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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规划背景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首次将农业农村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是人居环境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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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六盘水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深入推进，钟山区在“十三

五”期间，共完成了 50 个村居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其中包括

行政村 44 个，居委会 6 个，圆满的完成了国家、省、市下发的整治

任务，整治后的村庄“脏乱差”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

但是总体来看，仍有部分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础尚比较薄

弱，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同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宜居

村庄的要求不相适应，亟待强化科学规划和统筹推进。为保证钟山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组织、有领导、有重点、有秩序地深入开展，六

盘水市生态环境局委托贵州玉成美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六盘水市

钟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1-2025 年）》，旨在已开展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基础上，结合“十三五”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完成情况，按照“巩固一批、恢复一批、提升一批”的工作思路，逐

步推进钟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1 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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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正）。

1.2.2 国家及地方规范和标准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1424-2019）；

（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规范》（DB52_T_1057-2015）；

（5）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05-2010）。

1.2.3 相关政策文件

（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环发〔2013 〕

130 号）；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办发〔2018〕5

号）；

（3） 《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 〕

14 号）；

（4）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工作的指导意见》

（ 环办土壤函〔2019〕24 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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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通知》（黔环办

〔2019〕35 号）；

（7）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贵州

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的通知（黔农

领办〔2021〕9 号）；

（8） 《<贵州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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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黔环通〔2018〕328 号）。

1.2.4 相关规划和报告

（1）《六盘水市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2）《六盘水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六盘水府发

〔2016〕4 号）；

（3）《钟山区“十三五”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16－2020 年）。

1.3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钟山区下辖的各个行政村（不含社区、居委会），

详见表 1-1。

表 1-1 规划范围一览表

序

号
乡镇/街道 行政村名称

行政村数

量（个）

1 红岩街道 双坝村 1

2 凤凰街道 凤凰村、发乐村 2

3 德坞街道 白鹤村、乌砂寨村、西宁村、马落箐村、龙贵地村 5

4 月照街道 马坝村、金钟村、小屯村、大坝村、玉顶村、双洞村、独山村 7

5 双戛街道 马戛村、河沟村、落飞戛村、中箐村、底母落村、高炉村 6

6 大河镇 裕民村、大桥村、渡口村、渔塘村、大箐村、周家寨村、大地村 7

7 大湾镇
腊寨村、海嘎村、幸福村、海开村、山根脚村、新寨村、安乐村、

顶拉村、大箐村
9

8 汪家寨镇
左家营村、沙坝场村、吴家寨村、那罗村、新华村、新塘村、艺

奇村
7

9 保华镇 二道坪村、奢旮村、发箐村、海螺村 4

10 木果镇 杨家寨村、连山村、新丰村、蒿枝村、牛场村、登亨村、岩脚村 7

11 青林苗族彝族乡 灰依村、田坝村、海发村、二寨村 4

12 金盆苗族彝族乡 羊场村、天生桥村、金钟村、双塘村、营盘村、麻窝村 6

13 南开苗族彝族乡

双山村、犀牛村、九龙村（原浑塘村）、合兴村、穿洞村、坞

铅村（原新发村）、玉兰村（原凉山村）、自乐村、土角村（原

后坝田村）、花场村、发仲村、沙拉村

12

合计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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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规划期限

本规划现状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25 年。

1.5 规划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及六盘水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要求，按照“巩固一批、恢复一批、提升一批”的工作思路， 因

地制宜，梯次推进。

（1）对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已达 60%及以上行政村实施

整改与运维强化，切实保障已建成设施处理效果；

（2）对已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但治理率低于 60%的村寨进行

“查缺补漏”；

（3）对未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逐步开展治理或实施

污水有效管控；

（4）本次规划新增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60%及以上行政

村不低于 10 个，至规划期末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60%及以上

行政村占达到 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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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区域概况

2.1 自然气候条件

2.1.1 水系分布

钟山区属于乌江流域，境内主要河流有三岔河及响水河，三岔河

是乌江的上游支流之一。响水河源于钟山区凤凰街道窑上水库，源头

高程 1816 米，流经凤凰、黄土坡、荷城街道办事处，在月照乡双洞

村奢都寨汇入三岔河。

2.1.2 气候气象

钟山区属中亚热带黔东北温暖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冬无严寒，

夏季炎热。多年平均气温 16.9℃。多年平均降水量 1117.4mm，降水主

要集中在 4-10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83.8%。

2.2 社会概况

2.2.1 行政区划

钟山区包含农村区域的主要有红岩街道、凤凰街道、德坞街道、

月照街道、双戛街道、大河镇、汪家寨镇、大湾镇、南开苗族彝族乡、青

林苗族彝族乡、金盆苗族彝族乡、木果镇、保华镇 5 个镇 3 个乡 5

个街道，共 77 个行政村。

2.2.2 农村人口与分布

2020 年，全区常住人口 67.42 万人，农村总户数为 72813 户，

总人口为 307157 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45.56%。

2.3 水环境质量状况

根据《钟山区环境质量年报（2020 年度）》，钟山区有大格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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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窑上、金竹沟四个考核断面。大格杻、虹桥两个断面为河长制

断面每月监测一次，共监测挥发酚、氨氮、铅、镉等 32 项指标，窑

上、金竹沟两个断面每季度监测一次，共监测 26 项指标。根据监测

结果，2020 年各断面水质均达到相应功能区水质要求，全年度达标

率为 100％。



六盘水市钟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1-2025年）

7

第三章 污染源分析

3.1 用水及排水情况

3.1.1 用水情况

钟山区内集中供水普及率较高。辖区范围内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主

要来自于农村千人以上和千人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经调查，钟山区辖区内农村居民用水主要包括生活用水和小规模

生产用水两部分，其中生活用水主要包括如厕淋浴用水、厨房用水和

洗涤用水；小规模生产用水主要为居民生产活动过程用水，如农产品

加工用水、农家乐餐饮用水等。

3.1.2 排水情况

部分已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寨实行雨污分流制，尚未实施

污水治理的村寨生活污水处于无组织的散排、漫排状态，雨水和污水

沿道路边沟排至就近区域，或经化粪池简单治理后还田。

3.1.3 农户改厕普及情况

截至 2020 年底，钟山区下辖各行政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73.41%。

各乡镇/街道行政村改厕情况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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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现状

（1）设施建设现状

“十三五”以来，钟山区依托脱贫攻坚、饮用水源地整治、人居环境改造等项目，不断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建设。截至目前共投资约 5 亿元，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 40 个。其中通过纳管方式进入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厂处理的行政村 9 个；通过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行政村 31 个，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38 套，

设计日处理能力共计 3121 吨。辖区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60%及以上的行政村 15 个，占总行政村比例的

19.48%。

表 3-1 钟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

号

乡镇、

街道
行政村

户数

（户）

人口

（人）

改厕率

（%）

生活污水得

到治理或有

效管控比例

（%）

建有治理

设施或进

入市政管

网（是/否）

设施/管

网覆盖

治理率

（%）

设施运

行情况
下一步工作计划 备注

1
红岩

街道
双坝村 249 996 100 40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2
凤凰

街道
凤凰村 786 3144 56 6 否 / /

逐步提高改厕率，改厕后优

先资源化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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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乐村 242 968 70 56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4

德坞

街道

乌砂寨村 182 728 0 94 否 / /
逐步提高改厕率，改厕后优

先资源化利用
/

5 白鹤村 1681 5885 85 85 是 85 正常 加强运行维护 进入污水处理厂

6 西宁村 4936 17278 76 76 是 76 正常 加强运行维护 进入污水处理厂

7 马落箐村 265 1092 72 72 否 / / 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8 龙贵地村 241 944 68 68 否 / / 逐步开展污水治理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9

月照

街道

马坝村 470 2120 31 30 否 / /
逐步提高改厕率，改厕后优

先资源化利用
已纳入棚改区域

10 金钟村 345 1253 100 100 是 61 正常

对现有设施收水系统整改，

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强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因当地居民将牲畜

粪便排入管网，影

响站点生化系统，

导致站点偶尔瘫痪

11 小屯村 555 2486 76.6 76.6 是 / 正常
提高污水治理设施覆盖率，

强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12 大坝村 200 762 80 80 是 / 正常
提高污水治理设施覆盖率，

强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13 玉顶村 456 2017 70 70 否 / / 逐步提高污水治理覆盖率 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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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独山村 466 2135 80 80 是 75 正常 加强管护，强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存在粪污堵塞现象

15 双洞村 563 2312 88 88 是 70 正常 加强管护，强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存在粪污堵塞现象

16

双戛

街道

马戛村 688 3195 86 86 否 / / 逐步开展污水治理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17 河沟村 490 1960 35 51 否 / /
逐步提高改厕率，改厕后优

先资源化利用
/

18 落飞戛村 478 1912 64 38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19 底母落村 380 1520 69 41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20 中箐村 701 2804 63 30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21 高炉村 217 868 27 100 是 / 不正常
逐步提高改厕率，提高污水

治理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未纳入运维管理基

本台账，设施建成

未验收，未运行

22

大河镇

渡口村 1064 4466 60 60 是 60 正常 加强运行维护 进入污水处理厂

23 大箐村 714 3177 83 83 是 77
部分不

正常

完善部分收集管网，强化运

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个别设施管网未接

入，无进水

24 周家寨村 733 3669 87 87 是 63 部分不 完善部分收集管网，强化运 设施+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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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行维护 个别设施管网未接

入，无进水

25 大地村 684 3309 89 89 是 85
部分不

正常

完善部分收集管网，强化运

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个别设施管网未接

入，且存在粪污堵

塞现象

26 裕民村 916 3664 28 35 是 / 正常

逐步提高改厕率，提高污水

治理覆盖率，强化现有管网

维护

进入污水处理厂+

资源化利用

27 大桥村 978 3912 27 30 是 / 正常
逐步提高改厕率，提高污水

治理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28 渔塘村 1042 4168 66 31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29

大湾镇

腊寨村 825 4250 67 67 否 / / 逐步提高污水治理覆盖率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30 海嘎村 356 1767 74 74 是 65 不正常
完善现有设施进水系统，强

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入户管网不完善，

设施无进水

31 幸福村 704 3343 75 75 是 / 正常
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强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32 新寨村 1064 5533 82 82 是 / 个别不 完善现有设施进水系统，提 设施+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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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高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个别设施入户管网

未接通无进水

33 安乐村 957 4861 63 63 是 / 不正常
完善现有设施进水系统，提

高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入户管网未接通，

设施无进水

34 顶拉村 450 1981 87 87 是 65 不正常
完善现有设施进水系统，强

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大 部 分 设 施 无 进

水，个别设施被粪

污堵塞

35 大箐村 555 2916 63 63 是 / 不正常
完善现有设施进水系统，提

高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设施入户管网未接

通无进水

36 海开村 652 3371 46 40 是 / 不正常

完善现有设施进水系统，提

高改厕率与污水处理设施覆

盖率，强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入户管网未接通，

设施无进水

37 山根脚村 976 5154 36 36 是 /
个别不

正常

完善现有设施进水系统，提

高改厕率与污水处理设施覆

盖率，强化运行维护

个别设施入户管网

未接通无进水，个

别设施被粪污堵塞

38
汪家

寨镇
左家营村 1500 6920 93 93 是 /

部分不

正常

对现有设施收水系统整改，

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设施入户管网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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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运行维护 通或粪污堵塞严重

39 沙坝场村 906 4547 89 89 是 / 正常 强化运行维护
进入污水处理厂+

资源化利用

40 吴家寨村 948 4513 92 92 是 80
个别不

正常

开展管网改造，强化运行维

护

5 个处理设施中 3

个运行正常、1 个接

入率低、一个管网

受损

41 那罗村 1315 5073 92 92 是 / 正常 逐步提高污水治理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42 新华村 546 2439 87 87 是 67 正常 做好日常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43 新塘村 1113 5050 90 90 是 75
个别不

正常
整改后强化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个别设施管网粪污

堵塞严重

44 艺奇村 973 4122 89 89 是 /
个别正

常

完善设施收水系统，逐步提

高污水治理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个别设施入户管网

未接通无进水接

45

保华镇

二道坪村 1229 5545 81 81 是 / 正常
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强化现有设施运行维护

设施+资源化利用，

设施未纳入运行管

理基本台账

46 奢旮村 713 3652 68 68 否 / / 逐步开展污水治理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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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发箐村 1113 5042 81 35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2021年正在开展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已开工

48 海螺村 1353 5597 90 30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2021年正在开展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已开工

49

木果镇

杨家寨村 1088 4420 89 89 否 / / 逐步开展污水治理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50 连山村 1371 5567 78 78 否 / / 逐步开展污水治理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51 新丰村 1196 4784 30 30 否 / /
逐步提高改厕率，改厕后优

先资源化利用
/

52 蒿枝村 1127 4919 73 73 否 / / 逐步开展污水治理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53 牛场村 749 3012 63 30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54 登亨村 1003 4012 97 35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55 岩脚村 699 3463 69 69 否 / / 逐步开展污水治理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56
青林苗

族彝族
二寨村 1485 6029 66 66 是 / 正常

强化现有管网维护、逐步提

高污水治理覆盖率

进入污水处理厂+

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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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乡

灰依村 1613 6346 87 87 是 / 正常
强化现有管网维护、逐步提

高污水治理覆盖率

进入污水处理厂+

资源化利用

58 田坝村 735 2660 68 68 否 / / 逐步提高污水治理覆盖率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59 海发村 1334 5336 66 32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2021年海发水库保

护区内正在开展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已开工

60

金盆苗

族彝族

乡

羊场村 1389 6942 64 64 否 / / 逐步开展污水治理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61 天生桥村 973 4970 81 81 是 / 正常 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62 金钟村 1180 5268 72 72 否 / / 逐步开展污水治理
目前为改厕后资源

化利用

63 双塘村 822 3288 75 30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64 营盘村 1278 5325 83 83 是 / 正常
强化现有管网维护、逐步提

高污水治理覆盖率

污水处理厂+资源

化利用

65 麻窝村 992 4467 84 84 是 81 正常 强化运行维护
污水处理厂+资源

化利用

66 南开苗

族彝族

双山村 1315 5260 92 30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67 犀牛村 951 3804 100 55 是 / 正常 提高污水处理覆盖率 设施未纳入运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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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理基本台账

68 九龙村 1070 4243 80 80 是 / 正常 提高污水处理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设施未纳入运维管

理基本台账

69 合兴村 1076 4304 69 50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70 穿洞村 743 2972 97 30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71 坞铅村 725 2900 74 9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72 玉兰村 888 3552 62 35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73 自乐村 1282 5128 64 18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74 土角村 761 3044 26 31 是 / 正常
提高改厕率，逐步提高污水

处理覆盖率

设施未纳入运维管

理基本台账

75 花场村 1207 4828 89 29 是 / 正常 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设施未纳入运维管

理基本台账

76 发仲村 1006 4024 62 22 否 / / 逐步开展改厕后资源化利用 /

77 沙拉村 1000 4000 58 45 是 / 正常
提高改厕率，提高污水处理

覆盖率

设施+资源化利用，

设施未纳入运维管

理基本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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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入运维管理情况

已建成的 138 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中，集中式处理设施（20

吨/日及以上）39 套，分散式设施（20 吨/日以下）99 套，其中暂未

纳入运维管理的联户（多户）52 套。

39 套纳入运维管理的 20 吨/日及以上设施中正常运行的 28 套，

不正常运行的 11 套；99 套纳入运维管理的 20 吨/日以下（不含 20

吨）设施中正常运行的 79 套，不正常运行的 20 套。

（3）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中，钟山区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问

题：一是钟山区争取上级资金有限，地方财政紧张，实施项目困难； 二

是钟山区各地改厕实施进度不一，有部分改的旱厕，无出水，改厕低的

区域不具备设施项目条件；三是部分已建成设施无进水或进水 小；四

是部分设施被牲畜粪污堵塞频繁；五是交由乡镇运维管护的设施缺资金、

缺技术，管护工作落实不到位；六是居民对设施的保护意识不强。

3.2 污染负荷量预测

3.2.1 污染物来源

钟山区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村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如

粪便、淋浴、家庭餐厨和洗涤污水。

3.2.2 水质特征

本规划参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2/1424-2019），确定生活污水进水水质，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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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单位：mg/L

主要指标 pH SS CODCr NH3-N TN TP
动植

物油

取值范围 6.8~8.5 22~870 34~388 4.9~62.6 5.8~75.4 2.0~6.0 0.08~11.2
平均值 7.37 123.89 164.58 26.15 34.60 2.83 3.87

3.2.3 农村居民用水量及排水系数及污水量预测

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1424-2019），

本次规划推荐居民用水量为 40-60 L/人·天，排水系数取 0.8。根据

钟山区村寨水冲式厕所覆盖情况，水冲式厕所覆盖率达 60%（含 60%）

以上的村寨用水量取 60L/人·天，水冲式厕所覆盖率低于 60%的村寨

用水量取 40L/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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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污水处理设施整改与建设

4.1 已建成设施整改

规划对已建成设施中不能正常运行、未发挥治污能效的开展整

改，提高已建成设施正常运行率，切实发挥已建成设施功效。

4.1.1 整改原则

1、对于已建污水治理设施，出水水质要严格按照《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1424-2019）确定的排放标准执行，

原设计排放标准较低的，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工艺的提升改造。

2、逐步规范污水收集管道系统，减少因堵塞、破损等影响终端

正常运行。

3、结合各行政村、自然村的地理位置及污水治理现状，逐步扩

大和完善污水管网的收集范围，提升污水收集覆盖率和处理率，在设

施站点可服务范围内，实现应接尽接。

4、对于具备纳管条件或不具备保留价值的污水处理设施站点可

以考虑进行撤并或取消。

5、逐步规范化粪池、隔油池、接户井等设施的设置。

6、逐步规范管网及治理终端的有效维护。

4.1.2 整改措施

各终端和管网改造具体措施以及推荐工艺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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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整改措施建议一栏表

整改区域 问题 整改措施

农

户

化粪池、隔

油池、厨房

清扫井

老式漏底或出现渗漏现象的化粪池 更换封底化粪池以及对化粪池进行维修

未设置化粪池、隔油池和厨房清扫井等预

处理设施
按照规范设置预处理设施，并接入污水管道中

新接水量增多导致预处理设施满溢堵塞 增加清掏频率或扩大预处理设施容积

生 活 污 水

外 废 水 接

入

混入散养畜禽、腌菜等农产品加工作坊废

水

（1）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位置建造调节池，将废水收储平衡浓度后缓慢进入处理终

端，减轻对处理终端的负荷冲击；（2）强化此类住户的预处理设施

接入农家乐、饭店、民宿等集中式废水
排查农家乐、饭店、民宿等出户水是否经隔油池、化粪池预处理或预处理是否规范 未达到

要求的，按照建设改造要求完善预处理设施设置

管

网
管道

堵塞

管道内悬浮物浓度过高
（1）排查并整改直排现象；（2）增加对格栅的维护；（3）农户端采用细格栅并增加清

扫频率

坡度问题导致积水、堵塞 根据坡度要求重新铺设管道；或在管道末端设置集水井用泵提升

管径过小、转弯过大导致堵塞 可扩大管径并按要求重新铺设管道；或增设检查井替换转弯过大的管道 接头

雨污合流
雨水进入管道造成水质水量波

动剧烈，影响治理终端处理效果

可按要求截断雨水与污水管道的连接，逐步变成分流制。如：排查和改造露天沟渠更换破

损管道等

管道破损

管道质量差、管道渗漏 经排查后采用更优质的管道替换渗漏管道

管道保护措施不足
（1）铺设适宜强度的管道；（2）管道裸露或覆土不足宜采取砂土覆盖和硷包方等保护措

施；（3）改造有困难的应对管道采取加固等措施

检

查

井

检查井

建造时未设置或设置不规范 按要求重新设置检查井或具有清掏功能的三通

由于道路施工或被其他基础设施掩 盖 改造井盖板升至路面齐平

深度在 1.2m及以上的检查井未采取防坠等

安全措施
增设防坠等安全措施

处

理

终

终端功能

处理设施池体沉降、开裂 采取补救措施，进行修缮，加强维护

终端进出水不畅
整改终端进水口、出水口标高。不能正常进水或出水的终端可设置集水井并用提升 泵进

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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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终端处理能力不足，终端偏小 结合实际情况，经过科学认证后，扩大终端处理规模，增设一体化设备等设施

终端处理能力过大，水量不足

结合地形、住户集中程度等实际情况，经过科学认证后：（1）住户集中的，逐步扩 建管

网，提升污水收集率和接户质量；或（2）周边可收集范围内常住人口较少的，

可改造为化粪池+植草沟等分散治理模式，鼓励污水就地资源化利用

终端选址

人居环境影响较大、地势偏低易积 水漫

水、位于水源地等敏感区域、不符合村庄

发展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的要求

建议选址另建，处理工艺可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2/1424-2019）出水排放标准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进水水质、填料和湿地植 物种植

不规范导致人工湿地堵塞严重

（1）强化格栅、初沉池等预处理设施；（2）取出湿地填料并进行清洗，按规范要 求重

新铺设；（3）更换湿地填料，宜按照水流方向铺设级配填料；（4）人工湿地表层不应覆

土，用湿地植物更换种植的木本植物、大型草本植物或非湿地植物

人工湿地布水、集水不满足要求 对湿地的布水、集水方式进行改造

无动力终

端

单独厌氧

终端

出水水质不达标、处理工 艺滞

后

（1）可将厌氧池的其中 1或 2格改为好氧池，最后一格改为具有泥水分离功能的沉淀池，

并增加污泥回流；在改造后的沉淀池出水后增设人工湿地单元，提高出水水

终

端

运

维

日常运维

标识牌设置不合理 统一设计标识牌内容及形式，并统一重新制作标识牌

栅渣和污泥未处理处置
（1）及时清理栅渣和污泥，不得随意倾倒；（2）宜转运到污水处理厂或指定垃圾中转站

统一处理处置；（3）尽量考虑资源化利用

人工湿地植物未处理 对人工湿地种植的植物应及时清理、收割，并对收割的植物资源化利用

臭气和噪声 加强对终端风机维护，降低噪声；增设防护措施减小臭气的影响

设备运行不正常或未安装 加强对终端设备的维护，及时维修更换设备，以及按要求设置流量计和在线监控等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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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增污水处理设施

规划对已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但治理率低于 60%的村寨进行

“查缺补漏”，对未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但污水得到有效管控的行

政村采用“纳管”或新增污水处理设施等模式开展污水治理。

4.2.1 治理模式与工艺

坚持“因地制宜、梯次推进”，“能分散即分散，宜集中则集中”

原则，根据各村寨纳管条件、人口规模、地区经济情况及环境敏感程度，

充分考虑处理水量、出水水质要求以及经济条件和管理水平，优先选用

低能耗、低投入、少占地和操作管理方便的成熟处理工艺，还要注重景

观美化，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污水处理模式。

（1）纳管处理

原则上距离城镇 1-2km 左右的村寨，可通过重力自流方式进入城

镇污水管网，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可

优先考虑就近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模式，不再单独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

建设模式：建设支管网接入城镇排管主管，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处理。

处理工艺：无。

处理优势：管理方便、投资省、见效快等优点，无需运行，仅需

对管理进行维护。

（2）分散治理

建设模式：单户分散治理或多户联建。

处理工艺：三格式化粪池+小型人工湿地，或其他植草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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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滤生态处理工艺；多户无动力分散处理系统等。

处理优势：建设投资省，大大减少管网建设费用（相对于传统集

中方式减少约三分之二投资）；占地利用农户房前屋后，不需另行征

地；基本不需要运行费用，日常维护管理纳入村规民约，由农户自行

管理。

（3）小集中治理

建设模式：一个自然村寨集中治理。

处理工艺：A
2
/O、人工湿地、厌氧+人工湿地。

处理优势：工艺无动力，成熟可靠，出水稳定，基本不需要运行

费用。但管网建设投资费用较大，后续需要单独维护管理，一般 3-5

年后需要翻新维护。

4.2.2 推进原则

（1）继续推进在建项目原则；

（2）优先安排已落实资金项目原则；

（3）优先推进改厕率较高村寨的原则；

（4）优先考虑在乌江水系山岔河流域水环境敏感区域，重点整

治水源保护区、黑臭水体集中区域、中心村、城乡结合部、旅游风景

区和乡村旅游开发等村寨。

4.2.3 推进方案

规划 2021-2025 年，新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低于 60%的行政

村 10 个，至规划期末，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2.47%。

4.2.4 设施布局选址

（1） 按照市/区城镇总体规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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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村庄规划、乡村旅游规划、中小流域治理规划，水功能区划、

水环境功能区划等要求，明确农村污水治理的村庄范围和规模， 合

理安排污水处理设施的布局。

（2） 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选址应远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等环境敏感区；不宜设置在低洼易涝区和

饮用水源的上游。位于湿陷性黄土、膨胀土、以及其他特殊地方的污水

处理设施，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网、处理

终端和排放口的选址，应同时满足设施用地、供电、防洪、防灾等方面

的要求。

（3） 已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符合上述选址要求并能够正常

运行的，应纳入统筹考虑并充分利用，避免设施重复建设。

4.2.5 设施出水排放要求

全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尾水排放执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污

染物排放标准》（DB52/1424-2019）。

4.2.6 验收移交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前期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办理相关手续，如可研、设计及造价咨询等，工程施工中严格按照相关

技术规范要求，委托第三方监理单位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工程建设完成

后需经具有监测资质的单位监测处理设施出水，满足设计出水水质后才

可验收。验收过程中除满足水质达标要求以外，还要确保污水处理水质

水量、工艺、规模等与设计相符，设备材料完整，与原设计有出入的地

方需补充完善相应的变更说明和证明材料。工程验收后， 建设及管

理部门应妥善保管竣工图等相关资料，以备查验。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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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施移交给建设单位后，建设单位及时开展第三方运维服务采购，

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4.3 未开展治理村寨实施污水管控

结合厕所革命、乡村振兴逐步对辖区范围内改厕率较低行政村逐步

开展改厕，提高卫生厕所覆盖率，逐步采用厌氧处理+粪污资源化利用

模式，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未覆盖的行政村逐步开展污水管控， 遏

制污水散排、漫排，逐步改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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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设施运行管理

5.1 运维管理

（1）建立健全管理组织架构

按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目标，健全完善管理架构，

落实各级管理职责，区政府为责任主体、各镇（乡、街道）为落实主

体、村级组织为管理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服

务主体的“五位一体”农村生活污水建设管理维护体系。

（2）合理确定设施运维模式

以全区为单位，根据全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技术工艺和分布情况

等，确定设施运维分区范围和管理模式。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污水处

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管理，具体制定运行维护管理考核办法，落实

运行维护技术规程制定、运行维护人员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完善

等工作。选聘第三方运维机构，按总承包的方式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运维管理服务。运维管护的设施包括终端设施和配套管网系

统。

（3）规范运维管理

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的专业服务机构，应具备相

应的专业服务能力，探索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运维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探索农户参与的新模式。接户井以内的户内管网运维由农户负责；

接户井及以外的户外管网系统和处理终端由运维服务机构运维。

建立处理设施定期维护管理制度。参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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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GB/T51347）要求，对农村生活污水管道及附属物做定

期检修排查，定期清理处理设施且做好运维记录。

（4）完善长效运行机制

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权归属和运行管护责任单位，推动

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督的运行管护机制。鼓励

探索建立污水处理受益农户付费制度，提高农户自觉参与的积极性。

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管、养、用”长效运行机制， 激

励和引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长期稳定有效运行，确保设施发挥实

效。

（5）制定运维管理评级与考核体系

制定运维管理评价与考核体系，从出水达标率、设施正常运行情

况、吨水运行成本等方面评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

评价结果作为运维管理部门对运维机构服务质量考核依据之一。

5.2 环境监管

（1）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监测制度，依据钟山区实际情况，委托

监测服务第三方单位定期开展监测工作。加强对日处理能力 20 吨及

以上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

（ 2 ） 结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2/1424-2019）制定并执行钟山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

理工作考核办法。探索建立运维管理评价结果与运维经费及乡镇考核

挂钩的奖惩机制，逐步提高运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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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资金筹措

钟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应通过争取国家支持、省市区财政补

贴、政府债券筹措、社会资本接入、集体经济投入和群众自筹等方式，

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

6.1 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财政支持

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支持，加大对行政村污水治理的投入力

度。积极争取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统筹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积极争取环保专项资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用于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通过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按照中央

和省有关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规定，涉农专项资金纳入整合范围，

按照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总要求统筹整合用于农

村污水处理。

6.2 整合涉农专项资金

按照中央和省有关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规定，整合涉农专项资

金，统筹整合用于农村污水治理。

6.3 全面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加强与省农发行、省国开行、省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合作，按照根

据财政部、住建部、农业农村局、环保部印发的《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

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 模式的通知》（财建〔2017〕455 号） 要

求，按照 PPP 模式，推进农村污水处理工作。各级地方政府是污水处理

领域全面实施PPP 模式工作的责任主体，逐级建立工作机制，强化组织

领导，加强对相关工作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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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目标可达性及效益分析

7.1 可达性分析

（1）坚实的工作基础

截至 2020 年底，钟山区按照统筹兼顾、梯次推进原则共开展农

村生活污水整治,通过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处理或以纳管方式收集到污水

处理厂处理的，覆盖 40 个农村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

51.95%，设施覆盖到的行政村中，60%以上得到治理的有 15 个农村农

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19.48%。此次规划已有较为全面坚实的基

础。

（2）科学的技术保障

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上钟山区分为纳管处理、分散治理、集

中治理、资源化利用四类方式，治理工艺上优先选择三格化粪池、小型

净化槽和植草沟等无动力或微动力处理工艺和技术，运维方式上全区

主要以镇（乡、街道）、村委会为主，第三方运行公司为辅。通过近

年来的不懈努力，钟山区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管、养、用”

等各个方面均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模式，能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

（3）有力的资金保障

近年来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不含改厕后开展资源化利用

部分）累计投入资金量大，来源广，渠道多（涉及国家专项资金，省

级资金、地方及社会资金等等）。加之近年来国家、省、市对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力度及投入资金均在不断增加及“十四五”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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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均能为规划提高有力的资金保障。

7.2 效益分析

农村生活污水不仅是地表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构成

饮用水安全的隐患。因此，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收集、治理与资源化设

施建设，可避免因生活污水直接排放而引起的农村水体、土壤和农产品

污染，确保集中式饮用水源安全和农民身心健康，是新农村建设中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村庄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对于改善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

会影响，其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非常显著。

7.2.1 经济效益

（1）生活污水的妥善处置，是保证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正常

运行，保障人民健康和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条件之一。

（2）可减少因污染而造成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下降而引起的各种

费用。

（3）农村污水处理直接和当地水资源缺少情况有关系，利用污

水处理设备，处理过的污水，不仅仅能够用来当中农作物灌溉，还能

给牲畜饮用用于绿化用水。并且农村环境还能够得到改善，减少疾病

传染，间接减少经济损失。

7.2.2 社会效益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改善钟山区农村

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1）有利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可大大减少点源污染，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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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促进节能减排。

（2）有利于推进四在农村建设。通过农村污水治理，改变农村

人居环境，将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本规划的实施，将使全区农村

水环境质量得以改善，居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得到强有力保障，党和政

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将进一步提高，增强党的凝聚力，对于社会稳定和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7.2.3 环境效益

农村生活污水的特点是分散、水量波动大，结合实际情况利用人

工湿地、多级氧化塘、三格化粪池、活性污泥法等处理技术进行针对性

处理后，最直接的效果是农村水环境条件的改善。通过规划的逐步实

施，将在规划范围内构建科学合理的污水处理体系，实现污水收集及

处理设施的合理布局与建设；通过污水管网的合理布局、规范化建设

与管理，在满足处理污水量的同时可全方位改进和提高钟山区整体水

环境质量，同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规划实施后，钟山区辖区范围内的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

治理与管控，可以持续改善辖区水环境质量，减少污染物排放，保障

饮用水源的水质安全。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有利于农村水环境质量

的提升及人居环境的改善，为实施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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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保障措施

8.1 组织保障

为了保障钟山区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工

作优质高效开展，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监管、部门落实、责任到人”

原则。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六盘水市生态环境局钟山分局为主管部

门，农业农村局、住建、水务、财政等参与部门的工作职责。推动和保

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运维工作有效落实。同时，协同推广

“站长制”，形成以分管领导为区级站长，乡镇分管领导为乡镇级站长，

行政村分管负责任人为村级站长的网格化农村生活污水管理体系。

8.2 资金保障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具有较强的公益性，而且需要一定规模的资金

投入，靠政府、村集体和农户单一方面负担都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

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四在农家建设的实践，建立“政府扶持、社会参

与、群众自筹”结合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钟山区财政需按照五年任

务预算情况，合理增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补助和长效管理补助经费。

此外，还应积极争取国家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省财政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专项资金、奖补资金等。确保各项规划任务能按期推进。

8.3 技术保障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运维管理必须要有过硬的技术力

量保障，基于钟山区各乡镇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特点、自

然地理条件和环境目标不尽相同，因地制宜，采取经济有效、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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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节约资源、工艺可靠并能够与当地自然环境高度融合的污水治

理技术，实现生活污水治理无害化和资源化。在治理设施的运维管理

上，既要体现标准化、规范化，又要体现专业化、精细化，应加强信

息技术支撑，提升运维管理水平。

8.4 监管保障

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日常环境监督机制。除加强

运维单位日常自检，第三方监测单位定期抽检外，应落实责任单位及当

地乡镇的监督检测责任，加强排放水质监测。通过多方数据比对， 核查

监测数据的一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鼓励采用自动在线监测系统进行

水质数据监测与采集。同时，可建立相应的农村生活污水整治工作绩效

考评机制。

8.5 社会保障

广泛、深入地开展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以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宣

传教育，促进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积极开展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等

创建活动，推进环境宣传教育社会化、大众化。

各级政府通过设置热线电话、信箱、开展调查或环境信访等途径获

得各类公众反馈信息，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受到水污染威胁或损害时，可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提出

污染补偿等要求，保障公众的合法环境权益。动员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到农村污水整治、配合和长效运维管理中来，努力营造全社会

关心、支持和参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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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及建议

9.1 结论

（1）近年来，钟山区按照统筹兼顾、梯次推进原则开展农村生

活污水整治，辖区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管控。全区在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模式、处理工艺及后期运行维护等“建、管、养、用”各个方面

均形成了适宜地方特色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较好的完成了国

家、省市下发的整治任务，辖区农村人居环境的到了显著改善，区域

水环境质量得到了持续提升。

（2）规划拟对已建成设施开展整改，提高已建成设施正常运行

率，切实发挥已建成设施功效。

（3）规划拟对未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逐步开展污水

管控，遏制污水散排、漫排，逐步改善人居环境。

（4）规划期内新增农村污水治理率达到 60%及以上行政村不低于

10 个，最终实现规划期末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低于 32.47%。

9.2 建议

（1）规划污水收集片区面积大，人口多，点源分散。工程实施

中要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行政区划合理安排建设时序。

（2）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的市场化进程，可尝试BOT 或

PPP 模式，鼓励私营企业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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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钟山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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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钟山区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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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钟山区农村生活污水已整治治理率已达 60%行政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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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钟山区农村生活污水已整治治理率未达 60%行政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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