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厕改造合同(优质5篇)
合同的签订对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那么一般合同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公厕改造合同篇一

乙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甲方： 乙方：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将公厕维修工程承包给乙方，
为了能按时保质地完成建筑任务，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
诚实守信的原则，双方就本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达成如
下协议：

一、建设项目：维修公厕

二、建筑地点：

三、承包方式：甲方采用包工包料包工期的方式承包给乙方。

四、工程总造价：

五、完工时间：

六、工程要求：

1、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施工，未说明事项，
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2、所有建筑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建筑质量必须达到合格
以上。

七、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指定专人负责工程质量管理，负责协调甲乙双方的相
关工作。

2、甲方对乙方的建筑不合质量要求的.。甲方有权责成乙方
进行更换，对做得不满意的地方进行返工。

3、甲方教育好学生严禁靠近或者进入施工现场。

八、乙方责任：

1、乙方必须贯彻实施好安全施工条例，提高安全责任感，排
除安全隐患，施工安全，乙方在施工中出现安全事故由乙方
负责，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2、乙方施工期间，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挂好严禁闲人进入
施工现场的标志，确保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

九、其他约定：该工程施工的水电费及税费由甲方负责，施
工中的一切设备由乙方负责。

十、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由甲方预付贰仟元，其余的由
乙方自行垫付进行施工，待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后，甲方在
两个月内付清全部工程款。

十一、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
相同的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代表人：

乙方代表人：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公厕改造合同篇二

甲方：

乙方：

为加强对城区公厕清洁卫生及设施维护工作的管理，明确甲、
乙双方的责 、权 、利，特签订以下委托管理协议。

一 、甲方将公厕委托乙方管理，每座公厕每年的管理费用为：
元，共 座，全年管理费用为 元大写：。

二 、乙方委托管理期间，必须服从甲方日常监督管理与检查
处罚，若违反规定要求，甲方有权收回委托管理权，并直接
解除委托管理协议。

四 、公厕的一切设施，由乙方负责管理，并保证各种设施正
常使用，如有丢失损坏，由乙方负责赔偿。公厕粪便堵塞外
溢，甲方可配合乙方检查疏通；公厕因设施损坏、管理不善
或防护设施不健全，造成人员损伤或出现各种事故的，一切
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



五、管理费用按月结算，检查中发现一处，卫生不合格或出
现问题的，扣除管理费200元，出现10处以上（包括10处）问
题的扣除全月费用。

六、乙方如发生伤 、病 、残或其它事故，甲方不承担任何
责任和费用。

七、本协议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为期一年，到期自然
终止。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壹份，双方共同遵守上述条
款，签字 、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公厕管理承包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公厕改造合同篇三

开展“厕所革命”是^v^、^v^部署的一项重要惠民举措，关
系到人居环境改善、群众素质提升、社会文明进
步。^v^^v^2017年11月对“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批示，厕
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
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
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为
进一步提升我县农村改厕工作水平，按照县委关于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工作的要求，10月9日至15
日，我会同县城管局负责人深入15个镇、30个村、125个户，
每镇调研2个村，每村走访3－5户，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
实地察看、现场询问、座谈讨论等方式，对全县农村改厕工
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和深入思考。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v^^v^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批示
指示精神，将“厕所革命”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
容和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重大民生工程，坚持“群众自愿、
政府引导、以奖代补、统一验收”的原则，强化宣传发动，
示范引领推动，严把质量标准，落实奖补政策，健全服务体
系，得到了群众认可和支持，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县城管局
统计显示，全县常住户42052户，计划二年完成农户改
厕26418座（不包括农村社区9132座，其中2018年计划改
厕10205座，2019年计划改厕16213座）。截至10月15日，实
际完成改厕21415座，占任务数的81%，占农村常住户的，其
中2018年完成改厕10205座，2019年完成改厕11210座；验收
合格7722座，占完成数的36%。完成改厕最好的镇为蔡旗镇和
东湖镇。蔡旗镇常住户2030户，2018年完成改厕43座、2019
年完成改厕1059座，累计完成改厕1102座，占计划任务的，
占常住户的，已验收合格562座。东湖镇常住户2203户，2018
年完成改厕1405座、2019年完成改厕251座，累计完成改
厕1656座，占计划任务的，占常住户的75%，已验收合格1164
座。蔡旗官沟、沙滩、高庙，重兴黑山、薛百上新、苏武东
湖、东坝左新，夹河中坪、国栋，大滩大西、双茨科红中、
泉山新西、红沙梁孙指挥、西渠丰政、收成中兴、东镇永庆
等重点示范村，群众积极性高，改厕质量高，任务完成好，
示范带动强。蔡旗镇高庙村计划改厕230户，完成验收168户，
占任务的73%；双茨科镇红中村计划改厕252户，完成验收212
户，占任务的84%。

二、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镇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
意识不强，把农村改厕工作当作软任务，认为可抓可不抓，
甚至认为改厕是农民的个人行为，无需过问。部分村民思想
观念落后、卫生意识淡薄、生活习惯不健康，镇村宣传引导、
组织实施力度不够，加之部分群众年龄大、无劳力，对用电、



用水、粪污清运顾虑多，导致群众等待观望情绪较重，改厕
积极性不高，主体作用发挥不好。走访的三雷镇下管村三社
刘作民没劳力、不愿改；赵湖村三社魏龙业称没地方、没必
要。二是整体推进不平衡。按照省市计划，我县到2020年农
村卫生厕所要达到85%以上，除去农村社区9132户，需改
厕26858座，目前实际完成19832座，还需改厕7026座、占任
务的26%，完成任务差距较大。镇与镇之间、村与村之间，改
厕质量和进度存在明显差异，从整体上看，湖区、环河区镇
村进展较快，坝区部分镇村进展较慢。蔡旗、东湖、东坝、
泉山、红沙梁镇等镇改厕完成进度较快，但大坝、三雷、薛
百等镇改厕进度较慢，任务完成较差。如大坝镇常住户2444
户，2018年完成改厕962座、2019年完成改厕204座，累计完
成改厕1166座，占计划任务的，占常住户的，已验收合格234
座，占完成数的20%。三雷镇常住户2948户，2018年完成改
厕198座、2019年完成改厕999座，累计完成改厕1197座，占
计划任务的，占常住户的，已验收合格187座，占完成数的。
大坝镇田斌村常住户375户，完成改厕113户，调研时验收合
格仅1户；收成镇丰庆村常住户116户，改厕69户，验收19户；
苏武镇龙一村常住户185户，改厕113户，验收28户，龙一村
五社整社没有一户改厕，群众抵触情绪较大；三雷镇下管村
常住户238户，改厕44户，验收37户，赵湖三社40多户只有2
户参与改厕。三是补助资金拨付不及时。群众普遍认为政府
对农村改厕经费的投入不足，县上承诺的2000元以奖代补资
金兑现不及时，群众对此有疑虑，改厕积极性不高。据调查
测算，修建一座无害化卫生厕所需3000－4000元，标准高点
的在5000元左右，其中地下部分包括设备安装、人工费用超
过2000元，地上部分包括厕屋、厕具、装修等需费用1600元
以上，农户自筹能力有限。四是问题整改难度大。主管部门
对农村改厕相关政策及技术标准把握不准，组织协调指导督
导不力，工程质量监管缺失。2018年期初改厕标准不一、把
关不严、指导不力，配套厕具不规范，部分厕所防冻设计不
科学，防臭功能不完善，导致改厕质量不保证、验收不过关，
大量已改建厕所需要返工整改，整改资金筹措困难较大。有
的村整改中由于指导标准不一致、服务不到位，致使整改了



四五次还不能验收过关，对此群众怨气很大，严重挫伤了群
众的整改积极性。双茨科小新村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2018年率先带头改厕184座，采用威瑞环保公司提供的贮
粪罐并通过主管部门验收，然而今年验收标准变化，户厕整
改是当前改厕中存在的最大难题。威瑞环保公司为全县1333
座化粪池提供配套设备，其中涉及双茨科红东、小新、中路、
三杰等村474座，三雷镇三陶、上陶等村151座，大滩镇红墙
等村426座，由于化粪池为一池一口，要求三池三口，不符合
建设验收标准，目前无法整改。有不少村社将厕所建在了后
院之外，群众无力也不愿整改。五是改厕验收不灵活。主管
部门在改厕验收中，不能依据实际情况，灵活适用政策，验
收搞“一刀切”，要求千篇一律，验收过于死板，宽严尺度
把握不准，导致全县改厕率较高，但验收合格率较低，从而
影响了整体工作进度。如对化粪池埋深不够的、线路架设不
规范的、与沼气池相结合的、墙面封刷不一致的、排气管安
装不规范的、砖木结构厕所在前院内室外的、双层保温彩钢
棚的、脚踏式冲水的均不予验收。夹河镇中坪村改厕107户，
验收合格的只有17户。六是运营管理不完善。农村厕所改造
完成后管护维修、定期收运、粪渣资源利用等后续运营管理
还不到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现象，抽污设备数量少，人
员配备不到位，后期管理与服务跟不上，影响农户正常使用
卫生厕所。农户普遍担心后期能否正常清粪排污，对一次30
元抽污费表示无力承担，有的不愿改建、有的等待观望、有
的只建不用，导致旱厕拆除难度大、新建厕所使用率不高。
全县旱厕拆除率不足50%。

三、分析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干部重视程度不够。主管部门和镇村两级对农村改厕重
视不够，把改厕当做一般性的业务进行任务分配，没有安排
专门的行政、技术人员开展督导检查。有些村干部思想认识
不到位，群众观念、为民服务意识不强，把农村改厕工作当成
“软任务”，认为可抓可不抓，抓不好也不会影响村里工作
成绩，甚至认为改厕是农民的个人行为，无需村上过问。二



是群众卫生观念缺乏，健康意识淡薄。由于农村地理条件、
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居住环境、文化素质、风俗习惯等存在
较大差异，对卫生厕所的普及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部分
农村居民深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对改厕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整体认识不足，思想观念落后，卫生健康意识不强，对改
厕工作存有抵触情绪，认为厕所本身就是脏的地方，有的借
口无地方、无劳力，认为无需改造也不愿改造。三是农村经
济拮据，资金筹措困难。农村改厕资金采用政府补助、群众
自筹、多元投入的筹资机制，由于农村改厕需要先由群众自
投劳力、自筹资金，政府补助资金在验收合格后才予拨付，
加之农村经济比较差、群众收入不高，并且大部分是留守老
人、儿童，这些群众既缺资金又缺劳力，自筹能力有限，改
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四是管理协调机制不全，指导督
促把关不到位。农村改厕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镇村，主管部
门对农村改厕相关政策及技术标准把握不准，组织协调指导
督导不力，工作推进缓慢；乡镇对农村改厕工作的宣传发动
形式单一，对改厕政策宣传和技术要求指导不到位，导致群
众的认知程度不高；农村改厕补助资金拨付滞后，未能发挥
最大的激励效能；卫生厕所的设计、施工、监管、指导、验
收标准要求前后不一致，随时有变化，部分厕所建设随意性
大，未严格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建设，建成的厕所不合规定，
要求农户反复进行整改，群众意见大、改厕进度慢、预期效
果差。

三、意见建议

一要持续宣传引导。首先要统一提高镇村干部思想认识，强
化责任意识，全方位、多角度加大对群众的健康教育和改厕
惠民政策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媒体持续跟踪报道农村改厕情
况，切实增强农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转变群众卫生观
念和生活习惯，坚定改厕信心，由“让我改”变成“我要
改”，加快改厕进度。二要加快资金拨付。县城管局要加快
改厕验收进度，县财政要加快奖补资金拨付，削除施工企业
和农户疑虑。县上要在后续抽污补助、粪污处理站建设、人



员保证、清运车辆配备等方面要加大投资保障，充分调动农
户改厕的积极性，解除农户后顾之忧。三要探索创新模式。
要坚持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实用有效、群众自愿的原则，
把改厕模式选择权交给群众，避免改厕模式过于单一化。如
泉山镇推行的“改厕+沼气池”模式，不但要予以验收，还应
大力推广。四要完善基础设施。高标准建设农村厕所，必须
和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安全饮水、村组道路硬化、垃圾
清运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相结合。在农村社区和村民居住集
中的村社规划建设农村公共厕所，多管齐下、多措并举，补
齐短板、改善环境，增强群众自建意识，提升农村生活品质。
五要加大力度整改。县上主管部门、镇村书记、帮扶单位负
责人要切实把农户改厕责任扛在肩上,县、镇、村合力攻坚，
下大决心协调企业农户，重点做好不符合标准的户厕整改工
作，破解农户改厕的难点痛点问题。六要建立社会化管护机
制。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支持企业或个人进行改厕后的检
查维修、定期收运、粪渣资源利用等后续工作。组建改厕清
运公司，配备人员车辆，分区建立粪污处理站，定期开展粪
污清理，建立健全户厕档案，实行动态跟踪服务。探索建立
农村户厕“所长”责任制，由镇村基层干部作为辖区内户
厕“所长”，加强农村改厕长效监管。七要灵活组织验收。
改厕主管部门要在严格坚持统一验收标准的同时，组织验收
时要灵活运用政策，不能死搬硬套搞“一刀切”，该严的必
须严，该宽的还要适当宽，只要硬性指标达标就予验收，加
快验收进程，确保整体进度，为及时拨付补助资金打好基础。
八要强化督导考评。实行“每月一统计、每季一通报、半年
一点评、一年一考核”动态考评制度，对各镇改厕及后续管
理服务情况定期考评并通报排名，结果与专项经费拨付、年
终工作实绩考核挂钩。

公厕改造合同篇四

同志们：

2019年5月30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厕所革命”现场会在



福建省宁德市召开。^v^^v^委员、^v^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v^^v^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v^、^v^决策部署，全面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
力开展农村“厕所革命”，按时保质完成三年行动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我们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大力开展农村
卫生厕所改造工程，各级各部门、各相关单位一定要高度重
视此项工作，将此项工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结合起来，真正体现为民办事、办事为民，从“改好小厕
所”来“体现大民生”，重点抓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组织领导到位，确保责任落实。将农村改厕工作摆在重
要议事日程，成立了农村改厕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细化街
办、村组分工、分解落实任务，街办领导要深入村组召开现
场推进会，解决各类困难和问题，为改厕工作提供了强大的
组织保障。同时，要建立包村领导、包片干部、包村干部三
级联动的推进工作机制，定期督查、分片指导，确保这一民
心工程有人问、有人抓、有人管。

二是宣传动员到位，确保思想统一。近期，市电视台“百姓
问政”栏目反映，我区改厕工作宣传发动不力，群众知晓率
支持率不够等问题。所以，我们要通过广播宣传、张贴标语、
印发资料、实地考察等方式，与群众细算、传播改厕的经济
效益、健康效益和环保效益，大力宣传农村改厕工作的目的、
意义及作用，使农村改厕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努力培
育广大群众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三是示范引领到位，确保整村推进。针对有些干部群众思想
认识不到位等问题，要开展样板村打造工作，并组织村干部、
群众代表参观学习先进的改厕经验，相互交流思想，通过广
泛的宣传和学习参观，转变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达到“以
点带面、示范引领”的积极效果，这也是我们今天会议的重
要目的和意义。



四是服务监督到位，确保工程质量。要不定期邀请市级专家
到现场给予技术指导、业务培训，进一步明确时间进度和操
作程序，严格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招标、统一购料、统一
施工、统一验收”的原则，由办事处改厕领导组牵头对改厕
质量和进度进行督导调度，明确各村质量监督员，确保材料
质量高、规格不走样。

新思想引领新航向，新使命开启新征程！厕所革命事关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国民素质提升和城区文明进程。我们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v^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神，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工作稳步实施。

公厕改造合同篇五

农村改厕工作是一项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民心工程，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为全面完
成2018年自然村4349户常住农户卫生厕所改造，切实改善农
村卫生环境，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生活质量，我委通过及时召
开专题会议，制定工作计划，加强宣传培训等措施积极推进
农村改厕工作，真正把这一造福农村群众的民心工程抓好抓
实。

一、现阶段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领导，明确工作职责

县政府制发了《来安县2018年农村改厕工作计划（来政办秘
〔2018〕11号》文件，遵循部分乡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实
施、部分乡镇贫困村常住户优先实施、其余自然村常住户分
步实施原则，根据省、市下达我县的3000户改厕任务要求，
结合各乡镇上报自愿申请改厕农户情况，确定全县完成自然
村4349户常住农户卫生厕所改造。同时，按照县发改委要求，
制作完成农村改厕项目立项文书，并在项目投资平台录入。
县卫计委、项目镇分别成立了相应的领导组织，明确分管负



责人和具体经办人，为项目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实施

召集了全县12个乡镇分管负责人，组织召开了2018年全县农
村改厕工作专题会议，建立农村改厕专用qq群和微信群，安
排部署摸底调查工作，按照自愿申请原则，进行旱厕改造。
制发了改造申请表、统计表、整治协议书、过程管控表、项
目验收表等一系列文书，用于指导乡镇高效规范开展农村改
厕工作，并将改厕任务细分到责任人，确保改厕工作有人抓、
有人管、落到实处。前往三湾、六郎、石固等9个贫困村，实
地查看贫困户厕所情况，并联系相应乡（镇）政府，就做好
农村改厕摸底调查工作提出要求。

（三）合理布点，加大财政投入

为确保改厕项目的顺利推进，经广泛调研，便于建设管理，
发挥改厕工作的防病效益，确定实施主体为半塔镇和杨郢乡。
其中半塔镇实施改厕农户1505户，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330户，
贫困村常住户405户，自然村常住户770户；杨郢乡实施全乡
推进，改厕农户2844户，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377户，贫困村
常住户631户，自然村常住户1836户。同时，县政府进一步加
大财政投入，安排农村改厕项目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采购农
村改厕所需相关配套设备、地下部分建设和建档立卡贫困户
厕屋改造等。

（四）公开招标，确保公平公正

县卫计委负责采公开招标农村改厕所需的装配式三格式化粪
池、坐便器、蹲便器、加压水桶等配套设备；杨郢乡、半塔
镇负责落实的改厕施工队公开招标工作。

（五）加强培训，现场教学推进



为准确、及时、全面完成全县“三大革命”gis系统农村改厕
信息录入工作，同时做好农村改厕健康教育培训工作，7月17
日上午，县卫计委组织今年实施农村改厕项目的半塔镇、杨
郢乡系统管理员及12个项目村负责人，召开了农村环境“三
大革命”gis系统信息录入暨农村改厕健康教育培训会。

7月25日下午，来安县农村改厕现场推进会在杨郢乡静波村召
开。县卫计委分管负责人和股室负责人；半塔镇、杨郢乡政
府相关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12个项目村负责人以及半塔镇、
杨郢乡中标施工队技术人员参会。与会人员共同前往到静波
村孙郢组农村改厕试点农户家中，现场观摩了农村旱厕改造
施工工艺，全面了解了装配式三个化粪池规格型号、安装流
程、使用须知以及后期维护等各关键环节和全过程。

（六）强化督查，确保标准建设。

为保证建厕质量、进度和标准，全面落实《全国爱卫办关于
进一步推进农村户厕建设的通知》和省住建厅制发的《安徽
省农村改厕技术导则(试行)》(2018年修订）精神，6月-12月
间，县卫计委数次组织业务人员深入村、组、户，指导农户
建厕，在选址、设计、选料、注意事项等方面给予了技术指
导，杨郢乡组织各村民理事会主要成员3-5人现场全程监督施
工进程，及时改正了改厕过程中发现的各种质量问题，从而
保证了改厕项目又好又快地开展。已建成4352座，在建283座。
“三大革命”gis平台系统已录入信息4352条。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群众思想观念较为陈旧。经过实地调研，部分乡
镇农户由于传统观念，不愿将新建厕屋置于院内，宁愿选择
位置较远的院外，为改厕施工带来一定的难度。

（二）农村改厕宣传力度需一步加大。部分农户改厕意识不
强，仍执拗于千百年的传统习惯，卫生意识不高，未真正认



识到农村改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宣传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2019年工作谋划

（一）务实作为，确保完成目标任务。进一步认清形势、务
实作为，把农村改厕作为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定期调
度、督促指导，协调帮助镇、村两级解决改厕工作实施中遇
到各种困难和问题，确保完成年度农村改厕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