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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状与形势
	（一）“十三五”工作成效
	1．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改善明显。“十三五”期间，全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立、治”工作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序推进。印发了《四川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推进方案》（川环发〔2020〕13号
	3．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顺利起步。印发《关于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工作的通知》（川环办函〔2020〕9
	4．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日趋完善。基本建立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市、区）处理为主，片区处理和就近
	5．种植业污染防治系统推进。一是大力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2020年化肥、农药用量分别减少至21
	6．生态健康养殖模式逐渐形成。一是大力推广种养循环等模式，实现全省63个畜牧大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分区管控力度不足。农村空间存在开发利用不合理情况，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区、农民生活区、农村生态区
	2．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有待加强。一是仍有部分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质存在不达标现象。二是农村集中式饮用
	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短板。一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面依然不足。二是已建部分设施非正常运行，存
	4．农村黑臭水体整治能力薄弱。一是全省纳入国家监管的农村黑臭水体数量居全国前列，任务量大、基础薄弱，
	5．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体系仍待完善。一是前端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效果不明显。二是全省农村收集、转运、处
	6．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依然严峻。一是部分地方仍存在农药、化肥不合理施用现象。二是农膜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7．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能力有待提升。一是现代化监管体系未建立，在监管手段、机制、信息化程度方面存在

	（三）“十四五”面临的机遇
	（四）“十四五”面临的挑战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规划目标

	三、重点任务
	（一）强化农村空间分区管控
	（二）系统开展农村环境整治
	1．加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持续推进保护区划分，设立地理界标、警示标志和宣传牌，建立完善水源
	2．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力度。分区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行精细化管理。坚持可用则用、能合则合、
	3．统筹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纳入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或方案，有效衔接小流域治
	4．有序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引导农村地区以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为主要模式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推广

	（三）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
	1．稳步提升种植业污染防治水平。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推广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开展科学施肥技术培训，
	2．构建养殖业污染防治利用体系。提升畜禽污染防治水平，加强禁养区环境监管，坚持资源化利用优先，推进粪
	3．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在重点区域全面开展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实施动态监测，摸清农业面源污染

	（四）强化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1．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构建，针对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农业面源等制
	2．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成效评估指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技术
	3．加强环保队伍建设。落实各级环境监管部门标准化建设，强化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常规监测能力，提升监管人员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贯彻落实中央部署、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健全省直部门协同合作机制，落实各部门责任，确保
	（二）完善配套政策
	（三）实施成效评估
	（四）强化技术支撑
	（五）引导全民参与

	附件1
	一、总体要求
	（三）总体目标
	二、重点任务
	（一）科学完善规划布局
	坚持整县推进的基本思路，做到“规划、设计、建设、运维”一体化。按照做深做实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
	（二）强化分区分类治理
	完善行政村分类治理名录，综合考虑自然气候条件、人口集中程度、环境敏感程度、水环境质量等因素，科学划分
	（三）深入实施资源化利用
	提升资源化利用规范性，编制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指南。管控类行政村以资源化利用为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四）优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建设。治理类行政村以设施建设为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因地制
	（五）加快非正常运行设施改造
	各市县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排查整改专项行动，对已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调查评估，制定不正常运
	（六）统筹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纳入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或方案，有效衔接小流域治理、农村水系整治等综合治理项目
	（七）有序开展试点示范
	落实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印发的《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治理综合试点工作方案》要求，持续推进第一

	三、保障措施
	（一）完善支持政策
	合理简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管理。鼓励河（湖）长制体系向村级延伸，实现水体有效治理和管护。加大投入力
	（二）提升运维水平
	建立完善县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机制，明确运维主管部门、运维管理模式及运维单位，在有条件的地
	（三）强化技术支撑
	开展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高寒高海拔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关键技术研究。注重基层

	附件2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工作目标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农业面源污染全面防治
	1．种植业污染防治。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改造，开展耕地坡面水系治理，防治水土流失。稳步推进农业高
	2．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支持规模以上养殖场配置节水养殖设施设备，推广粪便清理收集设施设备，建设粪便利
	3．水产养殖业污染防治。完成省、市、县三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及发布工作，科学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养
	4．农业废弃物处理处置。强化农膜源头准入管理，鼓励和支持生产、使用可降解农膜，鼓励农膜覆盖替代技术和

	（二）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管理
	1．摸底调查农业面源污染源强。在农业农村、统计、市场监管等部门工作基础上，对重点区域化肥、农药使用量
	2．动态监测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基于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结合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在典型小流域或农田地
	3．系统评估农业面源污染环境影响。开展废弃秸秆污染评估、农业面源污染负荷评估，编制优先治理区域清单。
	4．长期观测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在重点区域，科学选址建设农业生态环境野外观测站，开展气象、水文、水

	（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试点

	三、保障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
	（二）强化技术支撑
	（三）严格监督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