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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工作报告篇一

20xx年，xx市政府印发《xx市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xx政文〔20xx〕37号），将全市乡镇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纳入
政府工作议事日程；编制了全市城乡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xx
年成立xx市城乡管理局，负责全市城乡环境卫生工作的管理、
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1988年成立xx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
城管局二级机构，负责城区26条主次干道清扫保洁和垃圾清
运工作，管理机构健全，人员编制到位，工作经费市（县）
财政纳入预算给予了保障；每年有计划开展了城乡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工作，今年已印发《xx市城乡一体化环境卫生集中整
治活动实施方案》（xx政办〔20xx〕25号）和《xx市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活动实施方案》（xx政文〔20xx〕77号），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城乡环境卫生大整治，初步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20xx年
开始，先在城区及部分乡镇开展了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
逐年向其他乡镇推进；城区及周边的xx镇、xx办事处、xx办事
处、xx镇、xx镇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村扫、乡运、市处理”
环卫长效机制；20xx年，xx市政府印发《xx市城市管理责任单
位监督考核暂行办法》（xx政文〔20xx〕74号），将各有关职能
部门及各乡镇列为责任单位，把环境卫生工作作为一项重要
内容纳入考核，由市城管指挥中心牵头，实施监督检查和排
名考核，建立了机制完善，行之有效的城乡环境卫生考评奖
罚体系。

全市22个乡镇（办事处）均成立了专门的环卫管理机构，行



使环卫管理和运行职能，机构领导和人员已全部到位，建立
了各项管理制度，经费得到了基本保障，其中城区百泉镇、
城关办事处、胡桥办事处、孟庄镇四个乡镇（办事处）及薄
壁镇、峪河镇由城管局直接派驻，城区四乡镇清扫保洁经费
纳入了乡财政预算，清运处理费用已纳入市（县）财政给予
了保障。各乡镇在乡镇政府所在地成立了清扫保洁队伍，结
合本地实际，不同程度开展了道路清扫保洁及乡镇过境道路、
主要沿街道路的“门前三包”和乡镇容貌卫生的管理工作，
初步建立了垃圾乱堆乱倒、摊点乱摆放日常管理制度，各乡
镇道路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垃圾收集点（池），特别是城区四
乡镇背街小巷垃圾点设置较为完善，管理较为规范；20xx年，
利用省配套资金为全市11个建制镇配建了垃圾中转站和垃圾
收集运输车辆，20xx年又为9个建制乡配发了后装式垃圾压缩
车，专人负责环卫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证了设施整洁，为
及时清运垃圾发挥了作用。

全市533个行政村都建立了清扫保洁制度，其中，334个村庄
成了环卫队伍，特别是新建入住的新型农村社区、新农村示
范村建立了固定的环卫队伍，运作完善；从事乡镇环卫工作
的工人工资得到了足额发放，部分乡镇为环卫队伍配发了工
作服等劳保用品；全市农村共设立了2913个垃圾临时堆放点
或垃圾池，达到了凡是有环卫工人的村庄就有垃圾池的要求，
初步实行了定点收集、定时清运，其中，孟庄镇全镇生活垃
圾实现了日产日清；孟庄镇曾获全国生态文明村、省生态乡
镇、省文明乡镇等荣誉，孟庄镇南李庄、高村曾获得省文明
村称号。

1、环卫投入有待提高。各乡镇因经济条件、重视程度、区域
位置不同，对环卫工作的人力、物力等投入大小不一，部分
乡镇环卫工作进展缓慢，管理效果参差不齐，整体上与级要
求还有较大差距。

2、环卫队伍建设和垃圾收集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部分乡镇、
村庄虽有环卫队伍和建立了垃圾收集设施，但有些设施设置



不合理，还远没有达行业标准要求，还有相当一部分村庄没
有成立环卫保洁队伍，垃圾收集设施没有建设到位，环境卫
生质量亟待改善。

3、垃圾中转站运作遇到经费制约。北方农村生活垃圾多由垃
圾袋、树叶、煤灰组成，成分不一，运到中转站难以压制成
形成块，增加了机械运输量，部分乡镇离垃圾处理场较远，
最远达50多公里，运输成本费用较高，加上部分设备维护维
修费用，乡镇财政难以落实到位，目前，11座建制镇垃圾中
转站，正常运转3座，8座因上述原因不能正常运转。

4、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率较低。大部分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费还没有开征，需加大推进力度。

5、长效机制有待完善。部分乡镇环卫工作运作不规范，垃圾
清理不及时，多数靠突击整治，需进一步建立健全环境卫生
管理的长效机制。

人居环境工作报告篇二

为了切实改善农村环境面貌，不断提高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
质量，近一年来，我村认真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努力实
现"河道净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卫生洁化"四化目标，
现将环境整治工作情况如下。

袁大庄村位于沛县敬安镇镇区西部，南靠老徐丰路，东临沛
敬路。下辖袁大庄、东南庄、金庄三个自然村，9个村民小组，
全村共有农户523户，社会总人口1980人，承包土地人口1740
人，耕地面积2761亩。

(一)村民住房、生产用房整理

1、按照我村旧村改造及中心村建设规划要求，暂停村内新房
建设，待旧村改造完毕安排全体村民统一入住袁大庄中心村。



2、全面清理违章建筑，拆除危险、废弃房屋或构筑物和妨碍
道路通畅的房屋。拆除面积200多平方米。

(二)村庄道路建设

投资50万元，对进村道路和村内主干道及连组到户道路进行
硬化，修铺主干道250米，铺设下水道400米，安装路灯10盏。

(三)村庄绿化工程建设

投资5万元针对村域范围内主要道路、河道、庭院等进行绿化，
绿化面积近1000㎡。

(四)村庄环境卫生建设

1、完善卫生保洁制度，成立了5人专职环境卫生清洁员队伍，
使垃圾等废弃物得到及时清运，并实现无害化处理。

2、投资15万元建成公共水冲厕所1座，并安排专人经常性地
进行厕所内灭虫灭蝇等工作。

3、投资35万元购置垃圾车一辆，垃圾桶25个。

4、开展了村庄环境卫生的大整治活动，集中清理卫生死角和
杂草、杂物，做到房前屋后杂物堆放整齐有序;墙壁干净整洁，
无乱涂乱画现象。

5、积极推广太阳能、液化气等清洁能源的利用，开展畜禽养
殖业污染治理实行干湿分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自来水入户率
已达到100%。

(一)领导重视，上下联动，确保环境整治工作顺利推进

专门成立了由村支部书记刘洪敏任组长、村"两委"其他成员
为组员的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并积极与上级职能部门联系，要



求经常性地开展协调与指导工作，形成了实施这项惠民工程
的合力，有力地推进了村庄整治建设。

(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确保整治合民意出成效

由于历史原因，我村的村庄原状存在村民建房随意性多、村
庄落散等问题，给我村环境整治带来诸多困难。因此，我们
从现有村庄的特点出发，以方便群众、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
平和质量为目标，合理布局村内的生活、生产、生态等功能，
建设功能齐全、生活舒适、百姓安居乐业的袁大庄中心村。

(三)强化宣传，营造环境

依托广播、宣传栏、村级简报、标语、倡议书、会议等媒体
大力宣传，在全村上下形成一种时不我待、真抓实干的工作
和舆论氛围。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成为村庄建设的主体，激发
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赢得群众支持。

1、严格按照镇总体规划和袁大庄旧村改造和中心村建设规划
的要求进行村庄的建设，各农户的住房建造必须服从村、镇
的规划建设要求。

2、强化土地集约利用，通过退建还耕、宅基地置换、土地整
理等达到占补平衡，并力求新增土地。

3、在硬件上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探索巩固整
治成果的措施。要完善村庄卫生管理的长效机制，落实岗位
责任制，定期抓督查，随时抓检查。保持村庄环境整洁卫生，
更要重视加强对村民的教育，提高村民的卫生素质和文明意
识，使村民能自觉遵守，真心爱护自己的家园。

(一)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村支部书记任组长，



村委会主任为副组长，其他村两委会班子为成员。负责制定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综合协调整治过程中的主要矛
盾，审定重大项目实施方案，检查督促重大项目实施的进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村办公室，具体负责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的日常工作。

(二)建章立制、明确具体责任

为了使相关整治工作能有章可寻，各类工作人员能各尽其责，
村制定了《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长效管理考核暂行办法》、
《保洁员工作职责》、《保洁员百分制考核办法》、《垃圾
处理责任书》。

(三)宣传引导、提高居民素质

为让更多居民支持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我村在日常工作中坚
持宣传教育先行，积极营造“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
氛围。一是进行自上而下的发动，利用村干部工作会议、村
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强调环境整治的
重要性和这项工作带给每个群众的好处。二是利用广播、黑
板报、宣传橱窗、张贴标语广泛宣传。同时，发放了致全村
居民的一封信，号召全村居民积极行动起来，自觉保护环境
设施，珍惜环境卫生。三是组织党员、干部、学生等开
展“你扔我捡、共建家园”义务活动，确保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人人参与。

(四)狠抓落实，改善农村环境

1、建立保洁队伍、垃圾日产日清。村建立了一支由名保洁员
组成的保洁队伍，实行“户集、组收、村运、村处理”的管
理模式，做到了整个村保洁全覆盖，确保了条条道路有人扫、
处处垃圾有人清。



保洁员具体工作由村委会安排，严格按照“五个一”(即一辆
板车、一把扫帚、一把铁锹、一只袖标、一件红马甲)标准规
范化保洁;同时，要求“两扫两保一巡查”，即上午、下午各
扫一遍，各保一次，下班前巡查一次。

2、加强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村共设置了1个垃圾填埋场和个
垃圾箱，每个垃圾箱都有专人负责清运垃圾和日常维护。

3、彻底消灭朝天粪池，改厕户新增户，现全村改厕率达到%。

4、组织人员清除、打捞的河面漂浮物，并落实长效河道保洁
制度。

(五)严格考核、及时督促整改

成立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考核小组，具体工作村环境整
治领导小组负责，每月对保洁员的工作进行检查，出考核简
报，公布考核成绩，列出存在问题，督促整改。同时，根据
考核成绩对相关工作人员发放绩效考核奖。

通过这次农村环境整治使本村的村容村貌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我们将以此作为新起点，
以更高的要求，更实的工作，总结经验，狠抓长效管理，长
期保洁，使环境更整治，村容村貌更美化，为下一步的整治
建设工作起好头。

人居环境工作报告篇三

国家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高度重视农村环境卫生建设，
把环境治理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但近年来农村环境卫生
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
快推进乡村振兴步伐，需下大气力，进一步加大农村环境卫
生整治力度。



（一）垃圾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用于农业生产的农家肥料被
化学肥料所代替，原先的垃圾多数是一些容易沤烂的生活垃
圾，积攒一年的垃圾都会在春耕的时候运送到地里当肥料，
现在种田都用化肥，很少有人使用农家肥，垃圾就越来越多。

（二）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导致各种传染病时有发生。农
民群众的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群体缺乏自我保健
意识，沿袭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保留一些生活上的
陈规陋习等，使不少农民群众易发生皮肤病、肠炎等传染性
疾病，特别是夏秋高温干燥、不良的卫生习惯等因素，对少
年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三）城乡建设加快，配套建设滞后。污水不能集中排放、
净化处理；生活垃圾不能集中填埋、焚烧，环境治理措施滞
后。

（一）创新农村垃圾处理处置模式

1、大力推进农村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工作。全面清除陈年垃
圾，通过开展全面“大扫除”活动，我乡每月的16日定
为“村居环境大整治日”，采取评级措施，有效促进“清洁
工程”的整体平衡推进。积极推行散居农户自建垃圾填埋坑，
集中居住区域实行固定垃圾桶，逐步建立村社区环境卫
生“门前三包、分区包干、定责定薪、联合考核”的长效保
洁机制。雨、污水有序排放，雨水就近流入自然水体，污水
排入化粪池或沼气池。

2、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全面消除农村露天粪坑茅厕。根据农
户无卫生厕所的具体情况，指导帮助农户建造能有效处理粪
便的卫生厕所，通过改厕，力争农户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90%
以上；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确保每个村都实现
卫生室建设标准化。

3、治理农村河道池塘水沟。全面治理农村河道和池塘水沟，



做好池塘水沟清淤，清除水面有害漂浮物，恢复河道基本功
能，使村域内水面得到较好保护，水质基本达标。

4、提高村庄绿化水平。以绿化美化农村人居环境为目标，把
村庄周围和农家庭院绿化紧密结合，扎实抓好村林、行道树、
庭院绿化美化工程建设。做到村旁、宅旁、水旁充分绿化。

（二）制定工作措施，加大垃圾治理资金的投入力度

垃圾处理长期被视为一项公益事业，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
和地方财政下拨的农村公共服务资金。随着垃圾产量的增加
和环保要求的提高，对垃圾处理的投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只
能满足垃圾的一般处理要求。一是要建立起垃圾收集转运的
管理队伍；二是对于无固定的垃圾收集点，无垃圾清运工具、
无处理垃圾专用场地等所有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资金的铺垫，
建议引起重视，加大此项工作经费的投入；三是由村建立垃
圾集中处理场，对垃圾进行填埋、堆肥或焚烧，要求每村每
户对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垃圾进行分类，不可回收的全部
运送到集中处理场进行处理。

（三）提高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做好农村环境卫生保护工作，需要广大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与
和配合，因此，普及环保知识，加强环境意识教育显得尤为
重要。一是充分发挥现有广播、板报、标语的作用，让村民
熟悉和掌握一些环境保护常识，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了解不同性质的污染物会给周围环境造成不同
的危害以及常用的处理方法，并在日常工作中引导村民从自
身做起，人人参与环保活动，养成不随意丢弃垃圾的好习惯，
共同把农村垃圾处理好。二是可以在农村的中小学中，加强
环境意识方面的教育，使易接受新事物的学生成为农村家庭
中的环保先行军，潜移默化地改变整个家庭的卫生习惯，增
强环境保护意识。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涉及面广、动态性强、反
复性大，这一问题始终是农村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要彻
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各级组织的共同努力，提高对农村垃
圾问题的认识，加大投入，同时引导农民群众增强环保意识，
最终建起覆盖农村的良好环境管理体系。

人居环境工作报告篇四

1、三八系列，镇牵头组织开展了“节日献爱心，我为山村群
众来服务”、“迎奥运、促和谐、展风采”现代母亲广场舞
比赛、“高举旗帜，推进‘科学发展、创业创新、共建和美
集士港’xx大主题教育知识竞赛”等活动。

2、为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镇妇联与计生联合在6月27日组
织基层妇女工作者参加了妇女干部培训班。

3、7月21日，我村开办“女性保健与环境卫生”讲座，9月3
日，邀请区指导站医生为我村妇女进行妇女病普查，通过多
次的学习培训及开展的各项活动，使我村的妇女学到了很多
法律知识、健康知识，增强了广大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2017
年村妇女工作总结汇总2017年村妇女工作总结汇总。

我们充分利用广播、宣传窗，广泛地进行法律法规、文明礼
仪等知识的宣传。

为方便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村妇联组织妇女参加了由镇举办
的招聘活动中，有10%的人又重新上岗再就业在汶川抗震救灾
活动中，动用妇女这支特殊的队伍，为灾区筹集捐款19610，
捐赠款直接交给了镇慈善会，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六一儿童节期间，村向镇幼儿园
捐款xxx元，向镇中心小学捐款xxx元。

四、深化“文明家庭”活动。一是组织广大家庭成员进行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倡导“爱国守法、明礼



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二是开展了和谐家庭标准讨论活动，讨论结果以弘扬家庭美
德为核心，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现代生活方式为基本目
的2017年村妇女工作总结汇总工作总结。三是深入开展了家
庭教育活动，充分利用人口学校、计生协会会员之家等阵地，
向广大家庭成员传授家庭教育、卫生保健、新《婚姻法》等
知识，今年我村的董国波家庭被评为区“文明家庭”，张之
恢家庭被评为“平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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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xx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不动摇，紧盯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目标任务，集中实施村庄绿化、亮化、净化等工程，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不断提升乡村生态宜居环境。

根据《xx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全域无垃圾治理集中攻坚行动
方案》要求，制定印发《关于认真做好20xx年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大革命”“六大行动”重点工作的通知》《xx县20xx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扶持办法》等政策文件。动员全县
农村乡镇制定工作措施、强化责任落实、以“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无缝对接、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工作原则，扎
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目标任务，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按照“示范带动、试点实施、有序推进、逐步覆盖”的原则，
采取“拆、改、建、管”相结合，压茬推进农村“风貌革
命”。积极争取375万元专项整治资金，以“三清一改”创建
标准，动员全民集中排查整治村庄内外、房前屋后等卫
生“死角”和“顽疾”，全面清理垃圾堆、柴草堆、粪土堆
等三堆，切实做到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目前已完成清
洁村庄创建38个，完成任务100%。

坚持把“厕所革命”作为提升群众生产生活水平质量的重要



抓手，按照“宜水则水、宜旱则旱”的原则，以“卫生旱厕、
入网水厕”为主，“一体化生物处理、三格化粪池、入网水
冲、双坑交替式”为辅的户厕新改建模式，整村实施“厕所
革命”。20xx年，全县新建农村卫生厕所7400座（其中：水冲
式厕所303座，卫生旱厕7097座），占任务数的101%，全县累
计改造卫生户厕13700座，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64%，建成农
村卫生公厕32座，乡镇污水处理项目12个。

制定出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方案》，有
效解决各农村乡镇生活垃圾乱堆放、无处理的问题。按照全
域无垃圾和“三沿一部”环境整治的要求，大力推行“户分
类、村收集、乡统一转运处理”的农村垃圾清运模式，不断
健全完善农村垃圾处理体系。至目前，全县13个农村乡镇配
备入户垃圾桶8667个，垃圾箱727个，垃圾斗552个，垃圾转
运站552个，垃圾转运车辆25个，建成9个乡镇垃圾填埋场，
垃圾处理终端设施覆盖率100%。

围绕农村农业用水、废旧农膜、尾菜尾果、畜禽粪污、化肥
农药、农物秸秆等农业面源污染，以“一控两减三基本”的
目标，全力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以高标准、严要求的工
作职责，持续开展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理和综合整治，不断提
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的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
目前，全县规划建成秸秆资源化利用项目5个，秸秆综合利用
率89%，废旧地膜回收率达到85。3%，尾菜尾瓜处理利用48%，
畜禽粪污利用率达到85%以上。

按照“因地制宜、因事设岗，以岗定人、按需定员”的要求，
明确村级公益设施管护岗位职责，新聘用公益性岗位866个，
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运转。紧扣“积分改变习惯，勤劳改变生
活”的主题，制定《xx县“美丽乡村积分超市”建设实施方案》
《xx县“美丽乡村积分超市”管理运行办法》，在各乡镇、村组
（社区）创建“乡村振兴积分超市”，以抓清洁，晒庭院为
内容，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垃圾处理
等积分奖励活动，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升，



形成了“人人参与活动、家家不甘落后”的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