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美丽村居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

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美丽村居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6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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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美丽村居建设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美丽村居建设，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根据全省

美丽村居建设“四一三”行动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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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精神，顺应广大农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精致城市·幸福威海”

建设，扎实开展美丽村居建设“四一三”行动，培育地域文化鲜

明、建筑风格多样、田园风光优美的美丽村居。2020 年，完成

三批次省级美丽村居建设试点任务，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

广、多样化的经验模式；到 2025年，全市村庄空间布局更加合

理、人居环境更加优美、村居特色更加鲜明、建设管理更加精细，

形成多片立足乡土社会、体现现代文明、宜居宜业宜游的“鲁派

民居”建筑群落，基本绘就具有威海地方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

二、大力提升村居建设水平

（一）强化设计引领。根据不同地域特色、自然条件和历史

文化保护要求等，立足乡村发展水平，结合村庄形态、居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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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等因素，高起点、高标准编制村庄设计和规划方案，明

确村庄定位、主导产业、人口规划、风貌特色，提出近远期发展

目标。坚持分类指导、梯次建设，优先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小学、幼儿园、卫生室、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

公共服务设施，增强产业、环境优势，提高人口聚集能力。根据

村庄基础条件和发展定位，深入挖掘、整合、提升特色要素，积

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高建设品质，打造精品工程。

（二）加强建设监管。美丽村居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或个

人要与镇（街道）乡村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签订工程服务协议，明

确双方权利和义务。村居建设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或

具备相应技能的农村建筑工匠施工，并签订施工合同。施工方须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施工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确保工程质量安

全。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农民建房“四到场”制度，

做到建筑放样到场、基槽验收到场、施工过程到场、竣工验收到

场，定期组织开展村居建设巡查，发现问题要监督整改到位。村

居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或个人要组织参建各方进行现场验收，

并将竣工验收资料报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存档。

（三）加强环境整治。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建设

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农村改厕和村容村貌提升为

主攻方向，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政策措施，

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境面貌。

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每村应配置 1 个以上垃圾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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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人应配备 30只以上垃圾箱，每 400人应配备 1名以上保洁

员，村居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5%以上。

改进传统取暖方式，90%以上农户实现清洁取暖。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改造率高于 95%，300户以上的自然村至少建设一处符合

标准的公共厕所，有专人管理、维护运行，并且定期进行卫生消

毒。实施村居环境美化，“美丽庭院”创建的农户不低于 10%，

鼓励利用砖瓦、竹木、卵石等乡土材料和旧磨盘、老门窗、废瓦

罐等乡土物件，建设街头小品、文化墙和庭院微景观。

（四）加强设施配套。实施农村道路“户户通”工程，村干

路、村支路硬化率应达到 100%。推进村居绿化，林草覆盖率大

于 50%，村居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大于 3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大于 3 平方米/人，村居主要道路、坑塘河道宜绿化地段绿化普

及率大于 95%。加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古迹建筑、

古树名木保护率达到 100%。提高农村饮用水安全，单村供水净

化率达到 100%。实施村庄亮化，推广使用 LED节能灯及太阳能

路灯。广播、电视、电话、网络、邮政等公共通信设施齐全、信

号通畅，乡村互联网覆盖率达到 100%，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 95%

以上。

三、开展试点创建

（一）确定试点。分批开展美丽村居建设省级、市级试点创

建工作，试点村实行自愿申报，由市级美丽村居建设专家委员会

统一评议后确定。在组织好 6 个省级美丽村居建设试点工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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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继续申报 2020年省级美丽村居建设。加大市级试点工作力

度，2020—2025年高标准创建 25个市级美丽村居。

（二）强化保障。坚持政府主导、村民主体、市场参与的原

则，加大市县两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在政策支持、规划编

制、设施配套、要素保障、产业培育、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好地发

挥作用，积极推动美丽村居建设。对省级、市级试点村，从乡村

振兴重大专项资金中按标准予以奖补。大力引入市场机制，充分

发挥实力强、信誉好的企业在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优势，通

过整村改建、片区提升等方式，积极参与美丽村居建设试点工作。

（三）示范推进。全面推广试点经验，以省级美丽村居建设

试点村为标杆，积极探索建立美丽村居建设工作机制、技术标准

和支持政策，进一步放大试点示范效应，连片打造富有威海本土

风格的民居风貌、建筑群落。

四、强化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美丽村居

建设，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协调，落实推进措施，

夯实工作责任，确保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市级建立“三个一”推

进机制，成立美丽村居建设工作协调小组、工作专班、推进办公

室，协调小组负责总体筹划和统筹推进，工作专班负责协调解决

困难问题，推进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具体推进工

作。各区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作为美丽村居工作责任主体，要建

立相应工作专班，健全工作机制，制定配套政策，强化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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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实施主体，要切实负起责任，抓好

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

（二）抓好考核督查。将省级、市级美丽村居建设试点情况

列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按批次对省级、市级美丽村居建设试点进行考核评

分，以区市、开发区为单位进行检查验收。市县两级建立督导机

制，对工作滞后、推进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

（三）广泛宣传引导。深入宣传美丽村居建设重要意义，充

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美丽村居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将美丽村居建设纳入村务公开制度，村（居民）委员会在村

级公开栏公布村庄规划和村庄设计、住宅推荐设计图集等，保障

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及时发现、培育和选树先进典型，

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发挥模范带动作用。

附件：威海市美丽村居建设工作专项组和工作专班组成人员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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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威海市美丽村居建设工作专项组
和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

一、美丽村居建设工作专项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闫剑波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副组长：周永迪 副市长

成 员：王 清 市政府秘书长

彭 霞 市妇联主席

邓 勇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李 峰 市财政局局长

李大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毕建康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宋修德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刘树伟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董晓阳 市水务局局长

周 华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隋建波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二、美丽村居建设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王 清 市政府秘书长

成 员：吴 锋 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永华 市妇联副主席

梁建胜 市新旧动能办副主任

邓炳奎 市财政局二级调研员

向勇全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王希海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宋修德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张向阳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

王令勇 市交通运输局二级调研员

蔡新杰 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

刘建国 市水利事务中心主任

张 辉 市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

专项组下设推进办公室，推进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分管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抽调专人集

中办公。

专项组不刻制印章，不对外正式行文。专项组、工作专班成

员调整事宜由推进办公室所在部门行文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