管理考核体系,并

对工作进展缓慢的区县进行约谈.

(三)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

媒体大力宣传老旧小区改造的重要意

义,组织社区基层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发

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营造参与氛围,畅

通参与渠道,引导老旧小区居民自觉主

动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２０２５年５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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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２０２０年为全市妇女儿童办实事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２０〕５０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健

康发展,经市政府研究决定,２０２０年继续

为全市妇女儿童办实事,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加强基层妇幼保健基础设施建

设.为提升基层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积

极争取将总投资１２５８０万元的临淄区和

桓台县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列入中央、

省预算内资金扶持范围,进一步优化妇

女儿童就医环境,为妇女儿童提供更加

方便、快捷、有效的健康服务. (责任单

位:市发展改革委)

二、实施“两癌”免费检查和救助行

动.对全市农村适龄妇女和城镇贫困妇

女进行“两癌”免费检查,切实提高农村

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的早诊早治率,继续

加大对农村“两癌”患病贫困妇女救助力

度. 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实践落地

落实,打造妇女儿童线上健康服务阵地,

开展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科普宣

传,提高守护健康的支持能力,引导广大

家庭建立健康生活方式. (责任单位:市

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妇

联)

三、开展小学生课后校内外托管基

本服务.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统筹家长和社会资源共同

参与、协商共治,按照属地管理、学校组

织、自愿参加、保证基本、安全第一的原

则,全市所有城区小学和有需求的农村

小学在上学日下午放学后,开展课后服

务工作,在有条件的社区(村居)设立四

点半课堂,切实帮助家长解决下午放学

后接管学生困难的问题,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责任

单位:市教育局、市妇联)

四、实施０—１７岁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为全市１２００名０—１７周岁有康复

潜力或有康复价值、有康复需求的脑瘫、

弱智、孤独症儿童和听力语言障碍儿童

提供机构康复训练,每人补贴１．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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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补助和２５００元交通生活费;为

３００名残疾儿童提供机构＋社区＋家庭

方式康复训练,每人补贴０．５万元康复

训练补助. (责任单位:市残联)

五、实施家事案件审判方式改革.

建立健全家事纠纷解决机制,以博山、桓

台、淄川三处试点法院为抓手,通过设立

家事审判专业团队,开展家事纠纷特色

庭审、人身安全保护令、婚姻冷静期等审

理工作,多方联动,延伸审判职能,推行

程序辅助人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切实妥善处理家事纠纷,保护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责 任 单 位:市 法

院)

六、加强儿童用药监测工作.引导

辖区药品生产企业增加适应儿童用的小

剂量规格药品的生产;在零售药店引导

设立儿童用药专柜(专区),方便儿童用

药的购买和管理;加大儿童用药品的不

良反应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责任

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七、开展“爱心护苗”行动.积极开

展“法治进校园”活动,采取到我市各级

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参观、“法治副校

长”上法制课、网络法治宣传等多种形

式,开展５０场未成年人普法宣传教育,

增强青少年自护守法意识,维护青少年

合法权益. 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联席

会议机制,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

工作,对未成年被害人情况进行主动评

估,根据需要提供经济救助、身心康复、

复学就业、法律支持等多元综合救助,切

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责任单位:

市检察院)

八、开展禁毒进校园活动.全市组

织开展“无毒青春、携手同行”宣讲、禁毒

知识专题讲座、禁毒预防教育基地参观

等活动５０场(次)以上. 印制适合不同

年龄段的毒品预防宣教手册供学生学

习,指导在校学生开展开学“五个一”专

题教育和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答题活

动. 印发“无毒青春,健康生活”致家长

的一封信,不断提升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的社会参与度. (责 任 单 位:市 公 安

局)

九、实施“书香淄博”建设项目.延

长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开放

时间,年内建造１０个左右城市书房、４０

座书香淄博阅读吧、４０个农家书屋提质

增效示范点,通过开展“淄博市读书节”

“读书朗诵大赛”“彩虹”少儿阅读推广、

“书香飘万家”创建书香家庭等活动,为

妇女儿童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阅读环境

和丰盛的思想文化盛宴,培养妇女儿童

的阅读习惯,切实提升妇女儿童整体文

化素养. (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教育局、市妇联)

十、实施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项目.

围绕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群众对农

业产业发展的技能需求,采取农民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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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培训方式,对从事农业产前、产中和

产后服务的高素质农民开展包括粮食种

植、蔬菜种植、畜牧养殖、园区经营管理

等专业的教育培训,同等条件下农村妇

女及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成员优先参

与培训. ２０２０年计划培训６０００人,其中

重点培训农村妇女３０００余人,占年培训

人数的５０％以上.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

村局)

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作将纳入２０２０

年市级督查内容. 各区县、市有关部门

要结合实际,尽快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

任单位、责任人,建立工作台账,确保实

事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各责任单

位要于每季度末将实事进展情况报市妇

儿工委办公室(联系电话:３１６０３３０).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２０〕５１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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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中央农办等９部门«关于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２０１９〕

１４号)、省生态环境厅等４部门«山东省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方案» (鲁环发

〔２０１９〕１３１号)、«全市城乡环境大整治精

细管理大提升总体方案»要求,统筹农村

旱厕改造,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补齐

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加快建设“生态、洁

净、整齐、美丽”淄博乡村,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总体思路

按照“因地制宜、尊重习惯,应治尽

治、利用为先,就地就近、生态循环,梯次

推进、建管并重,发动农户、效果长远”的

总体思路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解决农村黑臭水体、污水横流和乱排乱

放问题.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由政府主导,采取市级

“以奖代补、以奖促治”、区县“统筹规划、

资金整合”、镇办“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村民“投工投劳、自觉参与”、第三方社会

机构“资本合作、专业服务”方式建立治

理建设、运维监管、资金保障体系机制.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鼓励推行第三方运维模式. 有条件的区

县,先行先试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监管“数

字化”智能监控平台,推动运维监管一体

化.

———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充

分考虑村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环境消纳能

力、农村旱厕改造等实际情况,根据生活

污水回用途径和排放去向,科学确定、灵

活采取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处理、单村联

村建设集中收集处理设施、集中收集生

态处理、分散处理就地利用、单户联户建

设小型治理设施、分散收集集中拉运处

理等治理模式. 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推

进,脱贫攻坚任务重的镇村能做则做、需

缓则缓,不搞一刀切、齐步走.

———坚持突出重点、梯次推进.优

先治理位于主要河流、湖泊、水库周边１

０３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公里范围内,位于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范围内,位

于“十百千”工程、美丽乡村、美丽村居、

旅游特色村、新型农村社区、连片治理区

等试点示范区范围内,镇驻地和中心村

等人口密集区范围内的行政村. 先易后

难、以点带片、连片成面,通过典型示范

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带动全域治理、全

域提升.

———坚持生态为本、绿色发展.牢

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结合厕所粪污资

源化利用、污水农田灌溉回用、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环境景观建设等,推进水资源

循环利用,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生

态农业发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衔

接.

三、治理范围和内容

(一)治理范围:对全市２５６０个行政

村(包括新型农村社区、涉农街道下属行

政村,不包括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城中

村)进行生活污水治理.

(二)治理内容:对农村居民生活和

经营农家乐产生的污水进行治理. 包括

冲厕产生的黑水和厨房、洗衣、洗浴等产

生的灰水,以及散养家庭畜禽等活动产

生的污水.

四、目标任务

第一阶段(２０２０年):全市３３．３％以

上的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 其中,

位于主要河流、湖泊、水库周边１公里范

围内,位于饮用水源地一级和二级保护

区范围内、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

冲区范围内的行政村全部完成治理任

务;位于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范围内、

位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位于“十

百千”工程等试点示范区范围内５０％以

上的行政村完成治理任务;村庄内污水

横流、乱排乱放情况基本消除,运维管护

机制基本建立;巩固提升２０１８年以前已

治理的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

达到«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要

求»(鲁环函〔２０１９〕３６９号)的治理标准.

第二阶段(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全市

５０％以上的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

其中,位于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范围

内、位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位于

“十百千”工程等试点示范区范围内的行

政村全部完成治理任务,运维管护机制

建立健全.

第三阶段(２０２３年－２０２５年):全市

９０％以上的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

运维管护机制健全完善.

五、重点工作

(一)科学调整县域实施方案

各区县政府在全面摸清农村生活污

水产生、排放、污染、治理、利用等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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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委托第三方对已经编制完成的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进一步

优化调整,统筹衔接«山东省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行动方案»、上位规划(市县镇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等)、专项规

划(村庄建设与整治规划、农村厕所革

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城镇污水处理、

城镇排水规划等)、功能区规划(水功能

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等),合理确定治

理任务目标、治理模式工艺、资金运维保

障等,提高县域实施方案的科学性、系统

性和可操作性. 县域实施方案原则上每

年一 调 整, 并 报 市 级 审 核、 省 级 备 案.

〔市生态环境 局 牵 头,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

利局、市 城 市 管 理 局 配 合,各 区 县 政 府

(含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省级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下同)落实〕

(二)分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各区县政府优先对位于主要河流、

湖泊、水库周边１公里范围内,位于饮用

水水源地一级、二级、准保护区和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等生态环境

敏感区范围内,位于乡村振兴“十百千”

工程、美丽村居省级试点、农村生活污水

连片治理示范区(淄川区)、美丽乡村、旅

游特色村等试点示范区范围内,镇驻地

和中心村等人口密集区范围内的行政村

进行生活污水治理. (市生态环境局牵

头,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城市管理局、市文化和

旅游局配合,各区县政府落实)

(三)分类合理选择治理方式

各区县政府因地制宜采用污染治理

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

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

式和处理工艺.

１．人口较为集中,能够产生污水径

流的,位于主要河流、湖泊、水库周边１

公里范围内,位于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和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单村或联村采用收

集处理方式.

(１)纳管处理方式. 对具备纳管条

件、居住相对集中的行政村,优先考虑就

近接管至城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处理,

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城镇近

郊的农村延伸.

(２)建设污水处理站方式. 对离城

镇生活污水管网较远、人口密集且不具

备利用条件的行政村,可单村或联村建

设集中处理设施,处理设施包括污水收

集系统和污水处理终端.

(３)生态处理方式. 对村庄周边具

备闲置坑塘、沟渠等自然条件的,可采用

单村或联村建设人工湿地、稳定塘等进

行生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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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不能产生污

水径流的村庄可采用分散处理就地利用

方式. 该方式须同时满足以下３个条

件:一是厕所改造已经完成或进行防渗

处理,厕所粪污能够实现收集后处理或

综合利用. 二是村庄内房前屋后有小花

园、小果园、小菜园等,能够实现灰水就

地综合利用. 三是区县制定专门的定期

巡查制度,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镇村分

别成立专门的巡查队伍,形成现场巡查

记录,制定禁止生活污水乱泼乱倒的村

规民约. 推广陶瓷平板膜等先进污水处

理技术,建设过滤池通过陶瓷膜过滤灰

水,论证灰水就地收集处理和综合利用

的可行性.

３．其他分散处理方式. 一是单户联

户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可采用不同

工艺的小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或不同

工艺组合方式,如一体化净化槽、一体化

净化槽＋人工湿地等方式,处理设施包

括污水收集系统和污水处理终端. 二是

分散收集集中拉运至处理处置设施,可

分区域建设蓄水池,定期将污水就近拉

运或利用管道输送至污水处理设施进行

处理. 镇办应建立专业化拉运队伍,拉

运车辆密闭性应满足拉运要求,并定期

进行试水试验防止泄漏,每次拉运去向

应记录备案. 区县和镇办每月分别至少

抽查３０％的运维车辆,对存在不满足运

输要求、去向不明或恶意倾倒的,应记录

备案并及时处理. (市生态环境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市农业

农村局、市城市管理局配合,各区县政府

落实)

(四)与农村旱厕改造“４＋N”任务有

效衔接

各区县政府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任务与市政府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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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政办字〔２０１９〕８５号)中的

“４＋N”模式治理任务衔接一致.

对城镇近郊集体经济强的５３个行

政村实现厕所粪污纳管处理,对２８个农

业“新六产”发展较好、发展旅游的行政

村和１０４个有一定集体收入、对粪肥需

求不大的行政村通过建设污水处理站处

理厕所粪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生

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市农业农村

局、市城 市 管 理 局、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配

合,各区县政府落实)

(五)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用水循环利

用

各区县政府探索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相

结合,统一规划、一体设计,在确保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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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农业农村水资

源的良性循环. 鼓励采用栽植水生植物

和建设植物隔离带,对农田沟渠、塘堰等

灌排系统进行生态化改造,通过农田林

草灌溉、景观补水等方式就近回用农村

生活污水;鼓励农户利用房前屋后小菜

园、小果园、小花园等,实现农村生活污

水就地回用;畅通厕所粪污经无害化处

理后就地就近还田渠道,采用建设粪污

堆肥设施、建设发酵池、拉运至污水处理

厂站处理、拉运至集中式资源化利用设

施等方式,推动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

(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县政府落实)

(六)严格执行综合利用和排放标准

鼓励污水经处理后综合利用,其中,

用于农田灌溉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５０８４)要求;用

于渔业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渔业水

质标准»(GB１１６０７)要求;用于景观环境

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 － 景 观 环 境 用 水 水 质 » (GB/

T１８９２１)要求;用于杂用水的,相关控制

指标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

杂水水质»(GB/T１８９２０)要求.

污水经处理后确需排放的,应根据

受纳水体功能区划,达到«山东省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DB３７/３６９３－２０１９)有关要求. 农村

生活污水就近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的,执

行«污 水 排 入 城 镇 下 水 道 水 质 标 准 »

(GB/T３１９６２)要求. (市生态 环 境 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

市管理局、市水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

区县政府落实)

(七)建立处理设施运维管理等长效

监管机制

１．建立运行维护管理机制. 要充分

借鉴旱厕改造后续管护和农村垃圾处理

处置经验,建立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设施运维和管护长效机制. 建立以区县

政府为责任主体、镇办为管理主体、村委

会为落实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运维机

构为服务主体的“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

系,切实落实运维保障资金. 对于通过

预处理后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的农村生活污水收集或处理设施,归入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对

于集中建设的规模较大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可运用市场机制,以区县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管护,提高

管护水平和设施运行效率,有条件的区

县推行建设运行一体化模式;对于分散

建设的规模较小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充分发挥村级责任主体作用,落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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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责任人,建立政府扶持、村级自筹和社

会支持的管护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污水

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市生态环境局将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运行管理情况

纳入全市生态环境网格化监管.

２．建立监督性监测和自行监测制

度. 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日常环境监

测机制. 加强排放水质监督性监测,日

处理能力２０吨以上的所有农村污水处

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纳入全市和各区县

年度监督性监测方案,每半年监测１次.

加强排放水质自行监测,运维单位(镇办

或者第三方)应按以下要求开展自行监

测:对于户用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检测频

次每年不得少于两次;对于日处理能力

不足３０吨的处理设施,进出水水质检测

频次每季度不得少于一次;对于日处理

能力３０吨以上２００吨以下的处理设施,

进出水水质检测频次每月不得少于一

次;对于日处理能力２００吨以上的处理

设施,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实时检测进出

水水量和水质.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各

区县政府落实)

(八)严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

设质量和验收程序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要坚持提高

工程质量标准、减少后续管护费用的原

则,按照住建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技术标准»(GB/T５１３４７－２０１９)要求,严

格工程设计,严把材料质量,严控安全监

管,采取地方政府主管、第三方监理、群

众代表监督等方式,加强施工监管、档案

管理和工程竣工验收,确保工程质量有

保证、建设安全有保障、设施管护有长

效.

对于完成治理任务的行政村,按照

«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要求»

(鲁环函〔２０１９〕３６９号)及填表说明要求,

由所在镇办申请,区县政府组织生态环

境、住房建设、农业农村、城市管理等相

关部门组成联合验收组,每月进行一次

集中验收. 建立“一村一档”,填写«行政

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表»,以区县为单位

报市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市生

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城市管理局组成市级复核组,不

定期对所有已经完成区县治理验收的行

政村现场复核.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市

管理局配合,各区县政府落实)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五级书记

抓乡村振兴的要求,把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来抓.

各区县政府成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专班,主要负责人亲自研究部署,制定具

５３ 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体工作方案,厘清部门职责,做好项目落

地、资金保障、推进实施等工作,统筹协

调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市政府相关

部门要理顺工作职责,按照任务分工,发

挥各自职能优势,强化调度、督导、验收、

通报、考核,形成工作合力,督促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落实.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农业农村局、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城市

管理局、市文化和旅游局配合,各区县政

府落实)

(二)加大资金保障.市财政统筹资

金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市生态环境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等

业务主管部门,在会同市财政制定资金

分配方案和分配资金时,加大对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倾斜力度. 各区县政府应

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整合乡村振兴

样板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周边整治、流域水污染防治

资金等重点工作资金,大力支持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 要拓宽资金来源,策

划打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积极争

取上级农村、水污染治理和乡镇污水基

础设施建设等各类专项资金及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支持. 积极吸引社会资

本,引导社会各界通过投资、捐助、认建

等形式,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市财政局牵头,

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

业农村局配合,各区县政府落实)

(三)广 泛 宣 传 发 动.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结合“连片

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区”行动、美丽乡村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省级美丽村居试

点建设、“美在家庭”创建、爱国卫生县城

创建、农村厕所革命等活动,采用群众喜

闻乐见形式,大力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宣传. 发挥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和共青团、妇

联等群团组织优势,发动组织群众,积极

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完善村规民

约,倡导节约用水,引导农民群众形成良

好用水习惯,从源头上杜绝农村生活污

水乱泼乱倒、污水横流的现象. (市委宣

传部牵头,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市管理局、市

卫生健康委、团市委、市妇联、淄博日报

社、市广 播 电 视 台 配 合,各 区 县 政 府 落

实)

(四)规范管理制度.各区县政府要

研究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建设

管理、运维管理考核、定期监测、网格化

监管、巡查抽查、资金保障、社会化参与、

宣传教育等配套制度,研究出台保障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用地、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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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等优惠政策,合法合理简化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建设项目的立项、用地、规

划、环评、招投标等程序. (市发展改革

委、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市税

务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责分工

负责,各区县政府落实)

(五)强化调度考核.为确保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按序时推进,将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考核、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大会战考核,对各区县工作进展实行

“每月 一 调 度、 每 月 一 通 报、 每 月 一 评

估”. 对治理进度滞后、逾期未完成治理

目标任务的区县、镇办、部门,采取通报

批评、公开约谈、媒体曝光等措施督促问

题整治,严重的适时启动问责程序. (市

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各区县政

府落实)

附件:１．淄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目标分解表

２．淄博市各区县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分年度计划目标表

３．淄 博 市 位 于 重 点 河 流、湖

泊、水库周边１公里范围内

行政村治理目标表

４．淄博市位于生态环境敏感

区和试点示范区范围内行

政村统计表

注:本文附件详见淄博市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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