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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规划背景

1.1.1 任务由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不断总结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进展和经验，大力推进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以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乡村发展中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国乡村生态环境改善目

标从“村容整洁”提升为“生态宜居”，国家围绕乡村振兴先后印发

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等重

要文件，对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绿色发展、乡村生态保护与

修复等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其中，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重大历史任务之一，是人居环境改善、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农村节能减排、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建设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

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村

居民生活质量”，2019 年 7 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生态环

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银保监会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14 号），明确了扎实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 8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2019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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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

办土壤〔2019〕756 号），具体指导各地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

科学规划和统筹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重庆市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决策部署，

牢牢把握“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出台了《重庆市农业农

村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渝环函〔2019〕119 号），深入

贯彻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各项安排部署，积极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工作；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区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渝环办〔2019〕454 号），组织指导各

区县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1.1.2 编制过程

北碚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重庆市

统一部署，积极筹备，严格筛选，委托第三方单位，严格按照《关

于开展区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渝环

办〔2019〕454号）的要求，以《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

划编制指南（试行）》（环办土壤〔2019〕756号）为指导，全面

开展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现状摸底排查和问题梳理，在编制过程

中紧密衔接《重庆市北碚区及 15 个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重庆市北碚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

动计划》（北碚委发〔2018〕9 号）《北碚区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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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北碚委发〔2018〕10 号）《重庆

市北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北碚委办发〔2018〕115号）等相关规划，结合北碚区实际情

况，明确规划空间范围和时限，策划重点项目，完成《重庆市北

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及《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专项规划说明书》编制工作。

1.2 编制依据

1.2.1 国家法律法规及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日修

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

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日修

订）；

（5）《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共中央、国务

院 2018 年 1 月印发）；

（6）《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8 年 9 月印发）；

（7）《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中发〔2018〕17 号）；

（8）《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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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号）；

（9）《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

〔2016〕65 号）；

（10）《关于加强长江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的指导

意见》（发改环资〔2016〕370 号）；

（1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环发

〔2013〕130 号）；

（12）《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的通

知》（环土壤〔2018〕143 号）；

（13）《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工作的指导意

见》（环办土壤〔2019〕24 号）；

（14）《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环办土壤函〔2019〕756 号）；

（15）《关于印发《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试行）》

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826号）；

（16）《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

〔2019〕14 号）；

（17）《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建村

〔2014〕6 号）；

（1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1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

（2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5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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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74）；

（22）《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05）；

（23）《小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标准》（建标 148）。

1.2.2 重庆市法律法规及及规范性文件

（1）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2017 年 3 月 29日修订）；

（2） 《重庆市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2011年 7 月 29日修订）；

（3） 《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2015年 5月 28日修订）；

（4）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5〕69 号）；

（5） 《重庆市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管理维护实施方案》（渝

府办发〔2015〕166 号）；

（6） 《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村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处理适

宜技术推荐（试行）的通知》（渝环发〔2015〕16 号）；

（7） 《关于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改厕工作衔接的通

知》（渝环办〔2019〕270 号）；

（8） 《关于开展区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渝环办〔2019〕454 号）；

（9） 《重庆市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渝环函〔2019〕119号）；

（10） 《重庆市城市经营及生活用水定额（试行)》（渝水

〔2018〕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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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848）。

1.2.3 北碚区相关文件

（1） 《重庆市北碚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北碚

委发〔2018〕9 号）；

（2） 《北碚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的通知》（北碚府办发〔2019〕35 号）；

（3） 《重庆市北碚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4） 《重庆市北碚区及 15 个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

（5） 《北碚区全域旅游发展策划、规划、行动实施方案》;

（6） 《重庆市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管制分

区规划》；

（7） 《北碚区分区规划》；

（8） 《北碚区村布局规划》；

（9） 《重庆市北碚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10） 《北碚区基本农田划定方案》；

（11） 《缙云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6-2030年）》；

（12） 《重庆北碚金刀峡县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2017-2026年）》；

（13） 《 重 庆 北 碚 茅 庵 县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总 体 规 划

（2017-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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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庆北碚小三峡县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2017-2026年）。

1.3 基本原则

1.3.1 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以北碚区总体规划为先导，结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村庄规

划全覆盖、水环境功能区划、给排水设计施工、卫生改厕和黑臭

水体治理等相关工作，充分考虑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生活污水产

排规律、环境容量、村民意愿等因素，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

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科学规划和安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1.3.2 突出重点，梯次推进

坚持短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综合考虑现阶段城乡发展趋势、财政投入能力、农民接受程度等，

合理确定污水治理任务目标。优先整治生态环境敏感、人口集聚、

发展乡村旅游以及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通过试点

示范不断探索，梯次推进，全面覆盖。

1.3.3 因地制宜，分类治理

综合考虑村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污水产排状况、生

态环境敏感程度、受纳水体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本地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方式。靠近城镇、有条件的村庄，生活污水纳入城镇

污水管网统一处理。人口集聚、利用空间不足、经济条件较好的

村庄，可采取管网收集-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的治理方式。污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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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量较少、居住较为分散、地形地貌复杂的村庄，优先采用资源

化利用的治理方式。

1.3.4 建管并重，长效运行

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推动以北碚区区域为单元，实行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

鼓励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建设和运行管理。

1.3.5 经济实用，易于推广

充分调查农村水环境质量、污水排放现状和治理需求，考虑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污水产生规模和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综合评

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选择技

术成熟、经济实用、管理方便、运行稳定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手

段和途径。

1.3.6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引导农民

以投工投劳等方式参与设施建设、运行和管理，鼓励采用政府和

第三方机构合作等方式，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推动农村生活污水

第三方治理。

1.4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北碚区辖北温泉街道、东阳街道等 9 个街道、天

府镇、柳荫镇等 8 个镇，74 个居委会、107 个涉农村委会。根据

《关于开展区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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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环办〔2019〕454 号），本次规划范围为北碚区辖区内涉及

农业、农村的行政村（社区），包括 7 个街道、8 个镇、107个涉

农村委会。

优先治理村范围：以北碚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自

然保护地等生态敏感区保护范围及北碚境内嘉陵江流域范围，农

村常住人口 200户（500 人）的人口集聚区，以及农家乐（旅游）

等乡村旅游集中区域等确定北碚区优先治理村 64 个。

1.5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2020 年

规划年限：近期 2021 年-2025 年

远期 2026 年-2030 年

1.6 规划目标

到 2030 年，北碚区内所有农村生活污水基本实现全面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有效运维，全区农村人居环境大幅提升，

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近期目标：到 2025 年，优先治理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全面

治理，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户覆盖率达到 71%（提升 9%），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8%（提升 7%）。

远期目标：持续提升北碚区农村污水治理，到 2030 年，北

碚区内所有农村生活污水基本实现全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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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概况

2.1 自然概况

北碚区位于重庆主城西北方向，幅员面积 755平方公里，辖

9 个街道（其中 7 个街道涉农）、8 个镇，74个居委会、107个涉

农行政村。全区常住人口 81.1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67.78 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83.6%。全区土地类型主要为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等。全区河流属嘉陵江水系，北碚地处嘉陵江下游，嘉

陵江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农家乐和民宿主要分布在缙云山温泉度

假区、金刀峡生态度假区等旅游集中区。

2.2 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2.2.1 水环境功能区划

北碚区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如下：嘉陵江北碚段为 II 类，

梁滩河为Ⅴ类，璧北河为Ⅳ类，竹溪河为Ⅳ类，土主河为 III 类，

后河为 III 类，胜天水库为 II 类，海底沟水库 III 类。2019 年北

碚区地表水水质均满足水域功能区要求。

2.2.2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北碚区现有 1 个城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源水源地、17 个乡镇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源地。2019 年，北碚区所有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均达标（达到或优于Ⅲ类）。

2.2.3 生态保护红线

按照《重庆市北碚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内容，全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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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 230.63km²，占幅员面积的 30.67%，除

天生桥街道外各街镇均有分布。

2.2.4 自然保护区

目前，北碚区共有 4 个自然保护区（1 个国家级，3 个县级），

且都属于森林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分别为：重庆缙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重庆北碚金刀峡县级自然保护区、重庆北碚小三峡

县级自然保护区和重庆北碚茅庵县级自然保护区。

3 污染源分析

3.1 用水及排水体制

3.1.1 用水情况

根据资料分析及现场调查，北碚区 107 个行政村均实现自来

水管网全覆盖，大部分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来自自来水，少部分农

村居民生活用水仍使用井水、泉水等分散水。

3.1.2 排水情况

根据资料分析及现场调研，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排水主要通

过管网排入污水处理设施，或排入化粪池后还田利用。其中，排

入污水处理设施的主要是有两种情形，一种为离城镇较近，方便

接入市政管网的农村集聚区，生活污水经市政管网就近排入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另一种为离城镇较远的农村集聚区，生活污水经

管网排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目前，水土街道大地村、施家梁镇施家梁村、童家溪镇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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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村等距市政管网较近的聚居点和农民新村生活污水已就

近纳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北碚区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00

座，主要分布在静观镇、柳荫镇等街镇，惠及 28 个行政村。至

2019 年，北碚区已完成 51446 户居民卫生改厕。

3.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3.2.1 农户改厕普及情况

北碚区自 2003 年起，通过争取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启

动实施了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2003-2019年，全区累计投

入农村改厕资金 2000 余万元，完成卫生改厕 51446 户，其中农

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28482 户。

3.2.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现状

（1）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及分布

目前，北碚区已建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处理总规模

2585t/d，主要分布在静观镇、柳荫镇等 7 个街镇。其中，处理规

模小于 20t/d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约占 43%，处理规模大于

20t/d 但小于 100t/d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约占 55%，处理规

模大于 100t/d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2%。

（2）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工艺

北碚区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分为以下几类：

生物处理、生态处理、一体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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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行现状

北碚区现有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部分设施由于城镇化进

程、人口迁移等原因，污水收纳量太少，部分管网和设施的运行

管理欠缺，导致部分设施未得到及时的维护，运行负荷低。

3.3 污染负荷量预测

北碚区是重庆市主城片区之一，参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生活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试用版）》中对农村区域镇区生

活用水定额以及《重庆市城市经营及生活用水定额（试行）》（渝

水〔2018〕66号）中对学校生活用水的定额。

按照市级部门要求并结合北碚区实际情况，各聚居点、农家

乐及民宿及学校近期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为 1570 吨/日，远期生活

污水排放总量为 340 吨/日。

4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4.1 治理方式选择

4.1.1 治理模式简介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模式的分类、特点及适用条件各不相

同，主要包括以下四类处理模式。

（1）纳管处理模式

距离市政污水管网较近（一般 1 公里以内），地势符合高程

接入要求的集聚区、农民安置新村等，可将污水纳管，进入城镇

污水处理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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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域自建区域型模式

根据村域内农户分布情况、地势地形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技

术评估后，将一个村庄中符合管网建设、污水集中收集的区域、

单个或多个集聚区，通过建设村域内局部管网收集系统，将该区

域、集聚区的农户所产生的污水进行集中收集，建设单独的污水

处理设施集中处理。

（3）村域自建联户型模式

根据村庄地形地势、布局情况等进行科学设计，将村庄内无

法大规模集中处理的区域，合理分片采取小规模联合收集处理，

每个片区污水单独处理。污水分片收集后，就近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一般采用中小型污水处理设备或生态处理等形式进行处理。

（4）村域自建分户型模式

针对无法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的自然村落、或不适宜建设管网

收集的单一农户，采用单户型污水处理设备或生态处理形式进行

单独处理的模式。鼓励人口较少、污水产生量较少的地区，以卫

生厕所改造为重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杜绝化粪池出水直

排的基础上，就地就近实现资源化利用。

4.1.2 北碚区治理模式的选择

北碚区综合乡村发展规划，通盘布局。根据能接尽接的目标，

规划分期实施对靠近城镇且满足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接入要求的

施家梁镇施家梁村、蔡家岗街道三溪村等 15 个聚居点及 1 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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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农村区域，优先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站）处理；对天府镇

中心村等 1 个聚居点采取村域自建区域型模式进行集中处理；对

水土街道万寿桥村综合大楼、澄江镇上马台村等 39 个聚居点，

采取村域自建联户型模式进行集中处理；对居住较为分散、地形

地貌复杂的农村区域，约 4560 户居民散户就近就地进行分散处

理。

4.2 设施布局选址

已建设施符合选址要求并能够正常运行的，统筹考虑并充分

利用；对不能正常运行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根据情况进行

维护整治。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选址建议满足下列条件：①污水处理设施

要符合村庄发展规划要求；②宜设在村庄低处，便于污水自流，

沿途尽量不设或少设提升泵站；③污水处理设施要与村庄有一定

的距离，尽量注意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蚊蝇及设备噪音

对住户的影响；④处理实施要考虑洪水的影响；建造要考虑雨水

汇聚的影响；⑤尽量利用废弃的土地，节约用地；⑥有便利的交

通、运输和水电条件。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工程（厂区建设用地线，非红线）占

地指标，按不同规模控制等级：

（1）设计规模 50（含）-100m3/d、占地不大于 5m2/m3；微

动力工艺可适当放大占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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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规模 50m3/d 以下的微动力处理工艺、占地不大于

10m2/m3。

4.3 污水收集系统建设

参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GB50015）等规范，结合农村实际设计污水收集系统，

对不完善的管网进行改造，尽量实现雨污分流。

优先采用顺坡就势等建设成本低、施工速度快的管道布设方

式。结合村庄规划、地形标高、排水流向，按照接管短、埋深合

理、尽可能利用重力自流的原则布置污水管道。对不能利用重力

自流排水的地区，根据服务范围和处理设施位置确定提升设施的

位置。污水主管优先采用 HDPE 材质的钢带波纹管，接户支管采

用 PE材质等材质较好的管材，提升管网使用年限，降低管网运

维成本。

4.4 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污水处理技术工艺主要分为有动力处理技术（组合式复合生

物滤池+高负荷活性生物滤床、净化槽、SBR、A/O、A2/O 等）、

地埋式微动力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无动力处理技术（无动力、

地埋式分散式厌氧系统，无动力一体化设施，厌氧+人工湿地，

厌氧）等。

根据各行政村自然地理条件、居民分布、污水治理规模、排

放标准、经济水平等因素，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主要选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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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一体化设施、净化槽等适宜当地的污水处理技术工艺。

4.5 现有设施管网维护整治

根据北碚区现有设施管网运行情况，对歇马街道永远村污水

处理站等 5 座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破损管网进行修缮、完善管网收

纳范围；对运维缺失的三圣镇是坪村污水处理站进行进行整治，

对柳荫镇柳荫村污水处理 2站等 2座排水不达标的设施进行升级

改造。

4.6 设施出水排放要求

4.6.1 废水排放标准

新建或改造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水排放需满足《农

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848）对相

应规模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废水排放标准适用要求。纳入城

镇污水处理厂（站）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排放标准。

4.6.2 尾水处置

污水的治理由处理后达标排放到无害化排放，发展到处理后

再利用，是控制出水二次污染、保护水资源的重大进步，也是节

约用水的重要途径。

污水经处理后的出路主要有：

①排放水体：自然水体对达标排放的污水有一定的稀释和净

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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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资源化利用：残留有机物的“肥水”重新用于蔬菜基地或景

观灌溉，实现了终端肥水利用与农业产业相结合，有效减少了化

学肥料，从而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

4.7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固体废弃物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和 N、P、K 等农作物与植物

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对土壤的改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

此，对固体废弃物进行处理，除了避免其对环境造成污染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有机废弃物中的资源进行有效的利用。

北碚区农村污水处理厂数量较少，污水收集量不多，目前部

分污泥采用土地消纳模式处置。综合考虑各污水处理设施的固体

废弃物产生量、地理位置等，北碚区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固体

废弃物拟通过土地消纳的方式处置。

4.8 验收移交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既要保证工程质量合格，也要保

证出水水质达标。工程验收后，项目实施及管理部门应妥善保管

竣工图等相关资料，以备查验。环保验收和运维移交应确保污水

处理水质水量、工艺、规模与设计相符，设备材料完整。对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维统一打包、不存在运维移交环节的，各

地应因地制宜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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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运行管理

5.1 运维管理

5.1.1 运维管理现状

2015 年 10 月，经市政府第 99 次常务会审议并经市委第 147

次常委会审定，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运营实施方案》（渝府办发〔2015〕166 号），明确由重庆环保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环投公司”）具体负责全市乡镇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投、建、管、运”一体化运营。静观镇台农园污水

处理厂等 3 座污水处理厂由市环投公司运维管理，其余 12 座在

运行的污水处理站由街镇运维管理。

5.1.2 运维管理规划

为切实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保障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持续运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北碚区拟采取委托国有平台公司或街镇负责全区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投、建、管、运”一体化运营。

静观镇台农园污水处理厂、金刀峡镇小塘村污水处理厂、三

圣镇德圣村污水处理厂将继续由市环投公司运维；北温泉街道金

刚村桥沟新农村污水处理站、澄江镇缙云村污水处理站等 12 座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将维持现状，由街镇运维；施家梁镇施

家梁村字库社污水处理站、水土街道万寿桥村万寿新村污水处理

站等 40 座（近期 29 座、远期 11 座）新建污水处理设施委托国

http://222.177.117.35:18089/swage/javascript:void(0);
http://222.177.117.35:18089/swage/javascript:void(0);


20

有平台公司或街镇负责运维。

5.2 水质监测

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监测制度，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水质、水量执法监测，已建的北温泉街道金刚村桥沟新农村污水

处理站、澄江镇缙云村污水处理站等 11座，近期规划的澄江镇

上马台村污水处理站、施家梁镇施家梁村字库社污水处理站等 9

座，远期规划的 5 座设计处理能力 20 吨/日—100 吨/日（含）的，

每年至少监测一次；已建的静观镇台农园污水处理厂、金刀峡镇

小塘村污水处理厂等 2 座，近期规划的北温泉街道人民村白云组

污水处理设施等 1 座设计处理能力超过 100 吨/日的，每半年至

少监测一次。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监测工作。建立和完善

管理台账，掌握区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分布和运行情况。

到 2025 年，静观镇台农园污水处理厂、金刀峡镇小塘村污

水处理厂、北温泉街道人民村白云组污水处理厂等 3 座设计处理

能力超过 100 吨/日的污水处理厂排放污水必须全面达标；已建

11座、近期规划 9 座设计处理能力 20 吨/日—100吨/日（含）的

污水处理厂（站）排放污水达标率达到 60%。

6 规划重点项目

6.1 重点项目

北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规划共实施四类项目，提升北碚

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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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施管网整治。升级改造 3 座污水处理设施（其中近

期 2 座、远期 1 座）、改造 5 处管网；

（2）纳管处理。建设管网 11.3 千米（其中近期 9.3 千米、

远期 2 千米）、提升泵站 5 座，将约 1800 户居民（其中近期 1580

户、远期 220 户）生活污水纳管处理；

（3）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新建 40 座污水处理设施（其中近

期 29座、远期 11座）、污水管网 7.2 千米（其中近期 3.3 千米、

远期 3.9 千米），收集处理约 2310 户（其中近期 1710 户、远期

600户）居民生活污水；

（4）卫生改厕。完成 4560 户农村居民卫生改厕（近期）。

6.2 目标可达性分析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主要指标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治理的农户覆盖率。到 2025 年，通过实施纳

管处理、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等规划重点项目，将 1580 户居民生

活污水纳管处理、1570 户居民生活污水得到集中设施处理、130

户居民生活污水得到联户处理、4560 户居民生活污水得到单户

利用，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治理的农户覆盖率达到 71%（提升 9%）；

将约 350t/d 生活污水纳管处理、340t/d 生活污水得到集中处理、

30t/d生活污水得到联户处理、850t/d 生活污水得到单户利用，北

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8%（提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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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工程估算及资金筹措

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及运维总投资约 7260 万元，

其中，近期投资 4180 万元、远期投资 1580 万元，卫生改厕投资

1500 万元。

北碚区在实施农村生活污水规划中，需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采取多元投资、多方参与等方式筹措建设资金。例如，可以委托

专业平台公司负责区域内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以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给予平台公司和投资人回报。各级财政应加大对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建设及运维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

积极申请国家和市级相关经费补助，同时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

社会团体、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捐助、认建等形式，参

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北碚区拟积极争取国家和

市级财政投入约 5%，区级财政承担主要费用约 80%，街镇财政

承担 10%，农户及经营主承担 5%。

7 效益分析

7.1 环境效益

改善人居环境。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收集、治理的最直接

效果就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通过居民区生态环境的综

合治理，可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

改善生态环境。将约 1910 吨/日原排入外环境的生活污水进

行集中收集处理和分散处置，可改善生态环境、改善水质，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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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降低水环境污染风险，维护人居生态环境。

7.2 社会效益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既可提高水资源的重

复利用率、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可改

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人民群众

满意度，促进区域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

提高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实施过

程是一次深刻、生动的环境保护宣传过程，通过具体的环境保护

行动，使人们能够深刻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使人们懂得环境

污染的严重后果，包括经济损失、健康损失、资源流失等，并自

觉加入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人们认识理解环境保护的深刻含义，

环境保护将产生质的飞跃，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将成为居民的自

觉行为。

7.3 经济效益

农村地区环境条件的改善可降低与污染有关疾病的传播，减

少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同时，改善环境质量，避免污水排放对

农业生产和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经济损失，对当地农业和旅游业的

发展有积极意义。

8 保障措施

8.1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开展农村污水治理工作，各街镇及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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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切实落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要求，按照规划的要求，明确目

标任务，细化工作计划，落实工作责任，确保组织计划到位、责

任落实到位、任务完成到位。

8.2 强化考核，确保目标

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各牵头部

门要强化工作调度，建立月调度、季通报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

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奖罚机制。各级各部门要深入推进“放管服”

工作，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所涉及的统一招投

标和政府采购等事项，尽量简化审批手续，开辟绿色通道，优化

服务质量。各街镇分别制定实施细则，细化职责分工，落实政策

措施，建立治理项目实效检测评价和情况通报制度，严格目标管

理。资金分配向工作成效突出的街镇倾斜；对工作推进不力的，

进行通报。

8.3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的作用，通过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意义、政策

措施，强化环境卫生意识，引导农民群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动员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增强

广大农民环保意识和治污意识，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

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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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重庆市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分解表

重点任务 任务内容 完成年限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一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近期任务

设施维护整治
柳荫镇柳荫村江山沟院子、柳荫新农村等 4处管网维护整治；
三圣镇是平村污水处理站、柳荫镇柳荫村江山沟敬老院污水处
理站等 2座设施维护整治。

2021-2022 区生态环
境局

相关街镇

纳管处理
柳荫镇麻柳河村委会、施家梁镇施家梁村大石社等 11个聚居
点管网建设，静观镇花园村古湖寺、施家梁镇三胜村红旗社等
5个聚居点提升泵站及管网建设。

2021-2023 区生态环
境局

区住房城
乡建委、相

关街镇

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

柳荫镇东升村茶园新农村、天府镇代家村村委会附近场镇等 10
个聚居点新建 10 座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静观镇
花园村方金堡、柳荫镇麻柳河村王家湾大院子等聚居点新建 19
座分散式处置设施及配套管网。

2021-2023 区生态环
境局

相关街镇

卫生改厕
至 2025年，北碚区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92%，共需完成约 4560
户居民卫生改厕，其中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地内 580
户。

2025 区农业农
村委

区卫健委、
相关街镇

二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远期任务

设施维护整治
静观镇花园村辛家湾大院子管网整改；歇马街道永远村污水处
理站升级改造。

远期
区生态环

境局
相关街镇

纳管处理 北温泉街道人民村花灯院子、黑石坪等 5个聚居点管网建设。 远期
区生态环

境局

区住房城
乡建委、相

关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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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任务内容 完成年限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

龙凤桥街道龙车村龙车组、天府镇中心村等 11个聚居点新建
11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

远期
区生态环

境局
相关街镇

三 管理措施

运维管理

加强静观镇台农园污水处理厂、金刀峡镇小塘村污水处理厂、
三圣镇德圣村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维护管理，保障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设施持续运行。

2021-远期
市环投公

司

区生态环
境局、相关

街镇
加强北温泉街道金刚村桥沟新农村污水处理站、澄江镇缙云村
污水处理站等 12 座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保障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持续运行。

2021-远期 相关街镇
区生态环

境局

加强施家梁镇施家梁村字库社污水处理站、水土街道万寿桥村
万寿新村人污水处理站等 40 座新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
理，保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持续运行。

2021-远期

国有平台
公司、相
关街镇等
运维单位

区生态环
境局、相关

街镇

水质监测

北温泉街道金刚村桥沟新农村污水处理站、澄江镇缙云村污水
处理站等 11座，近期规划的澄江镇上马台村污水处理站、施
家梁镇施家梁村字库社污水处理站等 9座，远期规划的 5座设
计处理能力 20吨/日—100吨/日（含）的，每年至少监测一次。 2021-远期

区生态环
境局

各污水处
理厂（站）、
相关街镇已建的静观镇台农园污水处理厂、金刀峡镇小塘村污水处理厂

等 2座，近期规划的北温泉街道人民村白云组污水处理设施等
1座设计处理能力超过 100吨/日的，每半年至少监测一次。

http://222.177.117.35:18089/swage/javascript:void(0);


27

附件 2 重庆市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重点任务分解表——设施维护整治

街镇 行政村
居民点名

称
常住

任务内容 数量
完成
年限

占地面
积（m2) 牵头单位

配合单
位户数 人口

整治 DN300 管网 800米、DN160 管网 100 米、DN150 管网 800 米，改建 1 座污水处理站、修复 1座人工湿地。投资 230
万元。

柳荫镇 柳荫村
江山沟院

子
30 75 管网整治

设施改建 1座DN300
管网 696米

DN150管网 800米

2021 / 区生态环
境局

柳荫镇

柳荫镇 柳荫村
江山沟敬

老院
现有 40人，
70张床位

设施改建 2021 / 区生态环
境局

柳荫镇

柳荫镇 柳荫村
柳荫新农

村
20 56 管网整治 2021 / 区生态环

境局
柳荫镇

三圣镇 是平村
是平村农
民新村

39 128 湿地维护 1座 2022 / 区生态环
境局

三圣镇

歇马街
道

天马村 大磨滩 47 147 管网整治 DN160管网 100米 2022 / 区生态环
境局

歇马街
道

歇马街
道

永远村 土地湾 74 197 管网整治 DN300管网 100米 2022 / 区生态环
境局

歇马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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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重点任务分解表——纳管处理

街镇 行政村 居民点名称
常住

任务内容 数量 完成
年限

牵头单
位 配合单位户数 人口

新建 DN300 管网 9340米，DN150管网 19600米，提升泵站 5座。投资 1950万元。
柳荫
镇

麻柳河
村

麻柳河村委
会

17 59 纳管处理
DN300管网 20米
DN150管网 250米

2021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柳荫镇

施家
梁镇

施家梁
村

大石社 100 300 纳管处理
DN300管网 300米
DN150管网 1500米

2022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施家梁镇

施家
梁镇

施家梁
村

油房社 150 450 纳管处理
DN300管网 800米
DN150管网 2250米

2022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施家梁镇

施家
梁镇

施家梁
村

仪表研究所
家属区

50 100 纳管处理
提升泵站 1座

DN300管网 100米
2022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施家梁镇

施家
梁镇

三胜村
红旗社（含三
胜老街）

190 450 纳管处理
提升泵站 1座

DN300管网 2000米
DN150管网 2850米

2022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施家梁镇

静观
镇

花园村 古湖寺组 15 45 纳管处理
提升泵站 1座

DN300管网 120米
DN150管网 225米

2022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静观镇

天府
镇

文星村
天府矿务医

院
/ 纳管处理

DN300管网 900米
DN150管网 50米

2022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天府镇

东阳
街道

胜利村
甘家堡、氮肥
厂家属区

46 140 纳管处理
DN300管网 300米
DN150管网 500米

2023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施家梁镇

东阳
街道

东阳村
黄土湾还建

房
150 450 纳管处理

提升泵站 1座
DN300管网 1200米

2023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施家梁镇

东阳
街道

先锋村
盐井湾还建

房
64 190 纳管处理

提升泵站 1座
DN300管网 600米

2023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施家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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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 行政村 居民点名称
常住

任务内容 数量 完成
年限

牵头单
位 配合单位户数 人口

歇马
街道

永远村 永远村 800 2400 纳管处理
DN300管网 3000米
DN150管网 12000米

2023 区生态
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
委、施家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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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庆市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重点任务分解表——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街镇
行政
村

居民点
名称

常住 新建设施
完成
年限

占地
面积
（m2)

牵头
单位

配合
单位户数

人
口

推荐工艺
数
量

设计处
理能力
（m3/d)

排水标准
尾水处
置方式

固废处
置方式

新建 10座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19座分散式污水治理设施、DN300管网 3300米、DN150管网 10250米。投资 2000万元。
一 新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10座）
柳荫
镇

东升
村

茶园新
农村

18 56

一体化设
备

1 50 DB50/848
二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1 300
区生
态环
境局

柳荫
镇

柳荫
镇

东升
村

杨家坝
院子

48 101

柳荫
镇

东升
村

王家坝
院子

31 80

天府
镇

代家
沟村

代家沟
村村委
会附近
场镇

250 700
一体化污
水处理设

备
1 50 DB50/848

二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2 300

区生
态环
境局

天府
镇

水土
街道

万寿
桥村

综合大
楼

220 340 净化槽 1 30 DB50/848
二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3 200
区生
态环
境局

水土
街道

水土
街道

万寿
桥村

万寿新
村

130 310 人工湿地 1 30 DB50/848
二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3 300
区生
态环
境局

水土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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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
行政
村

居民点
名称

常住 新建设施
完成
年限

占地
面积
（m2)

牵头
单位

配合
单位户数

人
口

推荐工艺
数
量

设计处
理能力
（m3/d)

排水标准
尾水处
置方式

固废处
置方式

水土
街道

万寿
桥村

兴国小
区、三
江综合

楼

150 400 净化槽 1 35 DB50/848
二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3 200
区生
态环
境局

水土
街道

水土
街道

万寿
桥村

农民工
小区及
周边居
民楼、
幼儿园

225 675 净化槽 1 60 DB50/848
二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3 300
区生
态环
境局

水土
街道

北温
泉街
道

人民
村

集聚点 180 414
SBR 一体
化设备

1 120 DB50/848
二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3 500
区生
态环
境局

北温
泉街
道

农家乐
一条街

1000人

歇马
街道

小湾
村

小湾农
民新村

110 300 净化槽 1 30 DB50/848
二级标准

资源化
利用

土地消
纳

2023 200
区生
态环
境局

歇马
街道

施家
梁镇

施家
梁村

字库社 61 220 净化槽 1 20 DB50/848
一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3 200
区生
态环
境局

施家
梁镇

澄江
镇

上马
台村

烽火山
新农村

150 460
化粪池+
人工湿地

1 60 DB50/848
二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3 300
区生
态环
境局

澄江
镇

学校 2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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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
行政
村

居民点
名称

常住 新建设施
完成
年限

占地
面积
（m2)

牵头
单位

配合
单位户数

人
口

推荐工艺
数
量

设计处
理能力
（m3/d)

排水标准
尾水处
置方式

固废处
置方式

二 新建分散式治理设施（19座）

柳荫
镇

麻柳
河村

王家湾
大院子

55 190

无动力一
体化设备

6 1 / 资源化
利用

土地消
纳

2021 2
区生
态环
境局

柳荫
镇

柳荫
镇

麻柳
河村

王家湾
大院子

无动力一
体化设备

6 2 / 资源化
利用

土地消
纳

2021 2
区生
态环
境局

柳荫
镇

柳荫
镇

麻柳
河村

独瓦房 36 105 无动力一
体化设备

3 2 / 资源化
利用

土地消
纳

2021 2
区生
态环
境局

柳荫
镇

柳荫
镇

柳荫
村

新房子
院子

12 35 无动力一
体化设备

1 2 / 资源化
利用

土地消
纳

2021 2
区生
态环
境局

柳荫
镇

柳荫
镇

东升
村

东升村
新农村

20 30 无动力一
体化设备

1 5 / 资源化
利用

土地消
纳

2021 3
区生
态环
境局

柳荫
镇

柳荫
镇

东升
村

亮滕农
业

/ 无动力一
体化设备

1 2 / 资源化
利用

土地消
纳

2021 2
区生
态环
境局

柳荫
镇

静观
镇

花园
村

方金堡 6 18 无动力一
体化设备

1 2 DB50/848
二级标准

排放水
体

土地消
纳

2022 2
区生
态环
境局

静观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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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重庆市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重点任务分解表——卫生改厕
街镇 任务内容 数量

（户）
完成
年限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卫生改厕 4560户，投资 1500万元。
北温泉街

道
金刚村、人民村等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的居民卫生改厕

116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北温泉街道

龙凤桥街
道

凤凰村自然保护地内居民卫生改厕 6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龙凤桥街道

东阳街道 西山坪村大沟社聚居点卫生改厕 24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东阳街道

水土街道
屋基村等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居民卫
生改厕

17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水土街道

歇马街道
虎头村、人和村等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的居民卫生改厕

234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歇马街道

澄江镇
缙云村、柏林村等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的居民卫生改厕

120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澄江镇

金刀峡镇
响水村、小华莹村等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保护区
居民卫生改厕

69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金刀峡镇

静观镇 中华村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居民卫生改厕 3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静观镇

柳荫镇
明通村、永兴村等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居民卫生改厕

4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柳荫镇

三圣镇 亮石村自然保护地内的居民卫生改厕 6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三圣镇
施家梁镇 狮子村、施家梁村自然保护地内的居民卫生改厕 2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施家梁镇

/ 至 2025年，北碚区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92%。 3954 2025 区农业农村委 区卫健委、相关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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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重庆市北碚区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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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重庆市北碚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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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重庆市北碚区优先治理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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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重庆市北碚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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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重庆市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分布图

——设施管网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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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重庆市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分布图

——纳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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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重庆市北碚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分布图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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