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囊政办〔2022〕28号

囊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囊谦县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囊谦县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区、各部门认真按照方案要求，抓好

贯彻落实。

囊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4月 20日

囊谦县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省委“一

优两高”战略部署，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顺应农牧民群众对居住

条件改善提升的迫切要求和对美好生活向往，推动农牧区高质量

发展，现就推进全县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现制定以下实施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深入实施“五四战略”, 力推进“一优两高”,在尊重农牧

民安居需求和农房建设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

改善工程，建设一批功能现代、风貌乡土、成本经济、结构安全、

绿色环保的宜居型农牧民住房，推进农牧民生活品质有效改善，

村容村貌全面提升，农牧区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引导，农民自主。建立和完善政策引导、技

术支撑和资金奖补机制，引导和激励农牧民群众主动参与居住条

件改善工程。项目实施以农牧民群众自愿、自主和自筹为主，不

得强制改造和裹挟改造。充分发挥“村两委”班子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推动建立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

评、成果共享的工作机制。

（二）坚持突出重点，纠建并举。坚持问题导向，以住房节

能改造和户用厕所等设施改造为重点。建立纠建并举，标本兼治

的建设管理长效机制，拆除违章建设，创造美好庭院，有效提升

村庄整体风貌，推进农牧区生态环境保护。

（三）坚持设计引领，因地制宜。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强化

设计和建设的技术指导，推动设计下乡，鼓励设计人员驻村开展

以改善住房设计为内容的村庄风貌提升设计。坚持因地制宜，居



住条件改善规划设计要与村庄整体风貌和自然环境相协调，要注

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体现民族特色和乡村特点，反映时代

特征。

（四）做好政策衔接，统筹推进。紧密结合乡村振兴、农牧

区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乡(镇)创建、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厕所革命、传统村落保护、农牧区生活垃圾和生活

污水治理、土地整理等工作要求，按照集中连片、整村推进方式

统筹实施。

三、主要内容

（一）实施范围。以县内重要交通干线、重要旅游景区及城

镇周边村庄、国有牧场职工居住区为主要实施范围优先考虑城乡

结合部、乡镇驻地村庄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带动能力较强、群

众参与意愿强烈的村庄。按照集中连片、整村推进的要求，项目

实施村庄范围内所有庄廓院落和住房均应纳入改造范围，享受奖

补政策。

（二）实施内容。聚焦农牧民群众最急需和最迫切的愿望，

以完善现有农牧民住房围护结构节能保温和户用厕所改造等大

幅提高生活品质内容为重点，统筹推进接气排污和村庄环境整

治，整村连片改善人居环境。一是提升节能保温方面。包括外墙

节能保温、屋顶保温防水。二是完善配套设施方面。具备排放条

件的村庄应积极推动水冲式厕所改造和排水管网铺设，并引导群

众配套建设三格式化粪池等户内污水处理设施；有接气条件的村

庄应积极推进天然气进户。三是庭院及村庄环境整治方面。包括



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房屋拆除、宅前屋后乱搭乱建整治及残垣断

壁拆除、住房及院墙风貌提升等。

根据实施项目重要性，分为重点推进项目和引导类项目。其

中住房围护结构节能保温和室内厕所改造为重点推进项目，项目

实施村内具备条件的所有住户都应实施。其他项目均为引导类项

目，由群众自愿选择。

（三）实施目标。2019年先行开展试点，完成少数户农牧

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多个村庄风貌得到提升。2020 年开始，

完成多数户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到 2025年，70%~80%户

农牧民居住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村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四）实施方法

1.县级申报，村级组织。各地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以县

为单位制定本地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项目实施方案，分年度进行

项目申报。省、州级年度实施方案及计划任务下达后，列为项目

实施村的村委会要组织编制村庄建设方案和整体风貌设计方案，

逐房逐户确定改造范围、改造内容和工程量，明确统建、自建范

围。

2.明确责任，群众自愿。项目实施前乡镇及村委会要对项目

实施村内住房现状逐户进行调查评估，登记房屋现状(房屋及院

落现状情况要拍照记录),确定项目内容、测算工程量，并填写《农

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入户调查及项目确认表》,由户主签字确

认，建立农牧户档案，相关信息要录入“青海省农牧民居住条件

改善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实施项目要根据群众意愿及住房实际



情况科学评估实施必要性，逐户逐项研究确定实施项目。实施项

目及工程量确定后，由乡(镇)、村委会与农牧户签订协议书，并

明确具体项目建设时序和质量验收标准，项目完成后，乡(镇)政

府要按照《青海省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技术导则(试行)》,

组织入户验收，县级主管部门要统一组织整村验收。

3.群众投入，政府补助。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以群众投

入为主，政府给予一定比例按实际实施项目及工程量，按照当地

单位造价成本进行测算后，以实际投入建设成本给予奖补。非建

档立卡贫困户财政奖补比例原则上按照重点推进项目不高于建

设总成本的 35%、引导类项目不高于建设总成本的 25%的比例

予以奖补，每户最高奖补资金不得高于 1.5万元。建档立卡贫困

户财政奖补比例原则上按照重点推进项目兜底解决、引导类项目

不高于建设总成本 50 只的比例进行奖补。省级财政按户均 1.5

万元的补助标准将奖补资金直拨到县，由县级政府统筹使用。(按

照省政府、住建厅要求县级财政应按每户不少于 0.5万元的标准

落实配套资金，但根据我县财政实际情况，县财政无力承担相关

补助配套资金，因此可在住房条件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投入牧户劳

动力，用牧户劳务费抵付由县财政承担的每户不少于 0.5万元的

配套资金，保障住房条件改善工程的顺利实施)

4.方式自选，坚持共建。为强化村庄整体风貌打造，住房外

立面及院墙风貌提升项目可以村为单位，在县级主管部门和乡镇

政府的指导下统一组织建设，也可由农牧户按照村庄统一风貌设

计自主实施。统建项目成立村级公共建设项目管理、监督机构，



广泛发动村民群众参与项目建设、质量安全监督和财务监管，并

按照工程招标范围相关规定，加强资金管理使用。自建项目按照

先建后补的原则，由农牧户自行组织实施，经县级主管部门和乡

镇政府验收合格后，发放奖补资金。

5.居改分配，实施内容。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今年任务共 100

户，分配香达镇大桥村 35户、香达镇青土村 30户、东坝乡果永

村 35户。根据乡镇示范村进行分配。主要实施地为示范村中心

地带。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项目与历年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

改善工程不能出现重复享受现象。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建设程序，规范管理运行。要建立健全补助对象、

建设内容及补助标准公示公开制度。建设内容要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建设方案和整体风貌控制设计，要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提交

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充分讨论，并报经县级主管部门同意。今

年目标任务要确保今年年中前全面开工，并在今年年底全面竣工

验收。

（二）加强设计引导，突出村庄特色。组织技术水平较高的

省内外设计院所和设计师开展村庄风貌研究，突出村庄特色风

貌。积极引导和支持高等教育院校、职业院校、设计院所等单位

选派规划、建筑、园林等领域设计人员下乡服务。加大对农村传

统工匠的技能认定和培训，充分发挥传统工匠和乡村建设技能型

人才作用。积极推广使用青南藏区民居建筑推荐方案图集，并组

织编制一批特色鲜明、简单易懂、经济实用的村庄风貌提升、改



造整治设计方案选用图集。加大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

民居的保护力度。

（三）加强技术服务，确保工程质量。切实督促检查和技术

指导，研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风貌引导图集和建筑材料选用和

验收标准，加强规划管控和质量安全管理，对施工关键环节要派

专人指导监督，做好现场质量安全巡查记录，确保项目安全合格，

确保改造后的住房节能保温效果大幅提升、厕所改造达到规范标

准，村容村貌明显改善，居住功能进一步完善。对于濒临倒塌的

空心屋，要动员农牧户及时进行“拆危”,以达到消除安全隐患和整

治农牧区人居环境的要求。

（四）推动建材下乡，积极服务群众。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

推动节能保温、铝塑玻璃、排水管网、厕所洁具等大宗建材下乡，

有条件的乡(镇),按照就地就近、优质适用、降低成本的原则，由

乡(镇)政府统一集中采购大宗建材及产品，为农牧民群众有效降

低采购成本、保证建材质量。

（五）强化资金监管，加大监督检查。设立农牧民居住条件

改善工程资金专户，做到专款专用，分账核算，规范使用，并做

好资金监管工作。农牧民自建任务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到户奖补

资金应当通过“一卡通”方式直拨到户。各地要健全内部管理制

度，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和补助标准，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严

禁套取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奖补资金。

附：2022年囊谦县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项目计划安排表



2022 年囊谦县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项目计划

安排表

序

号 乡镇名称 村委会 总任务数

省级户均奖补

标准（万元）

省级奖补资

金（万元） 备注



1 香达镇 大桥村 35 1.5

2 香达镇 青土村 30 1.5

3 东坝乡 果永村 35 1.5

合计 100 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