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级环境卫生管理制度 村级环境卫生政
治方案(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村级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篇一

根据县乡关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相关精神，为了营造舒适宜
居的生活环境，提高全村人民的生活质量，结合我村实际，
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通过开展“四
清、三基、二统、一化”为重点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着力
改善我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

1.村委领导，全民参与。村、组两级切实加强对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的领导，发挥全体村民的主体作用。

2.健全机制，长效管理。实行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
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改善环境与提高村民素质相结合，整治
行动与宣传发动相结合。

3.先清运后清扫，先治脏后治乱。先清运历史遗留垃圾，再
进行大清扫，消除卫生死角。

通过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全村环境状况达到“四清、三基、
二统、一化”目标，并通过市县乡验收。

1.“四清”即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清洁能源。



2.“三基”即农村基本不见垃圾、基本消除马路市场、农户
基本完成。

3.“二统”即农村垃圾统一分类处置、集镇污水统一集中处
理。

4.“一化”即路边、屋边、水边绿化，在房前屋后，村道边
植树造林，形成四季有绿、季相分明，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
达到美化村庄，净化空气的目的。

1.大宣传：村召开全村党员组长动员大会，各组召开村民大
会，县、乡办点干部、支、村两委干部、党员组长深入各组、
户做好动员、劝导工作。书写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手册和致
农户的一封信，发动全体村民参与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

2.大清运：村里组织人员将历史遗留的垃圾全部清运处理。

3.大清扫：发动全村党员、组长、保洁员开展卫生大清扫。
首先带头清洁好自家房前屋后，整理好庭院杂屋。

4.大检查：由卫生检查评比小组对全村卫生进行检查，发现
卫生死角或清扫不到位的，及时督促清除。

5.大评比：把检查结果在评比栏公布并进行奖罚，充分调动
组长、农户的积极性。

（一）加强组织领导

1.成立左垅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由张春香任组长，
韩云兵任副组长，韩茂云、谭六生、赵春云和各组组长为成
员。

2.成立卫生检查评比小组。由赵春云任组长，赵友生任副组
长，陈晚朱、谭新民、韩晚来、王吉梅、周青娥为成员。



（二）划分卫生管理区

实行乡办点干部和村干部分片包组责任制。

（三）建立长效保洁机制

各组设立保洁员，划分卫生保洁责任区，确定保洁员工资。
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不断巩固、深化环境
卫生整治成果。

（四）保障资金投入

采取村、组、农户三级投资方式，村级负责添置卫生整治硬
件设施，宣传费用及全村垃圾外运、公共区域保洁经费。组
级负责每月对农户卫生评比前三名的奖励经费。农户按每户
每月6元的标准筹资，负责各组保洁员工资。

村级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篇二

1、暗访：由镇指挥所负责，每月开展一次暗访，暗访完成后，
成绩与村主要负责人见面并签字，按10%的权重计入季度总分。

2、明查：由镇指挥所牵头，随机抽调村负责人，邀请人大代
表共同参与，每季度开展一次明查，每次检查大面必到，抽
查2个村民小组，每组20户。

采取百分扣分制，扣完为止。

1、大面卫生（含“四道一渠”）35分：零散垃圾每发现一处
扣0.5分，小堆（成片）垃圾每发现一处扣1分；大堆垃圾每
发现一处扣2分；村主干公路两边未除杂修整的每一公里扣2
分，渠道内有漂浮物一处扣0.5分，占道一处扣1分。

2、农户卫生25分：垃圾池垃圾外溢或散落一处扣0.5分，零



散垃圾扣0.5分，小堆垃圾扣1分，大堆垃圾扣2分，农户房前
屋后杂乱无章每户扣1分，污水横流扣1分。

3、垃圾池使用及维修30分：垃圾池未分类一个扣0.5分，未
及时清运（池满）扣0.5分，破损池未及时修整每个扣1分。

4、卫生评比及其他管理事项10分：农户没有开展户评的扣2
分，评比未公示的扣0.5分，未配置回收站或回收站未使用
扣1分，发现一处填埋场未及时掩埋的扣2.5分，未及时召开
广播会、宣传发动群众（以调查农户为依据）扣2分，村干部
及保洁员没有明确责任区域的扣1分。

一是创新考核办法。镇指挥所每月不定期开展一次暗访，对
各村存在的问题按百分制计出分值下达整改通知，并规定整
改时间及要求，按10%的权重计入季度评比总分。

二是警告解剖。每季度后三名且分值在80分以下的村，责令
整改，通报批评；连续两个季度是后三名且分值在80分以下
的村予以黄牌警告，对主要负责人实行戒勉谈话，重点解剖；
连续三个季度是后三名且分值在80分以下的村实行一票否决，
取消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三是公开曝光。季度考评结果都在镇公示牌上予以公示。

四是奖优罚劣。每季度按排名奖前5名，奖金依次
为1500、1400、1300、1200、1100元；机关办点干部奖金依
次为600、500、400、300、200元；总分低于80分以下的处罚
后三名，罚款依次为1000、800、600元，机关办点干部罚款
依次为400、300、200元；在市环境卫生检查过程中，造成重
大失误的村（社区）或被县黄牌警告的村（社区）处罚1000
元。



村级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篇三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城乡大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
按照《20xx年城乡大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意见》，为全面完成城
区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任务，提升城区环境卫生面貌，特制定
本实施方案。

围绕把常熟建成全国同类城市中“城市环境最为秀美的江南
名城”这一目标，严格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和《苏州
市城市容貌标准》，按照“各负其责、全面推进、综合整治、
长效管理”的原则，集中解决城市环境卫生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水平，真正实现城区环境的长治久洁。

集中整治范围为城区三环路以内的城市主次干道两侧、行政
村、撤村建居村、社区、河道、未完工道路、收储地块、公
共场所、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

城区三环路以内环境卫生贴合《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和《江
苏省城市环境卫生服务作业质量标准》，无暴露垃圾，无脏
点死角，日常保洁到位;配齐环卫设施并达标，持续各类环卫
设施的完好和外观整洁;清除所有建筑垃圾，并做好城区建筑
垃圾的集中堆放管理;城区河道、池塘水面持续清洁，边坡、
滩岸无垃圾、无杂物。

1、消灭环境卫生死角。对三环路以内主次干道、行政村、撤
村建居村、社区、未完工道路、收储地块等区域进行全面排
查，彻底清除暴露垃圾和宅前屋后乱堆放，清除闲置地块、
荒地、农田、村道边坡的垃圾、杂物、种植棚架，清除收储
待出让地块内部及周围的垃圾、杂草，按标准进行围护和临
时绿化，确保环境整洁。

2、清除建筑垃圾。对三环路以内的建筑装修垃圾进行全面清
除，集中堆放到建筑垃圾临时堆场。



3、整治城区河道环境卫生。对三环路以内河道、断水浜、死
水浜、鱼池等水域边坡、滩岸堆积的生活垃圾、建筑装修垃
圾、杂物、种植棚架进行全面清除;加强河道漂浮物打捞，确
保水面清洁。

4、整治公共场所环境卫生。对城区公园、广场、游园、旅游
景点等公共场所的脏点死角进行全面清理，确保环境整洁。

5、整治机关、企事业单位环境卫生。对城区机关、学校和企
事业单位的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整治，确保内外环境整洁。

6、配套完善环卫设施设备。按照《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
准》，《城市公共厕所规范与设计》、《环境卫生图形符号
标准》，对城区的垃圾中转站、公厕、垃圾箱、房(桶)、果
壳箱等环卫基础设施和垃圾、粪便收运车辆进行全面排查，
对配套不到位和陈旧、破损、缺失的设施设备进行及时配套
和改造、更新、维修，并加强日常管养。做到各类环卫设施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设施完好、运转正常。

7、落实长效管理措施。一是按照《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和城区环卫管理职责分工，进一步落实各区域
环卫管理部门和沿街单位、门店等市容环卫职责人的管理职
责，加大日常保洁力度，强化督促检查，提升城区环境卫生
水平。二是以社区城市管理网络建设契机，加强环境卫生监
督，巩固和提高整治效果。三是扎实推进新一轮环卫作业市
场化发包工作，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和《江苏省城市
环境卫生服务作业质量标准》，明确环卫作业服务外包的作
业标准，划分环卫保洁网格，明确人员、设备配备标准，配
强保洁力量，增加保洁频次，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完善监
管考核办法，强化对环卫服务企业的督查考核，提升环卫服
务外包区域的作业质量。四是制定实施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从源头堵控、规范运输、入场堆放着手，加强监管。强化日
常巡查，及时发现，及时清运，加大对乱堆乱倒建筑垃圾行
为的查处力度。加快建筑垃圾堆场、处置场所的规划建设，



同时逐步提高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潜力。

1、城管局：负责城区职责范围内的主次干道两侧、行政村和
撤村建居村村道、社区街巷两侧，接管的老新村、小区范围
内卫生死角的整治，清除乱堆放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负责
城区职责范围内的主次干道、社区街巷、无物业管理小区，
行政村、撤村建居村村道，以及已完成整治的宅前屋后的日
常保洁;负责职责范围内环卫设施设备的配套完善和管养;负
责清除职责范围内河道边坡、滩岸堆积的生活垃圾、白色垃
圾，加强河道漂浮物打捞和已完成整治的河道边坡、滩岸的
日常保洁;负责城区建筑垃圾管理;负责督促沿街单位、门店
落实环卫职责;负责对施工车辆抛洒滴漏和乱堆乱倒建筑垃圾
行为的查处。

2、住建局：负责对职责范围内的绿化带、物业小区、广场、
游园卫生死角的整治和日常保洁;负责城区建设工地、职责范
围内的未完工道路、物业小区建筑垃圾的清除;负责职责范围
内的广场、游园和物业小区公厕、垃圾箱、房(桶)、果壳箱
等环卫设施的配套完善和管养;负责对职责范围内河道滩岸的
整治。

3、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负责收储待出让地块垃圾、杂草的
清理。按标准设置2。0米以上封闭实体围墙，形式贴合街景
要求。对近期未计划开发的地块，进行临时绿化。

4、虞山镇、服装城、虞山尚湖旅游度假区：负责职责范围内
的行政村、撤村建居村、社区闲置地块、荒地、农田、菜地、
村道两侧边坡等处柴草、杂物、垃圾、杂草、种植棚架等的
清除;负责职责范围内民宅翻建、维修产生的建筑装修垃圾的
清除;负责行政村、撤村建居村、社区范围内宅前屋后乱堆放
的清理;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日常保洁、环卫设施设备的配套完
善和管养;负责职责范围内河道边坡、滩岸堆积的建筑垃圾、
杂物、种植棚架等的清理，对断水浜、死水浜、鱼池等的整
治，以及职责范围内河道漂浮物的打捞。



5、其他部门：按照《城区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任务分解表》
中明确的职责分工，牵头负责相关资料的整治和管理。

1、3月14日至5月31日组织实施专项整治;

2、6月1日至6月30日巩固提高;

3、7月1日以后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一)加强领导，落实职责

各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城乡大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重
要性，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加强对大环境整治工作的组织领
导，认真落实本方案所确定的各项工作职责、整治任务和标
准，从实际出发，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治计划，把工作任务层
层分解，明确到具体单位，职责到人。要认真对照标准，查
找差距，针对存在的问题，倒排序时进度，采取有效措施，
高标准、严要求地做好整治工作。

(二)强化督查，落实长效

各职能部门和属地政府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职责范围内整
治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考核，确保整治工作按序时进
度完成。虞山镇行政村、撤村建居村、社区内的闲置地块、
荒地、农田、菜地、村道两侧边坡、河道边坡、死河浜、断
水浜、鱼塘等整治完毕后，由城管局验收后接管，结合新一
轮城区环卫作业服务外包，将卫生保洁、河道漂浮物打捞和
边坡保洁等纳入常态化管理，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巩固
整治成果，确保不出现反脏回潮现象。

村级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篇四

各位村民：



大家好!xx乡是我们工作、生活、居住的地方，而我们舒适的
生活环境需要靠大家共同去维护。现在为切实改变我乡环
境“脏、乱、差”状况，保持“道路畅通、池水清澈、宅旁
绿化、房屋整洁、环境美化”。我们倡议：

一、要保持道路美化。不在集镇道路及公共场所乱倒生活垃
圾和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杂物，自觉爱护道路的整洁卫生。

二、要保持水池净化。要对房前屋后的沟池定期进行清理，
保持沟池清澈、沟渠畅通、沟边整洁，无臭水沟。

四、要保持公共设施完好。爱护公共设施，垃圾池、公共休
闲场所等维护良好。

五、保持环境整洁。杜绝乱搭建、乱张贴、乱堆放等行为。
残墙断壁及时清除，破旧房屋、猪栏、厕所等及时整修。

xx乡是我家，环境整治靠大家。广大群众是环境整治的直接
受益者，也是建设主体。农村环境的维护和保持需要广大群
众的共同参与。大家要以构建美好、和谐家园为己任，自觉
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我们坚信，只要通过你们
的积极参与和不懈努力，环境优美、舒适度更高、人民生活
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会展现在大家面前!

倡议人：

时间：20**年**月**日

村级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篇五

尊敬的上级领导：



环境卫生是乡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发展的对外名片。

多年来，由于缺乏有效管理，农村生活垃圾散步乡村各个角
落，污染了居住环境，影响了生活质量。

今年，我镇全面启动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建设。

这是一件惠及千家万户的好事，也是关系民生民利的大事。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五条标准。

其中，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

村容整洁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

围绕“村容整洁”这一目标要求，我们对农村环境卫生状况
进行了调研，现就调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目前农村环境卫生的现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近年来，农村经济快速增长，社会
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与城市相比，农村村居环境的建设还相对滞后，村民环境
意识相对薄弱。

绝大多数农村中的“脏、乱、差”现象普遍存在。

具体表现如下：

1、垃圾随处乱丢。

由于受传统陋习和落后观念影响，很多村民存在随地乱丢垃



圾的不良习惯：或丢在村前的渔塘边，或丢在村前的路边，
或丢在屋前屋后的空地上。

过去演戏、放电影、开社员大会、打篮球的的空旷地方，现
在居然成为倒垃圾的场所，垃圾足有一米多高，日晒雨淋，
臭气熏天，村民无不掩鼻而过，这是很多农村的卫生状况的
一个缩影。

2、建筑余物乱堆乱放。

目前不少农村村民新屋建成后，由于缺乏自觉性，缺乏管理
和监督，余物没有做到及时清理，乱堆乱放，有的一放就是
半年、一年，有的甚至是几年。

既影响村容村貌又阻碍交通，并逐渐成为藏污纳垢之处。

3、随着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工业产品的不断渗入，农
村的生活垃圾正日益“城市化”，而农民生活习惯却还没有
改变。

一些老农民说，过去种田，牛栏、猪圈里铺稻草，一年三五
回，大家争着挑去放田里当肥料，就是路上见了猪粪也要捡
回去当肥料，现在这些活都没人干了，如农家肥、运秸秆，
挖淤泥、除草等基本没人干，出现了“家家户户忙挣钱，不
问怎么种好田”的局面。

倡议人：xx

日期：xx年xx月xx日

村民朋友们：

环境卫生是镇村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整治环境卫生，建设优美、整洁、靓丽的小浪底，是县委、
县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美化乡村环境，提升乡村
品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广大公民的美好愿望和应尽责任。

因此，每个公民都要发扬主人翁精神，从我做起，从小事做
起，从现在做起，争做乡村卫生管理员、环境卫生监督员、
文明行为传播员、卫生整治的践行员。

以实际行动参与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倡导文明新风，创
建卫生镇村。

为此，倡议如下：

1、从我做起，做文明公民，争当卫生整治的践行员。

美德贵在坚持，实践重在行动。

我们要把环境卫生融入日常生活，从点滴做起，用自己的模
范行为带动身边的人，形成人人参与、个个出力，摒除陋习，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从我做起，做到不乱倒垃圾、不乱丢纸屑、不随地吐痰，不
乱堆建筑材料、不乱摊点乱摆，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管好自己
的手，不损坏公物，管好自己的“家”，倡导每家每户搞好
家庭垃圾分类处理，垃圾入池，及时清运。

2、从现在做起，积极主动，争当文明行为传播员。

大家都要积极宣传，广泛发动身边的人，讲文明，树新风。

自觉维护公共卫生，让文明卫生知识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做文明卫生的好公民。

在全社会形成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人人受益、人人都要做贡
献的良好氛围，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身边的人，形成全社



会关心、人人参与、个个出力的良好格局，把文明意识、卫
生观念和良好行为习惯传播到每一个角落。

3、从现在做起，义不容辞，争当环境卫生监督员。

环境卫生涉及千家万户、每一个公民，关乎镇村形象和人民
的生活工作。

需要各级各部门和每一位公民的积极参与，更需要社会各方
面的'监督，每一位公民都要认真履行维护镇容和村环境卫生
的监督义务，对乱倒垃圾、乱泼污水、乱停乱放等不良行为
劝阻、劝说和举报，形成全社会监督、人人参与、人人支持
的良好局面。

让我们人人关心支持镇村环境卫生，手拉手、心连心，从现
在开始，从我做起，践行文明行为，争做文明公民，营造优
美环境，建设和谐家园。

倡议人：xxx

日期：xx年xx月xx日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父老乡亲：

春节前，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县深入开展了农村环
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全县广大人民度
过了一个干净、文明、祥和的春节。

但是卫生情况还不理想，垃圾乱放，污水横流现象依然存在，
严重影响着我县的形象。

今年，邢台市明确提出了“还邢台青山绿水，走生态发展之
路”的口号，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卫生、干
净、文明、和谐。



为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打造一流的投资环境和一流的宜
居环境，县文明委向全县干部群众发出如下倡议：

一、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是一项民心工程，是全县人民群众都
受益的事情。

柴草乱放、垃圾乱堆、污水乱流，不只影响一家一户，而是
大家都受害，都有怨言。

同时也影响我县的投资环境，给投资者留下不好的印象。

所以，县委、县政府决定，利用当前的农闲时节，各乡镇、
各村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集中精力，再掀农村卫生环境整
治新高潮，这是为发展经济打基础，改善民生，得民心、顺
民意的一项活动，希望广大群众给予理解、支持和配合。

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需要乡、村干部组织，人人动手、人
人参与。

环境卫生是大家共同的事情，也是一项公共道德问题，乡、
村干部带头组织义不容辞，但广大群众人人自觉、人人动手
必不可少。

希望大家自觉遵守公共道德，共同动手治理脏、乱、差，共
建一个美好的家园。

三、农村环境卫生整治需要大家互相监督，共同遵守。

广大干部群众要从自身做起，争当文明村民、道德模范，做
到不乱摆乱放、不乱堆乱倒，每个家庭不但要自己做好，还
要劝说监督其他人的不文明行为。

各村要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公开栏把不文明的行为、不文
明的人公布给群众，改变过去的陋习，树立讲卫生光荣，不



讲公德可耻的新观念。

四、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目标和总体要求：

1.清理垃圾柴草，不再乱堆乱放;

2.清理污水污物，不再乱排乱倒;

3.治理杂物料场，坚持摆放有序;

4.治理禽畜散养，防止禽畜乱跑;

5.整理大街小巷，确保干净通畅;

6.推行村庄绿化，建设生态家园。

倡议人：xxx

日期：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