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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推进农村污水治理的政策，提高农村污

水治理水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站在《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

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发布后的新的起点上，为实现大厂

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取得进一步改善，特编制本规划，

以指导大厂县域范围内农村污水治理，促进农村生活环境的根本改善，

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 

本规划是结合现状情况对《大厂县全县农村污水专项规划及八个

城中村污水处理设计服务商采购项目（一标段：全县农村污水专项规

划）》进行的修编，重点是将其同《大厂回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

（2013-2030 年）》有效衔接起来，以指导其更好实施，后期具体建

设实施仍以原规划为主要依据。 

第二条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指南

（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 

《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建村〔2014)6 

号）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19） 

《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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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河北省水功能区划》（2004）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冀政（2010）

号] 

《廊坊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2005） 

《廊坊市北三县统筹发展规划（2013-2030年）》 

《大厂回族自治县水资源综合规划（2010-2030 年）》 

《大厂县水资源评价报告》（2010） 

《大厂回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第三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县域范围内除去 6 个拆迁村（邵府镇岗子屯，祁各

庄镇田各庄、半边店，大厂镇芦庄、王必屯，夏垫祁屯）剩下的 99 个

村庄。 

第四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分为近期和远期，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0 年。 

第五条 《规划》目标 

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突出重点、梯次推进，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生态为本、绿色发展”的实施原则，对全县村庄进行生活污水

治理。 

1.近期目标 

近期至 2025 年全县 90%以上的村庄完成生活污水治理任务，通

过单村集中处理、多村集中处理、接入城镇污水厂的方式建成较为完

善的污水收集与处理系统。村庄污水横流、乱排乱倒情况基本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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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护机制基本建立。 

2.远期目标 

远期至 2030 年随着大厂县撤村并点、农村社区的建立，各村庄

全部集中到社区中，实现 100%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城市的污水收集与

处理系统达到全覆盖，并能够稳定运行，全面实现城乡污水排放治理

与运维管护机制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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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基本概况 

第六条 自然气候条件 

大厂县西邻北京市通州区，南临香河县，北、东与三河市接壤。

大厂县地处燕山余脉山前平原区，总的地势北高南低，自然地势自西

北向东南倾斜。大部分地区平坦高上，仅东南部地区较为低洼。土地

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大厂县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844.1 万 m³，

折合年径流深 48.0mm。大厂县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1161.5mm，地

区分布差别不大。大厂县西有属潮白河水系的潮白河，东有属蓟运河

水系的鲍邱河，谭台灌区总干、一、三分干贯穿全县。 

第七条 社会经济状况 

大厂县位于首都北京与直辖市天津之间，公路、铁路交通发达，

通讯便捷。拥有大厂工业园区、大厂潮白河工业区、大厂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等省级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在全省保持领先水平,

初步形成了以牛羊养殖屠宰加工、装备制造、新型建材、电子信息为

骨干产业的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格局。 

第八条 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大气环境总体良好。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与生活 燃煤排放

地二氧化硫和降尘、居民生活排放的废气和机动车排放的尾气。大气

污染物为 SO2 和烟尘。固体废弃物有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目前

工业固体废弃物较少，主要是屠宰业的废弃物。声环境整体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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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污染源分析 

第九条 用水及排水体制 

1.用水情况。大厂县有 5 个乡镇 105 个行政村，农村人口 9.15

万人，由于大厂县区划范围较小，现状正规自来水已覆盖大厂县区全

境。所有供水均取用地下水为供水水源。大厂县城乡供水区域遍及全

县 176 平方公里，现有三座水厂，分别是中心城区给水厂、夏垫给水

厂和潮白新城给水厂，全县供水量 416 万 m3，服务用水户达 13000

户，实现了城乡统一供水。 

2.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现状。大部分村庄雨水通过地表

径流、村内街道上的明沟、暗管汇向村内的水坑、低洼地，或者通过

村外的明渠排入附近集水坑塘、明渠或市政合流管网。部分村庄由于

地势低洼，存在积水的问题；部分村由于现状合流管渠堵塞、破损，

排水沟渠垃圾堆填，导致排水不畅。 

大厂回族自治县现已完成农村污水治理村庄情况如下表： 

大厂回族自治县已完成农村污水治理村庄明细表 

序

号 

治

理

模

式

概

况 

镇 
已完成治理

村庄明细 

治理模式 

（集中

式、分散

式、接入

管网） 

受益人

口 

（人） 

集

中

式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日

处

理

能

力 

分散

式设

备改

造套

数 

分散式

设备模

式 

备

注 

1 治

理

61

个

大厂镇

（18个

村） 

霍各庄村 集中式 636 10 — —   

2 西马庄村 集中式 362 10 — —   

3 一村 接入管网 581 0 — —   

4 三村 接入管网 626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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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村

庄

，

治

理

模

式

：

44

个

村

分

散

式

、7

个

村

集

中

式

、

10

个

村

接

入

管

网

） 

四村 接入管网 543 0 — —   

6 小厂村 接入管网 786 0 — —   

7 东彭府村 分散式 190 0 117 一体化   

8 王必屯村 分散式 250 0 0 一体化 

已

拆

迁 

9 大马庄村 分散式 347 0 142 一体化   

10 西彭府村 分散式 226 0 83 一体化   

11 二村 接入管网 515 0 — —   

12 西马各庄村 分散式 253 0 234 一体化   

13 东马各庄 分散式 151 0 143 一体化   

14 梁庄 分散式 187 0 66 一体化   

15 芦庄 接入管网 907 0 — —   

16 河西营村 分散式 1000 0 100 太阳能   

17 袁庄村 分散式 660 0 82 碳钢   

18 西杨辛庄村 分散式 516 0 66 太阳能   

19 

祁各庄

镇（17

个村） 

陈家府 集中式 380 20 — —   

20 半边店村 集中式 95 10 — — 

已

拆

迁 

21 亮甲台村 分散式 128 0 105 碳钢   

22 大东关村 分散式 295 0 270 一体化   

23 毛庄村 分散式 166 0 123 一体化   

24 谢疃村 分散式 247 0 199 一体化   

25 八百户村 分散式 278 0 130 一体化   

26 冯兰庄 分散式 656 0 465 一体化   

27 定福庄 分散式 197 0 189 一体化   

28 窄坡 分散式 273 0 146 一体化   

29 西关 分散式 504 0 151 碳钢   

30 

祁各庄

镇（17

个村） 

祁各庄 分散式 384 0 50 一体化   

31 宋各庄 分散式 221 0 54 一体化 

南

部

已

拆

除

、

北

部

不

拆 

32 洼子 分散式 188 0 90 一体化   

33 田各庄 接入管网 883 0 — —   

34 窝坨村 分散式 370 0 108 碳钢   

35 小东关村 分散式 587 0 48 碳钢   

36 
陈府镇

（17个

村） 

陈府村 集中式 229 20 — —   

37 威武屯村 分散式 140 0 55 太阳能   

38 太平庄村 分散式 123 0 35 一体化   

39 王指挥屯村 分散式 157 0 75 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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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荣马坊村 分散式 224 0 106 一体化   

41 蒋店子 分散式 97 0 71 一体化   

42 后营 分散式 56 0 55 一体化   

43 王唐庄 分散式 85 0 60 一体化   

44 漫兴营 分散式 165 0 152 一体化   

45 许官屯 分散式 77 0 77 一体化   

46 吴辛庄 分散式 143 0 168 一体化   

47 杨辛庄 分散式 143 0 180 太阳能   

48 兰庄户村 分散式 536 0 104 一体化   

49 候官屯村 分散式 335 0 77 一体化   

50 北小庄村 分散式 134 0 40 碳钢   

51 大坨头村 分散式 670 0 107 太阳能   

52 小坨头村 分散式 190 0 67 太阳能   

53 

邵府镇

（1个

村） 

岗子屯村 接入管网 531 0 — —   

54 

夏垫镇

（8个

村） 

苇子庄村 集中式 300 800 — —   

55 南王庄村 集中式 166 50 — —   

56 王果子村 分散式 86 0 100 一体化   

57 马坊村 分散式 118 0 107 一体化   

58 赵沟子村 分散式 214 0 147 一体化   

59 褚各庄村 分散式 224 0 186 一体化   

60 二里半村 接入管网 221 0 — —   

61 祁屯 接入管网 396 0 — —   

合计     20504   5130     

第十条 污染负荷量预测 

大厂县农村地区的公建区及居住区，污水管道设计标准采用

50m3/d·ha，绿地采用 20m3/d·ha，仓库及铁路用地采用 40m3/d·ha。

特殊地区排水量需按供水量乘以排除率（80%）进行计算。 

污水量预测如下： 

通过走访调研，收集到大部分村庄的用水量，依据《镇（乡）村

排水工程技术规程》，排除系数取 80%，计算得出该村的污水量，为

Q1 。 

通过统计全县的人口及污水量，计算得出全县人均污水量为 69 

升/人·天，则可推算出未收集到用水量村庄的污水量，为 Q2 。 

由于祁各庄镇的半边店村和陈家府村内建有完善的污水收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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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和污水处理站，并且该站运行良好，出水水质达标。综合这两个村

的人均污水量为 50 升/人·天，计算得出其他村的污水量，为 Q3。 

依据各村常住人口数据统计，规划取人口增长系数值 1.2。 

结合各村调研的基础数据以及人口增长系数，综合计算得出规划

预测选取值。 

各村污水量预测如下表所示： 

镇名 村名 
人口 

调研用水

总量  
Q1  Q2  Q3  

规划预

测选取

值 

（人） （t/d） （t/d） （t/d） （t/d） （t/d）  

大厂

镇

（24

个村

庄） 

河西营  2400 300 240   120 300 

西马庄  820 0 0 57 41 

城带

村：

450  

六合庄  450 0 0 31 23 

后店  1000 133 107   50 

霍各庄  1600 0 0 110 80 

小李庄  620 88 70   31 

金庄  1200 50 40   60 

候驸马  480 25 20   24 40 

小务  625 47 37   31 50 

西马各庄  920 0 0 63 46 城带

村：

120 
东马各庄  587 67 53   29 

袁庄  1100 0 0 76 55 70 

梁庄  716 13 11   36 50 

西彭府  820 0 0 57 41 城带

村：

120 
东彭府  800 0 0 55 40 

(西)杨辛庄  532 20 16   27 40 

合计 15570 743       610 

大厂一村 

为大厂镇的八个城中村，其预处理设施和污水处理站的水量

按人均污水量 120L/人·d 计算。 

大厂二村 

大厂三村 

大厂四村 

小厂村 

大马庄 

前丞相 



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域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 年）—文本 

9 
 

镇名 村名 
人口 

调研用水

总量  
Q1  Q2  Q3  

规划预

测选取

值 

（人） （t/d） （t/d） （t/d） （t/d） （t/d）  

于各庄 

陈府

镇

（21

个村

庄） 

刘各庄  850 ——  ——  59 43 70 

东厂  610 
远期规划为社区，规划人口约 3000

人，污水量按人均 120L/人·d  
360 

陈府  2500 ——  ——  173 125 180 

荣马坊  1100 33 27 76 55 60 

大头坨  850 远期规划为社区，规划人口约 6000

人，污水量按人均 120L/人·d  
720 

304   

沙岗子  310 20 16 21 16 
60 

许官屯  330 50 40 23 17 

北小庄  170 9 8 12 9 30 

威武屯  620 33 27 43 31 40 

侯官屯  330 ——  ——  23 17 30 

太平庄  530 ——  ——  37 27 50 

兰庄户  530 ——  ——  37 27 
80 

蒋店子  405 40 32 28 20 

后营  258 ——  ——  18 13 

120 王指挥屯  724 67 53 50 36 

王唐庄  360 67 53 25 18 

漫兴营  700 67 53 48 35 80 

吴辛庄  670 23 19 46 34 40 

(东) 杨辛庄  550 44 36 38 28 50 

马家庙  693 33 27 48 35 50 

合计 13394         2020 

祁各

庄镇

（18

个村

庄） 

辛杜庄  304 200 5 21 15 30 

大小辛庄  860 ——  ——  59 43 80 

谭台  1830 3820 102 126 92 120 

谢町  1045 4000 107 72 52 100 

窄坡  1100 4286 114 76 55 100 

八百户  1800 ——  ——  124 90 120 

窝坨  1800 ——  ——  124 90 120 

毛庄  640 ——  ——  44 32 60 

小东关  1200 7000 187 83 60 110 

大东关  1250 5000 133 86 63 110 

西关  2600 ——  ——  179 130 180 

洼子  1300 ——  ——  90 65 110 

宋各庄  600 ——  ——  41 30 60 

亮甲台  500 1000 27 35 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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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名 村名 
人口 

调研用水

总量  
Q1  Q2  Q3  

规划预

测选取

值 

（人） （t/d） （t/d） （t/d） （t/d） （t/d）  

祁各庄  1800 ——  ——  124 90 120 

冯兰庄  3500 ——  ——  242 175 240 

定福庄  787 4000 107 54 39 80 

陈家府  948 ——  ——  65 47 现状  

合计 23864 29306       1780 

邵府

镇

（7

个村

庄） 

双臼  4500 5000 133 311 225 280 

牛万屯  1730 3000 80 119 87 120 

尚各庄  780 500 13 54 39 50 

太平庄  1600 6000 160 110 80 150 

邵府  2500 5000 133 173 125 180 

大仁庄  1100 ——  76 76 55 90 

(南) 贾各庄  700 1200 32 48 35 50 

合计 12910 20700       920 

夏垫

镇

（29

个村

庄） 

东小屯  1530 ——  106 106 77 120 

北坞四村  1435 2000 53 99 72 110 

北坞三村  1701 ——  117 117 85 130 

北坞二村  1290 ——  89 89 65 110 

北坞一村  1000 ——  69 69 50 80 

二里半  611 4167 111 42 31 80 

北贾各庄  987 5000 133 68 49 110 

潘各庄  1253 4000 107 86 63 110 

北王庄  890 1000 27 61 45 90 

永太辛庄  530 ——  37 37 27 50 

大棋盘  748 2500 67 52 37 70 

小棋盘  320 1500 40 22 16 40 

小定福  470 1500 40 32 24 50 

北太平庄  560 ——  39 39 28 50 

兴隆庄  560 700 19 39 28 50 

东庄  435 ——  30 30 22 50 

夏垫  3025 3000 80 209 151 180 

马坊  470 2100 56 32 24 50 

芮屯  870 ——  60 60 44 80 

毛场  360 1000 27 25 18 40 

王果子  384 1000 27 26 19 40 

南寺头  3050 ——  210 210 153 240 

赵沟子  946 ——  65 65 47 80 

陈辛庄  900 ——  62 62 45 80 

土营  600 ——  41 41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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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名 村名 
人口 

调研用水

总量  
Q1  Q2  Q3  

规划预

测选取

值 

（人） （t/d） （t/d） （t/d） （t/d） （t/d）  

南王庄  451 ——  31 31 23 40 

褚各庄  1958 2000 53 135 98 120 

韩家府  485 1100 29 33 24 40 

苇子庄  1300 4000 107 90 65 110 

合计 29119 36567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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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第十一条 治理方式选择 

采取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提高污水资源利用化水平，

降低末端治理成本。 

1.近期治理方式选择 

结合大厂县的实际情况，近期至 2025 年将城中村，或靠近城镇

集中区的村庄统一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由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距离城镇集中区较远的村庄，或尚不具备条件的村庄采取多村集中或

单村集中的处理方式，污水集中排放至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的出

水水质标准，需满足：设计规模 500 吨/日以上（含 500 吨）新建永

久站，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

表 1 的 B 标准，设计规模 500 吨/日以下永久站及临时性过渡站，

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的表 2 新

（改、扩）污水处理站 B 排放限值。 

规划近期 2025 年不同的污水治理方式 

乡镇 
单村集中

处理 

多村集中

处理 

接入城镇

污水厂 
乡镇 

单村集

中处理 

多村集中

处理 

接入城镇污

水厂 

大厂

镇

（24

个村

庄） 

侯驸马村   金庄村 

祁各

庄镇

（18

个村

庄） 

谢町村   大小辛庄村 

河西营村   六合庄村 
辛杜庄

村 
  谭台村 

袁庄村   后店村 
小东关

村 
  窄坡村 

梁庄村   霍各庄村 洼子村   八百户村 

西杨辛庄

村 
  西马庄村 

大东关

村 
  窝坨村 

小务村   小李庄村 西关村   毛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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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城中

村：大马

庄村东南

角和村东

排至大马

庄规划污

水处理

站，村北

排至城南

污水处理

厂；前丞

相和于各

庄依靠渗

井下渗污

水。 

  
东马各庄

村 

宋各庄

村

（北） 

  祁各庄村 

  
西马各庄

村 

冯兰庄

村 
  亮甲台村 

  东彭府村 
定福庄

村 
    

  

西彭府村 

陈家府村保持现状 

八个城中

村：大厂

一村、大

厂二村、

大厂三

村、大厂

四村、小

厂村 

陈府

镇

（21

个村

庄） 

刘各庄村 

大坨头

村、小坨

头村 

  

夏垫

镇

（29

个

村） 

东小屯

村 

北坞一

村、北坞

二村、北

坞三村、

北坞四村 

永太辛庄村 

东厂村 

沙岗子

村、许官

屯村 

  
北贾各

庄村 
  小棋盘村 

陈府村 

兰庄户

村、蒋店

子村 

  
潘各庄

村 
  大棋盘村 

侯官屯村 

后营村、

王指挥屯

村、王唐

庄村 

  
二里半

村 
  北王庄村 

威武屯村     
小定福

村 
  北太平庄村 

南太平庄

村 
    

褚各庄

村 
  兴隆庄村 

漫兴营村     
韩家府

村 
  东庄村 

马家庙村     
苇子庄

村 
  夏垫村 

东杨辛庄

村 
    南王庄   王果子村 

吴辛庄村         毛场村 

北小庄村         芮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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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马坊村         马坊村 

邵府

镇

（7

个

村） 

双臼村   牛万屯村     南寺头村 

南贾各庄

村 
  尚各庄村     赵沟子村 

    太平庄村     陈辛庄村 

    邵府村     土营村 

    大仁庄村         

 

2.远期治理方式选择 

远期至 2030年，根据《大厂回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

年）》的规划要求，按照“撤村并点、农地整理”的思路，采取农民

集中进社区的策略，强化农村社区和城镇小区开发建设，完善社区服

务，促进农民向城市集中、向社区集中。同时，利用集中社区的农民

居住方式，将社区的污水管网全部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由城镇污水处

理厂统一处理，由此彻底解决农村的污水排放问题。 

3.远期村庄撤并规划 

基于全县的乡镇区划和 99 个行政村的现状分布，充分考虑农村

产业发展要求、回民族集聚、以及农民生产和就业等因素，统筹安排

农村新民居规划建设，总体上，共建设 11个农村社区，和 10个城镇

小区，城镇小区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范畴与城镇集中区连片开发建设。 

撤并现状 55 个村庄，建设 11 个农村社区，总用地约 634.5 公

顷。其中，夏垫镇农村社区主要涉及现状 17 个村庄，共建设 3 个社

区；邵府农村社区主要涉及现状 7个村庄，共建设 1个社区；祁各庄

镇农村社区主要涉及现状 5个村庄，共建设 1个社区；大厂镇农村社

区主要涉及现状 5个村庄，共建设 1个社区；陈府农村社区主要涉及

现状 21 个村庄，共建设 5 个社区。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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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编号 涉及相应村庄 
合建后规

划人口 

建设用地 

（公顷） 

1（夏垫镇） 
北坞一村、北坞二村、北坞三村、北坞四村、

褚各庄、北贾各庄、东小屯、二里半 
6000 48 

2（夏垫镇） 
永太辛庄、小棋盘、大棋盘、

北王庄、小定福 
6000 48 

3（夏垫镇） 潘各庄、赵沟子、韩家府、苇子庄 3000 24 

4（邵府） 
尚各庄、牛万屯、双臼、邵府、太平庄、

南贾各庄、大仁庄 
10000 100 

5（祁各庄 

镇） 
冯兰庄、定福庄、亮甲台、祁各庄、陈家府 5200 42 

6（大厂镇） 梁庄、袁庄、西杨辛庄、西彭府、东彭府 10000 80 

7（陈府） 
陈府村、东厂村、侯官屯村、太平庄村、后营

村、兰庄户村、蒋店子村、刘各庄村、荣马坊

村、威武屯 

15000 170 

8（陈府） 漫兴营村、马家庙村 1200 15.6 

9（陈府） 吴辛庄村、杨辛庄村 1000 14.0 

10（陈府） 北小庄村、王唐庄村、王指挥屯村 1000 13.0 

11（陈府） 大坨头村、小坨头村、沙岗子村、许官屯村 1600 22.9 

 

将其余 44个村庄纳入 10个城镇小区中，总用地约 133.78公顷。

其中：夏垫镇入城村庄主要涉及现状 12 个村庄，共建设 3 个小区，

安置用地约 32.48公顷；潮白新城入城村庄主要涉及现状 13个村庄，

共建设 2 个小区，安置用地约 42 公顷；大厂镇入城村庄主要涉及现

状 19个村庄，共建设 5 个小区，安置用地约 59.3公顷。如下表： 

小区编号 合并前名称 
合并后人口 

(人) 

建设用地

（公

顷） 

容积率 

1（夏垫镇） 
太平庄、兴隆庄、东庄、夏

垫、马坊 3600 10.88 1.5 

2（夏垫镇） 芮屯、毛厂、王果子 1600 4.8 1.5 

3（夏垫镇） 
南寺头、南王庄、陈辛庄、

土营 4600 13.8 1.5～1.6 

4（ 潮 白 新

城 ）  
辛杜庄、谭台、大小辛庄、窝

坨、八百户、谢疃 
7000 21 1.1～1.2 

5（ 潮 白 新

城 ）  
窄坡、西关、大东关、宋各庄、

小东关、洼子、毛庄 
7000 21 1.7～1.8 

6 （大厂镇） 
后店、六合庄、河西营、西

马庄 
2800 8.4 1.7～1.8 

7（大厂镇） 

霍各庄、金庄、

侯附马、前

丞相 

6500 19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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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厂镇） 大厂四村、小李庄 1800 5.4 1.3～1.5 

9 （大厂镇） 
大厂三村、二村、东、西马

各庄 
3500 10.5 1.7～1.8 

1 0（大厂镇） 

大马庄、小务、于

各庄大厂一村、小

厂 
5400 16.0 1.7～1.8 

 

4.远期排水体制与污水工程规划 

规划确定中心城区、夏垫和潮白新城均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体

制，农村社区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分流制或截流式排水体制。雨水就

近排入下游水体，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达标后回用或排入

下游水体。 

污水管道布置按照尽量顺依地形，主干管以最短距离至污水处理

厂的原则进行布置。结合各分区的地形条件、现状排水管网、污水处

理厂和建设规模等具体情况，规划污水管网分为中心城区北部污水排

水系统、中心城区南部污水排水系统、夏垫污水排水系统和潮白新城

污水排水系统四个污水排放系统。 

2030 年规划全县污水分为四个排放系统，分别排入中心城区污

水处理厂、城南污水处理厂、夏垫污水处理厂和潮白新城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设施布局选址 

本规划充分利用原有能够正常运行的污水处理设施，新增加设施

坚持近期与远期有效衔接的原则进行布置，实现近远期的合理过渡。

在满足使用需求的前提下，控制设施数量，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近期至 2025 年将根据多村集中或单村集中的方式，每集中一处布置

一处污水处理设施，远期至 2030 年逐渐过渡到集中社区统一纳入城

市污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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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设施位置要与居民区有一定的防护距离，通过植被等方

式做好防护隔离措施，并设置警示牌，避免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

同时，考虑污水资源化利用的便利性，不对居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等。

已建设施符合选址要求并能够正常运行的，应纳入《规划》统筹考虑

并充分利用：避免设施重复建设；对不能正常运行的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应根据情况进行修缮改造。 

第十三条 污水收集系统建设 

优先采用顺坡就势等建设成本低、施工速度快的管道布设方式。

结合村庄规划、地形标高、排水流向，按照接管短、埋深合理、尽可

能利用重力自流的原则布置污水管道。对不能利用重力自流排水的地

区，根据服务范围和处理设施位置确定提升设施的位置。 

统筹改厕与污水收集处理。推行“厕所分户改造、污水集中处理”

与单户粪污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水冲厕的地区，需配备化粪

池，并对化粪池出水进行收集、利用和处理，根据污水产生量、利用

情况和村庄布局，确定是否建设统一收集管网；采用旱厕的地区，结

合实际，做好粪污利用和定期清理，避免粪污下渗和直排。 

第十四条 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优先选择氮磷资源化与尾水利用的技术手段或途径。厕所采用三

格式改厕方式，通过抽粪车运送到粪污处理站，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

后，可通过堆肥等方式，就地就近用于庭院绿化和农田灌溉等。或通

过农田沟渠、塘堰等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栽种水生植物，建设植物

隔离带等，对尾水进一步利用和净化。 

选择工程造价低、运行费用少、低能耗、操作简单、维护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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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工艺。因地制宜，实现多元化、小型化和经济化。但具体工艺需

在得到污水水质水量的实际监测数据，经过设计计算和工艺比选后确

定。对于养殖户、屠宰和肉类加工企业较多的村庄，建议细化相关产

业的规模及分布的数据调研，参考《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13457-92）

等资料，结合进水水质选取适宜的处理工艺。 

第十五条 设施出水排放要求 

1.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严格按照现有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执

行，确保不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农田灌

溉区以及受纳水体水质等造成影响。 

近期至 2025 年各村庄建设的污水处理站的出水水质标准，需满

足设计规模 500 吨/日以上（含 500 吨）新建永久站，执行《城镇污

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表 1 的 B 标准，设计

规模 500 吨/日以下永久站及临时性过渡站，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的表 2 新（改、扩）污水处理站 B 

排放限值。待下一步设计阶段，若有新的建设标准，污水处理站投资

及占地面积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尾水利用要求。尾水利用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应的标准或要

求．其中，用于农田、林地、草地等施肥的，应符合施肥的相关标准

和要求；用于农田灌溉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 GB 5084 规定；用于

渔业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 GB 11607 和 GB 3097 规定；用于景观

环境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 GB/I 18921 规定。 

近期至 2025 年村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达标水，可直接排入附

近水体，用于景观建设。该水源也可在紧急时刻用作消防使用，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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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村需求，用于洗车、灌溉、景观建设或冲厕，以实现中水回收利

用。 

第十六条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统筹农村污水与污泥、粪污、隔油栅渣等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参

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I 51347)，对污水处理中

产生的污泥等固体废物，采用自然干化、堆肥等方式，也可采用与农

村固体有机物协同处理或进入市政系统与市政污泥一并处理。 

第十七条 验收移交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既要保证工程质量合格，也要保证出水水

质达标。工程验收后，项目实施及管理部门应妥善保管竣工图等相关

资料，以备查验。环保验收和运维移交应确保污水处理水质水量、工

艺、规模与设计相符，设备材料完整。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

维统一打包、不存在运维移交环节的，要因地制宜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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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设施运行管理 

第十八条 运维管理 

1.建立健全管理组织架构。按照设施运维管理目标，健全管理架

构，落实各级管理职责，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建立以县级政府为

责任主体、乡镇（街道）为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落实主体、农户为

受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务主体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五位一体”运

维管理体系，见下图。 

2.合理确定设施运维模式。根据县域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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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镇建

成区周边的村庄，采用城乡一体化运维方式；对距离城市较远且布局

集中的村庄，购买第三方运维机构，按片区托管或总承包的方式开展

运维管理服务；对所处地区偏远、布局分散、运维技术水平要求不高

的村庄，采用自行运维方式。运维管理的设施应包括处理设施和配套

管网系统，不宜拆分管理。 

五位一体运维管理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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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设施运维服务。参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的专业服务机

构，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服务能力。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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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由农户负责。

接户井及以外的户外管网系统和处理设施宜由运维服务机构负责。有

条件的地区，单户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宜由农户负责，并接受运

维服务机构的指导服务。 

建立设施维护管理制度。参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GB/T 51347 ）要求，对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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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对乡镇、村庄和农户等参与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的人员开展技

术管理培训，提高规范化水平。 

4.完善建设和运维机制。 坚持以用为本、建管并重，在规划设

计阶段统筹考虑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做到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

步落实。明确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产权归属和运行维护责任单位，推动

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督的运行维护管理机制。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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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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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系

统的运维管理评价与考核体系，对运维机构定期评价，加强对其监督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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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环境监督 

建立农村污水监测制度，加强对日处理能力 20 吨及以上的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县里无监测能力的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单

位开展监测工作。建立和完善管理台账，掌握县域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分布和运行情况。 

结合地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并执行县域

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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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估算与资金筹措 

第二十条 工程估算 

对大厂县近期至 2025 年各村庄农村污水管网及泵站、污水处理

设施等分别进行汇总统计，分类估算投资，汇总表如下： 

全县规划总投资 

村落分类 投资（万元） 总投资（万元） 

全县 105个村 

保留村（64个） 102753 

147401 特色小镇+待拆迁村（27个） 33973 

城中村（8个） 10675 

拆迁村（6个） —— —— 

 

保留村规划投资  特色小镇+待拆迁村规

划投资 
 八个城中村规划投资 

项目 
投资（万

元） 
 项目 

投资（万

元） 
 项目 投资（万元） 

雨水管线 6745  雨水管线 2511  管线 6719 

污水管线 57909  污水管线 18614  污水处理

设施 
3060 

污水处理

站 
3835  污水处理

站 
2386  泵站 100 

泵站 180  泵站 30  明渠 0 

明渠 35  明渠 8  清淤 130 

集水坑清

淤 
205  路面恢复 10424  路面恢复 666 

路面恢复 33844  合计 33973  合计 10675 

合计 102753       

 

其中，各村污水处理设施的数量、处理规模，占地面积，投资规模如下表； 

镇名 村名 建站个数 
处理规模

（t/d） 
占地 (m2)  

投资（万

元）  

大厂镇（24个村庄） 

河西营  1 300 450 300 

西马庄  0 ——  ——  ——  

六合庄  0 ——  ——  ——  

后店  0 ——  ——  ——  

霍各庄  0 ——  ——  ——  

小李庄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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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名 村名 建站个数 
处理规模

（t/d） 
占地 (m2)  

投资（万

元）  

金庄  0 ——  ——  ——  

候驸马  1 40 120 60 

小务村  1 50 150 75 

西马各庄  0 ——  ——  ——  

东马各庄  0 ——  ——  ——  

袁庄  1 70 210 105 

东彭府村 0 ——  ——  ——  

西彭府村 0 ——  ——  ——  

梁庄  1 50 150 75 

西杨辛庄  1 40 120 60 

大厂一村 1 160 ——  480 

大厂二村 1 160 ——  480 

大厂三村 1 200 ——  600 

小厂村 1 450 ——  1350 

大马庄 1 50 ——  150 

大厂四村 0 ——  ——  ——  

前丞相 0 ——  ——  ——  

于各庄 0 ——  ——  ——  

合计 11 1630 1380 3825 

陈府镇（21个村庄） 

刘各庄  1 70 210 105 

东厂  1 360 540 360 

陈府  1 180 360 216 

荣马坊  1 60 180 90 

大头坨  
1 720 1080 720 

小头坨  

沙岗子  
1 60 180 90 

许官屯  

北小庄  1 30 90 45 

后营  

1 120 240 144 王唐庄  

王指挥屯  

兰户庄  
1 80 240 120 

蒋店子  

南太平庄  1 50 150 75 

威武屯  1 40 120 60 

侯官屯  1 30 90 45 

漫兴营  1 80 240 120 

马家庙  1 50 150 75 

东杨辛庄  1 50 150 75 

吴辛庄  1 50 150 75 

合计  16 2030 4170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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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名 村名 建站个数 
处理规模

（t/d） 
占地 (m2)  

投资（万

元）  

祁各庄镇（18个村庄） 

冯兰庄  1 240 360 240 

定福庄  1 80 240 120 

洼子  1 110 220 132 

小东关  1 110 220 132 

大东关  1 110 220 132 

西关  1 180 360 216 

大小辛庄 0 ——  ——  ——  

谭台 0 ——  ——  ——  

窄坡 0 ——  ——  ——  

八百户 0 ——  ——  ——  

窝坨 0 ——  ——  ——  

毛庄 0 ——  ——  ——  

祁各庄 0 ——  ——  ——  

亮甲台 0 ——  ——  ——  

陈家府 0 ——  ——  ——  

宋各庄

（北）  
1 30 90 45 

辛杜庄  1 30 90 45 

谢町  1 100 300 150 

合计 10 1020 2190 1257 

邵府镇（7个村庄） 

双臼  1 280 420 280 

南贾各庄  1 50 150 75 

牛万屯村 0 ——  ——  ——  

尚各庄村 0 ——  ——  ——  

太平庄村 0 ——  ——  ——  

邵府村 0 ——  ——  ——  

大仁庄村 0 ——  ——  ——  

合计 2 330 570 355 

夏垫镇（29个村庄） 

苇子庄  1 110 220 132 

韩家府  1 40 120 60 

褚各庄  1 120 240 144 

小定福  1 50 150 75 

潘各庄  1 110 220 132 

北贾各庄  1 110 220 132 

东小屯  1 120 240 144 

二里半  1 80 240 120 

北坞四村  

1 430 

650 430 

北坞三村      

北坞二村      

北坞一村      

南王庄  1 40 12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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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名 村名 建站个数 
处理规模

（t/d） 
占地 (m2)  

投资（万

元）  

永太辛庄

村 
0 ——  ——  ——  

小棋盘村 0 ——  ——  ——  

大棋盘村 0 ——  ——  ——  

北王庄村 0 ——  ——  ——  

北太平庄

村 
0 ——  ——  ——  

兴隆庄村 0 ——  ——  ——  

东庄村 0 ——  ——  ——  

夏垫村 0 ——  ——  ——  

王果子村 0 ——  ——  ——  

毛场村 0 ——  ——  ——  

芮屯村 0 ——  ——  ——  

马坊村 0 ——  ——  ——  

南寺头村 0 ——  ——  ——  

赵沟子村 0 ——  ——  ——  

陈辛庄村 0 ——  ——  ——  

土营村 0 ——  ——  ——  

合计  10 1210 2420 1429 

 

各村污水管线的管径、长度和投资规模如下表： 

镇名 管径（毫米） 长度（米） 投资（万元）  

大厂镇 

Ø200  12174 974 

Ø300  73043 10226 

Ø400  33300 5994 

合计  118517 17194 

8个城中村共计 6938 6719 

陈府镇 

Ø200  7772 933 

Ø300  46633 6529 

Ø400  36021 6484 

合计  90426 13945 

祁各庄镇 

Ø200  13772 1102 

Ø300  82629 11568 

Ø400  22196 3995 

Ø500  5347 1176 

合计  123944 17841 

邵府镇 

Ø200  7283 583 

Ø300  43695 6117 

Ø400  13501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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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500  1064 234 

合计  65543 9364 

夏垫镇 

Ø200  14038 1123 

Ø300  84225 11792 

Ø400  22832 4110 

Ø500  5243 1153 

合计  126338 18178 

 

第二十一条 资金筹措 

1.资金总体情况。按照《规划》确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和投资情况，

说明建设资金、运维资金等来源构成，制定建设资金筹措方案和投资

计划，运维资金筹措方案与使用计划等。 

2.资金筹措模式。 采取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模式，鼓励引导和支

持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建立运维资金长效保

障机制。国家重点支持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京津

冀、长江经济带、环渤海区域及水质需改善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

和贫困地区村庄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结合中央环保投资项目储备库建

设要求，县域农村污水处理可捆绑作为单个项目纳入项目储备库，直

接编制项目建议书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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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效益分析 

第二十二条 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利用再生水灌溉农田、浇花洗车，可以减少对干净淡

水资源的使用；同时也能降低脏乱差的环境造成疾病带来的损失，增

加当地的经济效益。  

能源效益。污水处理装置采用微动力，对能源消耗较小，而且在

二级处理时还会产生沼气，可以用来燃烧发电等，产生巨大的能源效

应。 

环境效益。污水横流，破坏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治理生活污水，

不仅改善了居住环境，还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社会效益。污水处理后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能源的增长、环境的

提升，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上，

在农业与工业的和谐发展上，都有客观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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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三条 保障措施 

1．组织实施。建立健全农村污水治理的组织领导机构，需明确

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具体负责部门和专职人员及其职责。协调推进

农村污水治理工程的建设、运营和推广，建议成立村庄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各部门参与相关工作。 

2. 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放开农村污水治理市场，鼓励和支持社

会资本进入农村污水治理领域，解决项目融资问题。 

加大对农村污水治理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支持企业通过市场化

方式开展农村污水治理经营服务业务，采取多种合作模式提供系统解

决方案。 

3.技术保障。以提高社会文明水平为根本，将宣传教育工作作为

一项战略任务，提高加强公众保护水源意识的对策和措施，争取全社

会的支持。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改进专业人才结构。应充实给排水、环境工

程或相近专业的专门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通过脱产或不脱产进修、

岗位培训和自学成才等多种形式提高职工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 

污水处理技术适用性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经济适用条

件和环境标准要求。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技术标准体系和评估体系，

可以客观地评价各种处理技术水平，指导并促进污水处理的健康发展

和向常态化高标准的先进污水管理方向发展。 

4.管理保障。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做好群众发动工作，借助

广播、电视、互联网、报刊、展览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农村污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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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水环境质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意义，宣传各种污水治理路径的技术经济特点、适用条件及有关推广

政策措施，普及新型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和生态消费方式，及时开展示

范成果展示，推广复制成功经验，提高公众对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认

知度和接受度，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5.运行机制。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管理、

适当收费”原则，全县村镇新建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和农户改厕

（污水一体化）设备采购、项目建设，由运营公司负责采购，采用集

中处理与分散治理相结合模式，把农村改厕与村镇生活污水治理一体

化推进、规模化建设和专业化管护，形成村镇污水治理可复制、可推

广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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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 《规划》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推进农村污水治理的政策，提高农村污

水治理水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站在《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

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发布后的新的起点上，为实现大厂

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取得进一步改善，特编制本规划，

以指导大厂县域范围内农村污水治理，促进农村生活环境的根本改善，

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  

本规划是结合现状情况对《大厂县全县农村污水专项规划及八个

城中村污水处理设计服务商采购项目（一标段：全县农村污水专项规

划）》进行的修编，重点是将其同《大厂回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

（2013-2030 年）》有效衔接起来，以指导其更好实施，后期具体建

设实施仍以原规划为主要依据。 

二、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指南

（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 

《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建村〔2014)6 

号）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19） 

《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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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河北省水功能区划》（2004）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冀政（2010）

号] 

《廊坊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2005） 

《廊坊市北三县统筹发展规划（2013-2030年）》 

《大厂回族自治县水资源综合规划（2010-2030 年）》 

《大厂县水资源评价报告》（2010） 

《大厂回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三、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

之路。把实施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作为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工作，统筹规划、因地制宜，依靠

科技进步，加大资金投入，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农村地区污水治

理覆盖率和治理水平，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梯次推进农

村污水治理，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四、 编制原则 

1. 生态保护原则。整体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不同类型村居的

美丽乡村建设引导，延续有机分散、适度集聚的布局，建设“天

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乡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2. 以人为本原则。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补齐人居环境突出短

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充分尊重和考

虑当地居民的治理意愿，结合各镇街的反馈意见，积极稳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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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治理。 

3. 因村制宜原则。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在认真分析各村人口数量、居民状况、居民生活规律等基

础上，结合不同村庄的地形地貌、排水方式及去向等特点，因

村制宜选择适宜的治理模式和处理技术，明确治理目标、序时、

措施等。 

4. 示范带动原则。以饮用水水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注重

近期和远期相结合，按照“典型示范、以点带面，先易后难、

全面覆盖”的原则，扎实推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坚持建

设与管理并重，加强日常维护运营，确保治污设施发挥效用。 

5. 统筹规划原则。在对全县各村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根据农村人

口分布密度、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坚持近期和远期结合，将

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纳入村镇规划中，通盘谋划，

因地制宜制定年度实施计划，统筹全县农村地区污水治理工

作。 

6. 分期实施原则。农村地区污水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对农

村建设复杂性和系统性的认识，从全局把握，系统规划，再结

合具体情况及现有基础设施，有步骤有重点地安排治理时序。 

五、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县域范围内除去 6 个拆迁村（邵府镇岗子屯，祁各

庄镇田各庄、半边店，大厂镇芦庄、王必屯，夏垫祁屯）剩下的 99 个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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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分为近期和远期，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0 年。 

七、 《规划》目标 

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突出重点、梯次推进，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生态为本、绿色发展”的实施原则，对全县村庄进行生活污

水治理。 

1.近期目标 

近期至 2025 年全县 90%以上的村庄完成生活污水治理任务，通

过单村集中处理、多村集中处理、接入城镇污水厂的方式建成较为完

善的污水收集与处理系统。村庄污水横流、乱排乱倒情况基本消除，

运维管护机制基本建立。 

2.远期目标 

远期至 2030 年随着大厂县撤村并点、农村社区的建立，各村庄

全部集中到社区中，实现 100%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城市的污水收集与

处理系统达到全覆盖，并能够稳定运行，全面实现城乡污水排放治理

与运维管护机制一体化。 

八、 《规划》主要内容与成果说明 

规划主要包括文本、图纸与说明书，文本主要包括总则、区域概

况、污染源分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管理、工程估算与资金筹

措、效益分析和保障措施等，并对规划的意图、目标和有关内容提出

规定性要求。图纸对文本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直观表达，主要包括行政

区划图、村庄布点图、水功能区划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规划图等内

容。说明书包括了编制背景、现状和目标，以及与文本对应内容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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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说明。 

九、 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本规划在遵循《大厂回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年）》

的基础上，充分与《大厂回族自治县水资源综合规划（2010-2030年）》

相衔接，并吸收了《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

协同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与相关内容。力求保持原有规划的稳定性

和延续性，并具开创性地解决现实问题，和对未来提出科学的谋划安

排和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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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概况 

第一节 自然气候条件 

一、 地理位置 

大厂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大厂县）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京、

津两大城市之间，河北省廊坊市北部，东经 116°49′至 117°04′，北纬

39°49′至 39°58′。大厂县西邻北京市通州区，南临香河县，北、东与

三河市接壤。全县幅员面积 176 平方公里。 

二、 地形地貌 

大厂县地处燕山余脉山前平原区，总的地势北高南低，自然地势

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高程在 10.0~23.0m（黄海高程）之间，地面

自然纵坡 1/2500 左右。大部分地区平坦高上，仅东南部地区较为低

洼。土地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 

三、 水文气象 

大厂县降水主要受大气环流天气系统和地形条件的影响。全县多

年平均年降水量 593.3mm，降水量具有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

地区分布不均特点，大部分地区全年降水量的 80%左右集中在汛期

（6～9 月）。 

大厂县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844.1万 m³，折合年径流深 48.0mm。 

大厂县暴雨主要集中在燕山余脉上升区，中心位置多在鲍邱河上

游沿河乡镇一带。暴雨特点是降雨强度大，历时长，但笼罩范围小。 

大厂县洪水主要是潮白河洪水和鲍邱河洪水。鲍邱河洪水主要集

中在 7、8 月，其特点是洪水急涨缓落，洪水历时长，由于洪水下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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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闾不畅，常常造成蓄洪滞洪，给人民生命财产及国民经济建设造成

重大损失。 

潮白河洪水主要来源于暴雨中心活动频繁的山前区，该区地势坡

度大，植被差，河槽处于峡谷中调蓄能力小，因此造成洪水具有涨落

迅速，峰高历时短的特征，密云水库建成后，潮白河下游段基本没有

洪水发生。 

大厂县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1161.5mm，地区分布差别不大。 

大厂县地处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受西北干冷气流控制，

气候干燥寒冷，夏季受东南暖湿气流控制，炎热多雨，形成降雨比较

集中的季节，春季干燥多风，秋季凉爽短促。年日照时数为 4437.1 小

时，年平均气温 11.7℃，最高气温 40.5℃，最低气温-27.3℃，多年

平均无霜期 185 天，初霜最早出现先 9 月 28 日，终霜最迟发生在 4

月 26 日，多年平均终霜、初霜日期分别发生在 10 月 20 日、4 月 18

日。 

四、 河流水系 

大厂县西有属潮白河水系的潮白河，东有属蓟运河水系的鲍邱河，

谭台灌区总干、一、三分干贯穿全县。 

潮白河：从本县田各庄西北入境，在定福庄南出境，全长 16km。

1974 年在潮白河谭台西北建进水闸一座，设计引水流量 15.0m³/s。

沿河左岸筑有防洪大堤，设计标准 20年一遇，设计行洪流量 2540m³

/s。自 1980 年以后，由于连年干旱，密云水库不再向下游放水，该

河来水渐少，除汛期外，河道经常干枯。1994年，北京市在潮白河友

谊大桥上游 60m处建设兴各庄橡胶坝，拦蓄上游沥水及城市污水，蓄

水能力 1200 万 m³，才使得潮白河大厂段恢复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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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邱河：鲍邱河发源于顺义县李遂镇以东丘陵地区，从本县北贾

各庄村东北入境，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夏垫、大厂、陈府三个乡镇，由

许官屯村东入三河市境，境内流程 13.89km，本县 132.8 km²范围内

的沥水排入该河，河床上陡下坦，河槽宽 25—55m 不等。历史上对鲍

邱河进行多次治理，特别是 1977 年，扩挖两端河槽，长度 4900m，分

别在夏垫、韩家府修建两座排灌两用闸桥，并对芦庄闸进行维修。鲍

邱河经过初步治理，横贯全县的谭台灌区工程，使鲍邱河与潮白河相

通，该河已成为排蓄兼用河道，蓄水量为 97 万 m³。 

谭台灌区总干：西起谭台进水闸，东到谢町村南，全长 4800m，

底宽 15m，边坡 1：2.5，纵坡 1/8000，上口宽 50—60m，是排灌两用

深渠，设计引水流量 15.0m³/s。 

一分干：由谢町村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经邵双桥东下，于褚各庄

村南入鲍邱河，全长 9000m，底宽 5.5m，边坡 1：2.5，纵坡 1/8000，

平均深 6m。 

三分干：由谢町村南，经亮甲台村西南到厂香公路桥东下，于大

坨头村东北入鲍邱河，全长 15500m，底宽 7m，边坡 1：2.5，纵坡 1/5000，

深 4—5m。 

五、 土壤植被 

大厂县属燕山山前平原，土壤系潮白河、泃河冲洪积而成，由于

受地质构造、气候、地下水位等诸多成土条件的影响，发育演变成多

种不同土壤类型，全县土壤共五个土类，即褐土、潮土、草甸土、沼

泽土、风沙土五大类，九个亚类，十三个土属，四十一个土种，109

个图斑，其中以褐土为主，占全县面积的 57.7%，其次为潮土，占 37.8%。 

由于大厂县北部、中部地下水较深，地下水影响土壤的发育成为



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域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 年）—说明书 

 

9 

 

褐土，南部地下水位较浅，土壤发育为潮土，东南部因地下水位高、

水质差，又是汇水洼地，故而发育为盐化潮土。此外，邵府乡的太平

庄、南贾各庄、祁各庄镇的亮甲台、冯兰庄一带由于受原来高渠送水

的影响，造成不同程度土地次生盐碱。 

大厂县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豆类、油料、薯类、谷

子等。县内种有杨、柳、榆、槐等，果木有：苹果、梨、桃、柿子、

葡萄等，绿化覆盖率为 35%。 

第二节 社会经济状况 

大厂县位于首都北京与直辖市天津之间，公路、铁路交通发达，

通讯便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大厂县以实现“小县

大作为，大厂大发展”为奋斗目标，以一抓（项目）、二促（非公有制

经济、畜牧产业化）、三增（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

入）为工作切入点，坚定后发崛起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彷徨，奋

力开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局面，解放思想，创新进取，实现

了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已经拥有大厂工业

园区、大厂潮白河工业区、大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等省级园区，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在全省保持领先水平,初步形成了以牛羊养殖

屠宰加工、装备制造、新型建材、电子信息为骨干产业的独具特色的

区域经济格局。 

第三节 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一、 现状概况 

大厂县环境质量稳定，在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仍然将

环境污染下降的趋势进行了有效的遏制，做到了增效减污。据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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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监测，全县大气总悬浮微粒日平均值为 0.20mg/ｍ３，氧化硫日平

均值为 0.04mg/ｍ３，空气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以内，鲍邱河、

潮白河的污染有所减缓。交通噪声呈下降趋势。 

二、 大气环境 

大气环境总体良好。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与生活 燃煤排放

地二氧化硫和降尘、居民生活排放的废气和机动车排放的尾气。大气

污染物为 SO2 和烟尘。煤炭在整个能源结构中占燃料消耗总量的 90％

以上。另外，随着机动车拥有量迅速增加，汽车尾气造成的污染日益

加剧，对大气环境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 地面水环境 

由于干旱和上游截水，鲍邱河基本断流，部分污水排入该河，加

之上游污水，致使该河已成为排污河。污水主要污染源为金属铸造、

冶金制管、食品加工、牛羊屠宰加工、建筑材料及家具制造等行业。

主要污染物为 COD 等，夏垫镇年排放量为 216t。浅层地下水源含氟

量严重超标且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供水水质受到影响。现状仍有大

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道，造成地表水污染。目

前地下水处于超采状态，水位逐年下降。地面水环境容量早已饱和。

河流水质仍有恶化趋势。地下水综合污染指数没有明显变化趋势，地

下水总体水质基本稳定。 

四、 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有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目前工业固体废弃物较少，

主要是屠宰业的废弃物。由于环保意识不强及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目 

前大部分废弃物和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堆放或利用天然洼地、废弃河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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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就地填埋，对附近水体质量造成潜在威胁。 

五、 声环境 

声环境整体较好。102 国道夏垫区段以货运为主，噪声对道路两

侧的用地影响很大。京秦铁路两侧也存在同样问题。加之居住区、工

业区与商业区混杂，工业企业噪声达标率低，不少居民在噪声超标的

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影响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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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污染源分析 

第一节 用水及排水体制 

一、 用水情况 

大厂县有 5 个乡镇 105 个行政村，农村人口 9.15 万人，由于大

厂县区划范围较小，现状正规自来水已覆盖大厂县区全境。所有供水

均取用地下水为供水水源。大厂县城乡供水区域遍及全县 176 平方公

里，现有三座水厂，分别是中心城区给水厂、夏垫给水厂和潮白新城

给水厂，全县供水量 416 万 m3，服务用水户达 13000 户，实现了城

乡统一供水。 

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给水系统不完善，部分主干道或重要地区的配水管道未形成

环状，供水保证率低。 

2. 部分街道的配水管网严重老化，管网漏失量大且管径偏小。 

3. 全县自备水源井数多，分散布置，不利于水资源的集中管理。 

4. 全县供水结构不合理，非常规水源没有发挥作用。 

5. 水源防护工作尚需加强部门协调。 

二、 排水情况 

现状排水体制为合流制排水体制。县域范围内现有三座污水处理

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夏垫污水处理厂和潮白河工业区污水处理

厂。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于 2008 年 11月份正式开工建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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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31 日建成，设计规模为日处理污水 5000吨，总投资 2636.2

万元。工程采用 A2/O 工艺，污水经一级处理加深度处理后出水水质

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新建一级 A 排放标

准。 

夏垫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为日处理污水 1 万吨，总投资为

3557.19万元，工程采用 CWSBR 处理工艺。处理后的污水达到《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要求。

该项目于 2011 年 4月动工建设，2011年 12月底建成。 

潮白河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工程（北厂工程），设计规模为日处理

1 万吨，项目总投资 3002.67 万元。工程采用氧化沟工艺，处理后的

污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

级 A 标准要求。目前该项目已试运行。 

中心城区以大安街为分水岭，形成了城南、城北两个排水系统。

大安街以北及大安街两侧区域排水，经过道路两侧合流制管道收集，

经永安路向北排水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鲍邱河；大安街以南区

域排水，主要通过羊市街、荣昌南路，经大厂一、二村至村庄南端，

再由明渠直接排到三分干渠。现状合流制排水管道，主要敷设在北辰

东街、北新东街、大安东街、南外环路、香安路、团结路、华安路、

和平路、荣昌路、永安路、幸福路、康安路等道路下，总长度约 43.3km，

管径为 d600—d2000mm。另有污水管道 4.0km，管径为 d600-d1200mm。 

夏垫现状排水管道，主要布置在穆斯林大街、大福北路、双赵路、

福喜路、首创大街、华夏路、迎宾路和金隅路等道路下，排水管道总

长63.4 km，其中合流制管道总长度21.4 km，管径为d800—d1500mm；

雨水管道长度 21.2 km，管径为 d500—d1800mm；污水管道长度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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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管径为 d500—d1200mm。 

潮白新城现状排水管道，主要布置在工业二路、工业四路、福喜

一路、福喜三路、福喜路、厂通路、滨河大道和蒋谭路等道路下，排

水管道总长度 34.5km，其中雨水管道长度 20.2km，管径为 d600—

d1200mm；污水管道长度 14.3 km，管径为 d400—d1000mm。 

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缺乏统一完整的排水工程规划，排水系统较混乱，雨、污水未

实现分流。 

2. 部分管道修建时间已久，管径小，不通畅，管底存在淤积情况，

对排水造成一定影响。 

3. 排水管网建设不完善，污水收集率低。 

4. 已建成三座污水处理厂，但由于污水管网铺设不到位，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污水污染明渠的现象。 

5. 排水明渠清淤不及时，致使明渠过水断面狭窄，河底淤积严重，

下游泄水不畅。 

三、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现状 

1.大厂镇概况 

大部分村庄雨水通过地表径流、村内街道上的明沟、暗管汇向村

内的水坑、低洼地，或者通过村外的明渠排入附近集水坑塘、明渠或

市政合流管网。部分村庄由于地势低洼，存在积水的问题；部分村由

于现状合流管渠堵塞、破损，排水沟渠垃圾堆填，导致排水不畅。 

8 个城中村的排水现状均为雨污合流，雨水通过地表径流、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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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的明沟、暗管汇向村内的水坑、低洼地，或者通过村外的明渠

排入附近集水坑塘、明渠或市政合流管网。部分村庄由于地势低洼，

存在积水的问题；部分村由于现状合流管渠堵塞、破损，排水沟渠垃

圾堆填，导致排水不畅。 

城中村以外的 17 个村落中，西马庄村和霍各庄村有现状污水处

理站，但规模较小，处理工艺不达标，现状基本处于搁置废弃的状态。

其他各村现状排水体制是以合流制为主，无污水处理站。部分污水下

渗，污染地下水，部分排入附近河道，对其水体造成较严重污染，影

响其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 

2.陈府镇概况 

大部分村庄雨水通过地表径流、村内街道上的明沟、暗管汇向村

内的水坑、低洼地，或者通过村外的明渠排入附近集水坑塘、明渠或

市政合流管网。部分村庄由于地势低洼，存在积水的问题；部分村由

于现状合流管渠堵塞、破损，排水沟渠垃圾堆填，导致排水不畅。 

现状排水体制是以合流制为主，陈府 20 吨/日污水处理站一座。

部分污水下渗，污染地下水，部分排入附近河道，对其水体造成较严

重污染，影响其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 

3.祁各庄镇概况 

大部分村庄雨水通过地表径流、村内街道上的明沟、暗管汇向村

内的水坑、低洼地，或者通过村外的明渠排入附近集水坑塘、明渠或

市政合流管网。部分村庄由于地低洼，存在积水的问题。部分村由于

现状合流管渠堵塞、破损，排水沟渠垃圾堆填，导致排水不畅。 

现状排水体制是以合流制为主，局部地区有新建雨污分流制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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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网。半边店因拆迁，污水处理站已拆，陈家府污水处理站因收水

不足停运。亮甲台有合流制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站，但污水未收集进

站就已蒸发下渗，污水处理站的处理工艺和规模也不达标，规划保留

现状合流制管网做雨水排水，新建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处理站。其他

村庄污水多为散排下渗。 

4.邵府镇概况 

大部分村庄雨水通过地表径流、村内街道上的明沟、暗管汇向村

内的水坑、低洼地，或者通过村外的明渠排入附近集水坑塘、明渠或

市政合流管网。部分村庄由于地低洼，存在积水的问题。部分村由于

现状合流管渠堵塞、破损，排水沟渠垃圾堆填，导致排水不畅。 

现状排水体制是以合流制为主，局部地区有新建雨污分流制的排

水管网。尚各庄有完善的雨水管网设施，但污水散排下渗。南贾各庄

有现状路边沟，但管径较小、淤积堵塞。双臼村域大、坑塘多、现状

管道修建混乱，积水严重。牛万屯现有 3 处排水泵站，东北角大福路

上的市政排水管道堵塞，雨水倒灌，需有关部门处理。其他村庄污水

多为散排下渗，无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处理站。部分污水下渗易污染

地下水，部分污水排入附近河道，对其水体造成较严重污染，影响其

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 

5.夏垫镇概况 

大部分村庄雨水通过地表径流、村内街道上的明沟、暗管汇向村

内的水坑、低洼地，或者通过村外的明渠排入附近集水坑塘、明渠或

市政合流管网。部分村庄由于地低洼，存在积水的问题。部分村由于

现状合流管渠堵塞、破损，排水沟渠垃圾堆填，导致排水不畅。 

现状排水体制是以合流制为主，局部地区有新建雨污分流制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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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网。南王庄有完善的合流制管网和污水处理站，但污水处理站处

理工艺和规模均不达标，现处于搁置状态，规划保留合流制管网并新

建污水处理站。苇子庄扩建日处理 800 吨污水处理站，运行良好。其

他村庄污水多为散排下渗。其他村庄污水多为散排下渗，无污水收集

管网和污水处理站。部分污水下渗易污染地下水，部分污水排入附近

河道，对其水体造成较严重污染，影响其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 

大厂回族自治县现已完成农村污水治理村庄情况如下表： 

大厂回族自治县已完成农村污水治理村庄明细表 

序

号 

治

理

模

式

概

况 

镇 
已完成治理

村庄明细 

治理模式 

（集中

式、分散

式、接入

管网） 

受益人

口 

（人） 

集

中

式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日

处

理

能

力 

分散

式设

备改

造套

数 

分散式

设备模

式 

备

注 

1 治

理

61

个

村

庄

，

治

理

模

式

：

44

个

村

分

散

式

、7

大厂镇

（18个

村） 

霍各庄村 集中式 636 10 — —   

2 西马庄村 集中式 362 10 — —   

3 一村 接入管网 581 0 — —   

4 三村 接入管网 626 0 — —   

5 四村 接入管网 543 0 — —   

6 小厂村 接入管网 786 0 — —   

7 东彭府村 分散式 190 0 117 一体化   

8 王必屯村 分散式 250 0 0 一体化 

已

拆

迁 

9 大马庄村 分散式 347 0 142 一体化   

10 西彭府村 分散式 226 0 83 一体化   

11 二村 接入管网 515 0 — —   

12 西马各庄村 分散式 253 0 234 一体化   

13 东马各庄 分散式 151 0 143 一体化   

14 梁庄 分散式 187 0 66 一体化   

15 芦庄 接入管网 907 0 — —   

16 河西营村 分散式 1000 0 100 太阳能   

17 袁庄村 分散式 660 0 82 碳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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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个

村

集

中

式

、

10

个

村

接

入

管

网

） 

西杨辛庄村 分散式 516 0 66 太阳能   

19 

祁各庄

镇（17

个村） 

陈家府 集中式 380 20 — —   

20 半边店村 集中式 95 10 — — 

已

拆

迁 

21 亮甲台村 分散式 128 0 105 碳钢   

22 大东关村 分散式 295 0 270 一体化   

23 毛庄村 分散式 166 0 123 一体化   

24 谢疃村 分散式 247 0 199 一体化   

25 八百户村 分散式 278 0 130 一体化   

26 冯兰庄 分散式 656 0 465 一体化   

27 定福庄 分散式 197 0 189 一体化   

28 窄坡 分散式 273 0 146 一体化   

29 西关 分散式 504 0 151 碳钢   

30 

祁各庄

镇（17

个村） 

祁各庄 分散式 384 0 50 一体化   

31 宋各庄 分散式 221 0 54 一体化 

南

部

已

拆

除

、

北

部

不

拆 

32 洼子 分散式 188 0 90 一体化   

33 田各庄 接入管网 883 0 — —   

34 窝坨村 分散式 370 0 108 碳钢   

35 小东关村 分散式 587 0 48 碳钢   

36 

陈府镇

（17个

村） 

陈府村 集中式 229 20 — —   

37 威武屯村 分散式 140 0 55 太阳能   

38 太平庄村 分散式 123 0 35 一体化   

39 王指挥屯村 分散式 157 0 75 一体化   

40 荣马坊村 分散式 224 0 106 一体化   

41 蒋店子 分散式 97 0 71 一体化   

42 后营 分散式 56 0 55 一体化   

43 王唐庄 分散式 85 0 60 一体化   

44 漫兴营 分散式 165 0 152 一体化   

45 许官屯 分散式 77 0 77 一体化   

46 吴辛庄 分散式 143 0 168 一体化   

47 杨辛庄 分散式 143 0 180 太阳能   

48 兰庄户村 分散式 536 0 104 一体化   

49 候官屯村 分散式 335 0 77 一体化   

50 北小庄村 分散式 134 0 40 碳钢   

51 大坨头村 分散式 670 0 107 太阳能   

52 小坨头村 分散式 190 0 67 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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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邵府镇

（1个

村） 

岗子屯村 接入管网 531 0 — —   

54 

夏垫镇

（8个

村） 

苇子庄村 集中式 300 800 — —   

55 南王庄村 集中式 166 50 — —   

56 王果子村 分散式 86 0 100 一体化   

57 马坊村 分散式 118 0 107 一体化   

58 赵沟子村 分散式 214 0 147 一体化   

59 褚各庄村 分散式 224 0 186 一体化   

60 二里半村 接入管网 221 0 — —   

61 祁屯 接入管网 396 0 — —   

合计     20504   5130     

 

第二节 污染负荷量预测 

大厂县农村地区的公建区及居住区，污水管道设计标准采用

50m3/d·ha，绿地采用 20m3/d·ha，仓库及铁路用地采用 40m3/d·ha。

特殊地区排水量需按供水量乘以排除率（80%）进行计算。 

污水量预测如下： 

通过走访调研，收集到大部分村庄的用水量，依据《镇（乡）村

排水工程技术规程》，排除系数取 80%，计算得出该村的污水量，为

Q1 。 

通过统计全县的人口及污水量，计算得出全县人均污水量为 69 

升/人·天，则可推算出未收集到用水量村庄的污水量，为 Q2 。 

由于祁各庄镇的半边店村和陈家府村内建有完善的污水收集管

网和污水处理站，并且该站运行良好，出水水质达标。综合这两个村

的人均污水量为 50 升/人·天，计算得出其他村的污水量，为 Q3。 

依据各村常住人口数据统计，规划取人口增长系数值 1.2。 

结合各村调研的基础数据以及人口增长系数，综合计算得出规划

预测选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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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污水量预测如下表所示： 

镇名 村名 
人口 

调研用水

总量  
Q1  Q2  Q3  

规划预

测选取

值 

（人） （t/d） （t/d） （t/d） （t/d） （t/d）  

大厂

镇

（24

个村

庄） 

河西营  2400 300 240   120 300 

西马庄  820 0 0 57 41 

城带

村：

450  

六合庄  450 0 0 31 23 

后店  1000 133 107   50 

霍各庄  1600 0 0 110 80 

小李庄  620 88 70   31 

金庄  1200 50 40   60 

候驸马  480 25 20   24 40 

小务  625 47 37   31 50 

西马各庄  920 0 0 63 46 城带

村：

120 
东马各庄  587 67 53   29 

袁庄  1100 0 0 76 55 70 

梁庄  716 13 11   36 50 

西彭府  820 0 0 57 41 城带

村：

120 
东彭府  800 0 0 55 40 

(西)杨辛庄  532 20 16   27 40 

合计 15570 743       610 

大厂一村 

为大厂镇的八个城中村，其预处理设施和污水处理站的水量

按人均污水量 120L/人·d 计算。 

大厂二村 

大厂三村 

大厂四村 

小厂村 

大马庄 

前丞相 

于各庄 

陈府

镇

（21

个村

庄） 

刘各庄  850 ——  ——  59 43 70 

东厂  610 
远期规划为社区，规划人口约 3000

人，污水量按人均 120L/人·d  
360 

陈府  2500 ——  ——  173 125 180 

荣马坊  1100 33 27 76 55 60 

大头坨  850 远期规划为社区，规划人口约 6000

人，污水量按人均 120L/人·d  
720 

304   

沙岗子  310 20 16 21 16 
60 

许官屯  330 50 40 2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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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名 村名 
人口 

调研用水

总量  
Q1  Q2  Q3  

规划预

测选取

值 

（人） （t/d） （t/d） （t/d） （t/d） （t/d）  

北小庄  170 9 8 12 9 30 

威武屯  620 33 27 43 31 40 

侯官屯  330 ——  ——  23 17 30 

太平庄  530 ——  ——  37 27 50 

兰庄户  530 ——  ——  37 27 
80 

蒋店子  405 40 32 28 20 

后营  258 ——  ——  18 13 

120 王指挥屯  724 67 53 50 36 

王唐庄  360 67 53 25 18 

漫兴营  700 67 53 48 35 80 

吴辛庄  670 23 19 46 34 40 

(东) 杨辛庄  550 44 36 38 28 50 

马家庙  693 33 27 48 35 50 

合计 13394         2020 

祁各

庄镇

（18

个村

庄） 

辛杜庄  304 200 5 21 15 30 

大小辛庄  860 ——  ——  59 43 80 

谭台  1830 3820 102 126 92 120 

谢町  1045 4000 107 72 52 100 

窄坡  1100 4286 114 76 55 100 

八百户  1800 ——  ——  124 90 120 

窝坨  1800 ——  ——  124 90 120 

毛庄  640 ——  ——  44 32 60 

小东关  1200 7000 187 83 60 110 

大东关  1250 5000 133 86 63 110 

西关  2600 ——  ——  179 130 180 

洼子  1300 ——  ——  90 65 110 

宋各庄  600 ——  ——  41 30 60 

亮甲台  500 1000 27 35 25 40 

祁各庄  1800 ——  ——  124 90 120 

冯兰庄  3500 ——  ——  242 175 240 

定福庄  787 4000 107 54 39 80 

陈家府  948 ——  ——  65 47 现状  

合计 23864 29306       1780 

邵府

镇

（7

个村

庄） 

双臼  4500 5000 133 311 225 280 

牛万屯  1730 3000 80 119 87 120 

尚各庄  780 500 13 54 39 50 

太平庄  1600 6000 160 110 80 150 

邵府  2500 5000 133 173 12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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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名 村名 
人口 

调研用水

总量  
Q1  Q2  Q3  

规划预

测选取

值 

（人） （t/d） （t/d） （t/d） （t/d） （t/d）  

大仁庄  1100 ——  76 76 55 90 

(南) 贾各庄  700 1200 32 48 35 50 

合计 12910 20700       920 

夏垫

镇

（29

个村

庄） 

东小屯  1530 ——  106 106 77 120 

北坞四村  1435 2000 53 99 72 110 

北坞三村  1701 ——  117 117 85 130 

北坞二村  1290 ——  89 89 65 110 

北坞一村  1000 ——  69 69 50 80 

二里半  611 4167 111 42 31 80 

北贾各庄  987 5000 133 68 49 110 

潘各庄  1253 4000 107 86 63 110 

北王庄  890 1000 27 61 45 90 

永太辛庄  530 ——  37 37 27 50 

大棋盘  748 2500 67 52 37 70 

小棋盘  320 1500 40 22 16 40 

小定福  470 1500 40 32 24 50 

北太平庄  560 ——  39 39 28 50 

兴隆庄  560 700 19 39 28 50 

东庄  435 ——  30 30 22 50 

夏垫  3025 3000 80 209 151 180 

马坊  470 2100 56 32 24 50 

芮屯  870 ——  60 60 44 80 

毛场  360 1000 27 25 18 40 

王果子  384 1000 27 26 19 40 

南寺头  3050 ——  210 210 153 240 

赵沟子  946 ——  65 65 47 80 

陈辛庄  900 ——  62 62 45 80 

土营  600 ——  41 41 30 50 

南王庄  451 ——  31 31 23 40 

褚各庄  1958 2000 53 135 98 120 

韩家府  485 1100 29 33 24 40 

苇子庄  1300 4000 107 90 65 110 

合计 29119 36567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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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第一节 治理方式选择 

采取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提高污水资源利用化水平，

降低末端治理成本。 

治理方式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根据村庄地理区位、生态环境敏感程度、污水产排现状、经济

发展水平等，科学确定农村污水治理方式。 

2. 具备条件的城镇，可将周边村庄居民生活污水接入城镇污水

管网，由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3. 人口集聚、无法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的单个村庄或相邻村庄，可

采取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方式．通过联合建设集中处理设施及

配套管网，实现区域统筹、共建共享。 

4. 位置偏远、居住分散或地形地貌复杂的村庄，可采取生活污水

分散处理方式。鼓励人口较少、污水产生量较少的地区，以卫

生厕所改造为重点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在杜绝化粪池出水直

排的基础上，就地就近实现资源化利用。 

一、 近期治理方式选择 

结合大厂县的实际情况，近期至 2025 年将城中村，或靠近城镇

集中区的村庄统一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由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距离城镇集中区较远的村庄，或尚不具备条件的村庄采取多村集中或

单村集中的处理方式，污水集中排放至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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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质标准，需满足：设计规模 500 吨/日以上（含 500 吨）新建永

久站，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

表 1 的 B 标准，设计规模 500 吨/日以下永久站及临时性过渡站，

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的表 2 新

（改、扩）污水处理站 B 排放限值。 

规划近期 2025 年不同的污水治理方式 

乡镇 
单村集中

处理 

多村集中

处理 

接入城镇

污水厂 
乡镇 

单村集

中处理 

多村集中

处理 

接入城镇污

水厂 

大厂

镇

（24

个村

庄） 

侯驸马村   金庄村 

祁各

庄镇

（18

个村

庄） 

谢町村   大小辛庄村 

河西营村   六合庄村 
辛杜庄

村 
  谭台村 

袁庄村   后店村 
小东关

村 
  窄坡村 

梁庄村   霍各庄村 洼子村   八百户村 

西杨辛庄

村 
  西马庄村 

大东关

村 
  窝坨村 

小务村   小李庄村 西关村   毛庄村 

八个城中

村：大马

庄村东南

角和村东

排至大马

庄规划污

水处理

站，村北

排至城南

污水处理

厂；前丞

相和于各

庄依靠渗

井下渗污

水。 

  
东马各庄

村 

宋各庄

村

（北） 

  祁各庄村 

  
西马各庄

村 

冯兰庄

村 
  亮甲台村 

  东彭府村 
定福庄

村 
    

  西彭府村 

陈家府村保持现状 

 

八个城中

村：大厂

一村、大

厂二村、

大厂三

村、大厂

四村、小

厂村 

陈府

镇

（21

个村

庄） 

刘各庄村 

大坨头

村、小坨

头村 

  

夏垫

镇

（29

个

村） 

东小屯

村 

北坞一

村、北坞

二村、北

坞三村、

北坞四村 

永太辛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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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厂村 

沙岗子

村、许官

屯村 

  
北贾各

庄村 
  小棋盘村 

陈府村 

兰庄户

村、蒋店

子村 

  
潘各庄

村 
  大棋盘村 

侯官屯村 

后营村、

王指挥屯

村、王唐

庄村 

  
二里半

村 
  北王庄村 

威武屯村     
小定福

村 
  北太平庄村 

南太平庄

村 
    

褚各庄

村 
  兴隆庄村 

漫兴营村     
韩家府

村 
  东庄村 

马家庙村     
苇子庄

村 
  夏垫村 

东杨辛庄

村 
    南王庄   王果子村 

吴辛庄村         毛场村 

北小庄村         芮屯村 

荣马坊村         马坊村 

邵府

镇

（7

个

村） 

双臼村   牛万屯村     南寺头村 

南贾各庄

村 
  尚各庄村     赵沟子村 

    太平庄村     陈辛庄村 

    邵府村     土营村 

    大仁庄村         

 

二、 远期治理方式选择 

远期至 2030年，根据《大厂回族自治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

年）》的规划要求，按照“撤村并点、农地整理”的思路，采取农民

集中进社区的策略，强化农村社区和城镇小区开发建设，完善社区服

务，促进农民向城市集中、向社区集中。同时，利用集中社区的农民

居住方式，将社区的污水管网全部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由城镇污水处

理厂统一处理，由此彻底解决农村的污水排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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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远期村庄撤并规划 

基于全县的乡镇区划和 99 个行政村的现状分布，充分考虑农村

产业发展要求、回民族集聚、以及农民生产和就业等因素，统筹安排

农村新民居规划建设，总体上，共建设 11个农村社区，和 10个城镇

小区，城镇小区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范畴与城镇集中区连片开发建设。 

撤并现状 55 个村庄，建设 11 个农村社区，总用地约 634.5 公

顷。其中，夏垫镇农村社区主要涉及现状 17 个村庄，共建设 3 个社

区；邵府农村社区主要涉及现状 7个村庄，共建设 1个社区；祁各庄

镇农村社区主要涉及现状 5个村庄，共建设 1个社区；大厂镇农村社

区主要涉及现状 5个村庄，共建设 1个社区；陈府农村社区主要涉及

现状 21 个村庄，共建设 5 个社区。如下表： 

农村社区编号 涉及相应村庄 
合建后规

划人口 
建设用地 

（公顷） 

1（夏垫镇） 
北坞一村、北坞二村、北坞三村、北坞四村、

褚各庄、北贾各庄、东小屯、二里半 
6000 48 

2（夏垫镇） 
永太辛庄、小棋盘、大棋盘、

北王庄、小定福 
6000 48 

3（夏垫镇） 潘各庄、赵沟子、韩家府、苇子庄 3000 24 

4（邵府） 
尚各庄、牛万屯、双臼、邵府、太平庄、

南贾各庄、大仁庄 
10000 100 

5（祁各庄 

镇） 
冯兰庄、定福庄、亮甲台、祁各庄、陈家府 5200 42 

6（大厂镇） 梁庄、袁庄、西杨辛庄、西彭府、东彭府 10000 80 

7（陈府） 
陈府村、东厂村、侯官屯村、太平庄村、后营

村、兰庄户村、蒋店子村、刘各庄村、荣马坊

村、威武屯 

15000 170 

8（陈府） 漫兴营村、马家庙村 1200 15.6 

9（陈府） 吴辛庄村、杨辛庄村 1000 14.0 

10（陈府） 北小庄村、王唐庄村、王指挥屯村 1000 13.0 

11（陈府） 大坨头村、小坨头村、沙岗子村、许官屯村 1600 22.9 

 

将其余 44个村庄纳入 10个城镇小区中，总用地约 133.78公顷。

其中：夏垫镇入城村庄主要涉及现状 12 个村庄，共建设 3 个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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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用地约 32.48公顷；潮白新城入城村庄主要涉及现状 13个村庄，

共建设 2 个小区，安置用地约 42 公顷；大厂镇入城村庄主要涉及现

状 19个村庄，共建设 5 个小区，安置用地约 59.3公顷。如下表： 

小区编号 合并前名称 
合并后人口 

(人) 

建设用地

（公

顷） 

容积率 

1（夏垫镇） 
太平庄、兴隆庄、东庄、夏

垫、马坊 3600 10.88 1.5 

2（夏垫镇） 芮屯、毛厂、王果子 1600 4.8 1.5 

3（夏垫镇） 
南寺头、南王庄、陈辛庄、

土营 4600 13.8 1.5～1.6 

4（ 潮 白 新

城 ）  
辛杜庄、谭台、大小辛庄、窝

坨、八百户、谢疃 
7000 21 1.1～1.2 

5（ 潮 白 新

城 ）  
窄坡、西关、大东关、宋各庄、

小东关、洼子、毛庄 
7000 21 1.7～1.8 

6 （大厂镇） 
后店、六合庄、河西营、西

马庄 
2800 8.4 1.7～1.8 

7（大厂镇） 

霍各庄、金庄、

侯附马、前

丞相 

6500 19 1.7～1.8 

8 （大厂镇） 大厂四村、小李庄 1800 5.4 1.3～1.5 

9 （大厂镇） 
大厂三村、二村、东、西马

各庄 
3500 10.5 1.7～1.8 

1 0（大厂镇） 

大马庄、小务、于

各庄大厂一村、小

厂 
5400 16.0 1.7～1.8 

 

四、 远期排水体制与污水工程规划 

规划确定中心城区、夏垫和潮白新城均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体

制，农村社区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分流制或截流式排水体制。雨水就

近排入下游水体，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达标后回用或排入

下游水体。 

污水管道布置按照尽量顺依地形，主干管以最短距离至污水处理

厂的原则进行布置。结合各分区的地形条件、现状排水管网、污水处

理厂和建设规模等具体情况，规划污水管网分为中心城区北部污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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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中心城区南部污水排水系统、夏垫污水排水系统和潮白新城

污水排水系统四个污水排放系统。 

2030 年规划全县污水分为四个排放系统，分别排入中心城区污

水处理厂、城南污水处理厂、夏垫污水处理厂和潮白新城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 

第二节 设施布局选址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选址要按照县域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和生态

保护红线、水功能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等要求进行布置。新建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的选址应符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的

有关规定，符合国家和地方关于用地、供电、防洪、防雷、防灾等方

面的要求，位于地震、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多年冻土以及其他特殊

地区的，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污水处理设施位置要与居民区有一定

的防护距离，通过植被等方式做好防护隔离措施，并设置警示牌，避

免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同时，考虑污水资源化利用的便利性，不

对居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等。已建设施符合选址要求并能够正常运行

的，应纳入《规划》统筹考虑并充分利用：避免设施重复建设；对不

能正常运行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应根据情况进行修缮改造。 

本规划充分利用原有能够正常运行的污水处理设施，新增加设施

坚持近期与远期有效衔接的原则进行布置，实现近远期的合理过渡。

在满足使用需求的前提下，控制设施数量，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近期至 2025 年将根据多村集中或单村集中的方式，每集中一处布置

一处污水处理设施，远期至 2030 年逐渐过渡到集中社区统一纳入城

市污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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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污水收集系统建设 

参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OO1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GB 50015 ）等规范，结合农村实际设计污水收集系统，对不完

善的管网进行改造，实现雨污分流。 

优先采用顺坡就势等建设成本低、施工速度快的管道布设方式。

结合村庄规划、地形标高、排水流向，按照接管短、埋深合理、尽可

能利用重力自流的原则布置污水管道。对不能利用重力自流排水的地

区，根据服务范围和处理设施位置确定提升设施的位置。 

统筹改厕与污水收集处理。推行“厕所分户改造、污水集中处理”

与单户粪污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水冲厕的地区，需配备化粪

池，并对化粪池出水进行收集、利用和处理，根据污水产生量、利用

情况和村庄布局，确定是否建设统一收集管网；采用旱厕的地区，结

合实际，做好粪污利用和定期清理，避免粪污下渗和直排。 

第四节 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优先选择氮磷资源化与尾水利用的技术手段或途径。厕所采用三

格式改厕方式，通过抽粪车运送到粪污处理站，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

后，可通过堆肥等方式，就地就近用于庭院绿化和农田灌溉等。或通

过农田沟渠、塘堰等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栽种水生植物，建设植物

隔离带等，对尾水进一步利用和净化。 

采用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技术。有条件

的地区采用人工湿地、氧化塘等无动力或微动力处理工艺。 

农家乐、农家院等农村餐饮服务点、民宿等需配备隔油池〔器），

对污水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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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程造价低、运行费用少、低能耗、操作简单、维护方便的

处理工艺。因地制宜，实现多元化、小型化和经济化。但具体工艺需

在得到污水水质水量的实际监测数据，经过设计计算和工艺比选后确

定。对于养殖户、屠宰和肉类加工企业较多的村庄，建议细化相关产

业的规模及分布的数据调研，参考《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13457-92）

等资料，结合进水水质选取适宜的处理工艺。 

第五节 设施出水排放要求 

一、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严格按照现有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执行，确保不对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农田灌溉区以及受纳水体水质等

造成影响。 

近期至 2020 年各村庄建设的污水处理站的出水水质标准是根据

北京市通州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关于确认 2017 年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污水处理厂（站）出水水质标准的函》的复函中提出：2017 年黑臭

水体治理工程中设计规模 500 吨/日以上（含 500 吨）新建永久站，

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表 1 的

B 标准，设计规模 500 吨/日以下永久站及临时性过渡站，执行北京

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的表 2 新（改、扩）

污水处理站 B 排放限值。待下一步设计阶段，若有新的建设标准，污

水处理站投资及占地面积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二、 尾水利用要求 

尾水利用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应的标准或要求．其中，用于农田、



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域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 年）—说明书 

 

31 

 

林地、草地等施肥的，应符合施肥的相关标准和要求；用于农田灌溉

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 GB 5084 规定；用于渔业的，相关控制指标

应满足 GB 11607 和 GB 3097 规定；用于景观环境的，相关控制指标

应满足 GB/I 18921 规定。 

近期至 2025 年村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达标水，可直接排入附

近水体，用于景观建设。该水源也可在紧急时刻用作消防使用，或根

据各村需求，用于洗车、灌溉、景观建设或冲厕，以实现中水回收利

用。 

第六节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统筹农村污水与污泥、粪污、隔油栅渣等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参

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I 51347)，对污水处理中

产生的污泥等固体废物，采用自然干化、堆肥等方式，也可采用与农

村固体有机物协同处理或进入市政系统与市政污泥一并处理。 

鼓励对固体废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参考《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

准》(GB 428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 ）等相关要求，对满足标准的固体废物，就近利用。 

第七节 验收移交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既要保证工程质量合格，也要保证出水水

质达标。工程验收后，项目实施及管理部门应妥善保管竣工图等相关

资料，以备查验。环保验收和运维移交应确保污水处理水质水量、工

艺、规模与设计相符，设备材料完整。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

维统一打包、不存在运维移交环节的，要因地制宜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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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设施运行管理 

第一节 运维管理 

一、 建立健全管理组织架构 

按照设施运维管理目标，健全管理架构，落实各级管理职责，结

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建立以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乡镇（街道）为

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落实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务

主体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系，见下图。 

二、 合理确定设施运维模式 

根据县域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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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镇建成区周边的村庄，采用城乡

一体化运维方式；对距离城市较远且布局集中的村庄，购买第三方运

维机构，按片区托管或总承包的方式开展运维管理服务；对所处地区

五位一体运维管理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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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布局分散、运维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村庄，采用自行运维方式。

运维管理的设施应包括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系统，不宜拆分管理。 

三、 规范设施运维服务 

参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的专业服务机构，应具备相应的专业

服务能力。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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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由农户负责。

接户井及以外的户外管网系统和处理设施宜由运维服务机构负责。有

条件的地区，单户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宜由农户负责，并接受运

维服务机构的指导服务。 

建立设施维护管理制度。参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GB/T 51347 ）要求，对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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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对乡镇、村庄和农户等参与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的人员开展技

术管理培训，提高规范化水平。 

四、 完善建设和运维机制 

坚持以用为本、建管并重，在规划设计阶段统筹考虑工程建设和

运行维护，做到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落实。明确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产权归属和运行维护责任单位，推动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

伍、有经费、有监督的运行维护管理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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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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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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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服务质量考核依据之一。制定系统的运维管理评价与考核体系，对

运维机构定期评价，加强对其监督和管理。 

 

第二节 环境监督 

建立农村污水监测制度，加强对日处理能力 20 吨及以上的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县里无监测能力的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单

位开展监测工作。建立和完善管理台账，掌握县域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分布和运行情况。 

结合地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并执行县域

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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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估算与资金筹措 

第一节 工程估算 

对大厂县近期至 2025 年各村庄农村污水管网及泵站、污水处理

设施等分别进行汇总统计，分类估算投资，汇总表如下： 

全县规划总投资 

村落分类 投资（万元） 总投资（万元） 

全县 105个村 

保留村（64个） 102753 

147401 特色小镇+待拆迁村（27个） 33973 

城中村（8个） 10675 

拆迁村（6个） —— —— 

 

保留村规划投资  特色小镇+待拆迁村规

划投资 
 八个城中村规划投资 

项目 
投资（万

元） 
 项目 

投资（万

元） 
 项目 投资（万元） 

雨水管线 6745  雨水管线 2511  管线 6719 

污水管线 57909  污水管线 18614  污水处理

设施 
3060 

污水处理

站 
3835  污水处理

站 
2386  泵站 100 

泵站 180  泵站 30  明渠 0 

明渠 35  明渠 8  清淤 130 

集水坑清

淤 
205  路面恢复 10424  路面恢复 666 

路面恢复 33844  合计 33973  合计 10675 

合计 10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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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村污水处理设施的数量、处理规模，占地面积，投资规模如下表； 

镇名 村名 建站个数 
处理规模

（t/d） 
占地 (m2)  

投资（万

元）  

大厂镇（24个村庄） 

河西营  1 300 450 300 

西马庄  0 ——  ——  ——  

六合庄  0 ——  ——  ——  

后店  0 ——  ——  ——  

霍各庄  0 ——  ——  ——  

小李庄  0 ——  ——  ——  

金庄  0 ——  ——  ——  

候驸马  1 40 120 60 

小务村  1 50 150 75 

西马各庄  0 ——  ——  ——  

东马各庄  0 ——  ——  ——  

袁庄  1 70 210 105 

东彭府村 0 ——  ——  ——  

西彭府村 0 ——  ——  ——  

梁庄  1 50 150 75 

西杨辛庄  1 40 120 60 

大厂一村 1 160 ——  480 

大厂二村 1 160 ——  480 

大厂三村 1 200 ——  600 

小厂村 1 450 ——  1350 

大马庄 1 50 ——  150 

大厂四村 0 ——  ——  ——  

前丞相 0 ——  ——  ——  

于各庄 0 ——  ——  ——  

合计 11 1630 1380 3825 

陈府镇（21个村庄） 

刘各庄  1 70 210 105 

东厂  1 360 540 360 

陈府  1 180 360 216 

荣马坊  1 60 180 90 

大头坨  
1 720 1080 720 

小头坨  

沙岗子  
1 60 180 90 

许官屯  

北小庄  1 30 90 45 

后营  

1 120 240 144 王唐庄  

王指挥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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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户庄  
1 80 240 120 

蒋店子  

南太平庄  1 50 150 75 

威武屯  1 40 120 60 

侯官屯  1 30 90 45 

漫兴营  1 80 240 120 

马家庙  1 50 150 75 

东杨辛庄  1 50 150 75 

吴辛庄  1 50 150 75 

合计  16 2030 4170 2415 

祁各庄镇（18个村庄） 

冯兰庄  1 240 360 240 

定福庄  1 80 240 120 

洼子  1 110 220 132 

小东关  1 110 220 132 

大东关  1 110 220 132 

西关  1 180 360 216 

大小辛庄 0 ——  ——  ——  

谭台 0 ——  ——  ——  

窄坡 0 ——  ——  ——  

八百户 0 ——  ——  ——  

窝坨 0 ——  ——  ——  

毛庄 0 ——  ——  ——  

祁各庄 0 ——  ——  ——  

亮甲台 0 ——  ——  ——  

陈家府 0 ——  ——  ——  

宋各庄

（北）  
1 30 90 45 

辛杜庄  1 30 90 45 

谢町  1 100 300 150 

合计 10 1020 2190 1257 

邵府镇（7个村庄） 

双臼  1 280 420 280 

南贾各庄  1 50 150 75 

牛万屯村 0 ——  ——  ——  

尚各庄村 0 ——  ——  ——  

太平庄村 0 ——  ——  ——  

邵府村 0 ——  ——  ——  

大仁庄村 0 ——  ——  ——  

合计 2 330 570 355 

夏垫镇（29个村庄） 

苇子庄  1 110 220 132 

韩家府  1 40 120 60 

褚各庄  1 120 240 144 

小定福  1 50 150 75 

潘各庄  1 110 22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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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贾各庄  1 110 220 132 

东小屯  1 120 240 144 

二里半  1 80 240 120 

北坞四村  

1 430 

650 430 

北坞三村      

北坞二村      

北坞一村      

南王庄  1 40 120 60 

永太辛庄

村 
0 ——  ——  ——  

小棋盘村 0 ——  ——  ——  

大棋盘村 0 ——  ——  ——  

北王庄村 0 ——  ——  ——  

北太平庄

村 
0 ——  ——  ——  

兴隆庄村 0 ——  ——  ——  

东庄村 0 ——  ——  ——  

夏垫村 0 ——  ——  ——  

王果子村 0 ——  ——  ——  

毛场村 0 ——  ——  ——  

芮屯村 0 ——  ——  ——  

马坊村 0 ——  ——  ——  

南寺头村 0 ——  ——  ——  

赵沟子村 0 ——  ——  ——  

陈辛庄村 0 ——  ——  ——  

土营村 0 ——  ——  ——  

合计  10 1210 2420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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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污水管线的管径、长度和投资规模如下表： 

镇名 管径（毫米） 长度（米） 投资（万元）  

大厂镇 

Ø 200  12174 974 

Ø 300  73043 10226 

Ø 400  33300 5994 

合计  118517 17194 

8个城中村共计 6938 6719 

陈府镇 

Ø 200  7772 933 

Ø 300  46633 6529 

Ø 400  36021 6484 

合计  90426 13945 

祁各庄镇 

Ø 200  13772 1102 

Ø 300  82629 11568 

Ø 400  22196 3995 

Ø 500  5347 1176 

合计  123944 17841 

邵府镇 

Ø 200  7283 583 

Ø 300  43695 6117 

Ø 400  13501 2430 

Ø 500  1064 234 

合计  65543 9364 

夏垫镇 

Ø 200  14038 1123 

Ø 300  84225 11792 

Ø 400  22832 4110 

Ø 500  5243 1153 

合计  126338 1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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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金筹措 

一、 资金总体情况 

按照《规划》确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和投资情况，说明建设资金、

运维资金等来源构成，制定建设资金筹措方案和投资计划，运维资金

筹措方案与使用计划等。 

二、 资金筹措模式 

采取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模式，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社会团体、

个人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建立运维资金长效保障机制。国家重点支

持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环

渤海区域及水质需改善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和贫困地区村庄开

展生活污水治理。结合中央环保投资项目储备库建设要求，县域农村

污水处理可捆绑作为单个项目纳入项目储备库，直接编制项目建议书

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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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利用再生水灌溉农田、浇花洗车，可以减少对干净淡

水资源的使用；同时也能降低脏乱差的环境造成疾病带来的损失，增

加当地的经济效益。  

能源效益。污水处理装置采用微动力，对能源消耗较小，而且在

二级处理时还会产生沼气，可以用来燃烧发电等，产生巨大的能源效

应。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模式需要一定的能源消耗，而太阳能微动力、

人工湿地系统、多级氧化塘系统、一般不需要消耗能源或耗能极少 

环境效益。污水横流，破坏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治理生活污水，

不仅改善了居住环境，还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农村污水处理的

最直接效果是环境条件的改善，特别是采用人工湿地处理技术、多级

氧化塘处理技术，可综合治理农村生态环境  

社会效益。污水处理后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能源的增长、环境的

提升，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上，

在农业与工业的和谐发展上，都有客观的社会效益。同时可提高水资

源的重复利用率、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

大大降低对河流湖泊水体污染和乡村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有利于促

进美好乡村环境整治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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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保障措施 

一、 组织实施 

建立健全农村污水治理的组织领导机构，需明确主管部门、分管

领导、具体负责部门和专职人员及其职责。协调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

程的建设、运营和推广，建议成立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协调各部门参与相关工作。 

二、 明确责任主体 

县人民政府是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决策主体、调度主体，各乡镇

政府是推进农村地区污水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要研究细化落实本辖

区具体工作方案。要切实强化管理和监督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严格有

关标准和程序，建立“用户申报、村乡镇审核、审计跟踪、安全监理”

的全程监管体系，防止局部政策失效，确保资金安全和政策实效。 

三、 强化政府政策支持 

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建立县政府补助、村

集体资金及社会资金参与、村民合理付费相结合的费用分担机制。创

新政府支持方式，采取试点示范、分类分档、以奖代补、先建后补、

以工代赈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建立完善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将农村污水治理

有关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有效保障农村

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积极争取省、市及有关资金支持，结合自

有财力加大投入力度。建议县政府统筹安排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涉农

资金等相关渠道资金，用于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整治。建议对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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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有偿调剂使用所获土地增值收益以及村

庄整治增加耕地获得的占补平衡指标全部收益，县政府确定具体比例，

通过支出预算统筹安排重点支持农村污水治理。 

四、 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放开农村污水治理市场，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污水治理

领域，解决项目融资问题。 

加大对农村污水治理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支持企业通过市场化

方式开展农村污水治理经营服务业务，采取多种合作模式提供系统解

决方案。 

五、 技术保障 

1.积极开展污水管理教育工作 

以提高社会文明水平为根本，将宣传教育工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提高加强公众保护水源意识的对策和措施，争取全社会的支持。 

扩大节水、节能的群众基础，研究公众参与率、覆盖率和有效率

的具体措施。 

2.加强污水处理专业队伍建设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改进专业人才结构。应充实给排水、环境工

程或相近专业的专门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通过脱产或不脱产进修、

岗位培训和自学成才等多种形式提高职工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 

定期组织集中培训，提高污水处理设施操作人员的操作技能和业

务水平，培训人员经考核合格后，由污水管理部门统一发放操作工上

岗证，并要求今后在进行污水处理设施操作时必须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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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和完善技术标准和评估体系 

污水处理技术适用性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经济适用条

件和环境标准要求。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技术标准体系和评估体系，

可以客观地评价各种处理技术水平，指导并促进污水处理的健康发展

和向常态化高标准的先进污水管理方向发展。 

（4）规范基础资料的积累与管理 

规范污水产生量、处理量日统计报表等基础资料的积累，每年做

一次污水成分调查，建立污水管理机污水处理技术档案。收集积累国

内外同类污水处理场站建设及污水处理的经验和基础数据资料。 

六、 管理保障 

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做好群众发动工作，借助广播、电视、

互联网、报刊、展览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农村污水治理对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改善水环境质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宣传各

种污水治理路径的技术经济特点、适用条件及有关推广政策措施，普

及新型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和生态消费方式，及时开展示范成果展示，

推广复制成功经验，提高公众对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应由县有关部门组织各乡镇，联合开展项目招投标和具体实施；

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建立定期调度制度，每周组织现场督察，每月调度

工作进度，按季度报送预算执行情况，指导乡镇村农村基层环保工作

人员加强对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日常管理，保证工作成效。 

七、 运行机制 

运行机构可采取多种运行方式，由政府自行管理、运行，或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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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已建成的村镇污水处理设

施为资本，将全县村镇污水治理设施项目建设（主要包括新建村镇污

水处理设施及农村户厕改造设施设备、改厕与污水处理一体化小型设

备等）、运营和管理，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确定具备相关资格的中标

单位，中标单位与政府合作，成立农村改厕和村镇污水处理建设管理

运营公司，具体负责村镇污水治理和改厕工作的建设、运营和管理。

并建成全县村镇污水处理设施监控中心实时监测，实时上传各个乡镇、

村庄的污水处理厂（站）的监控数据，保障设施设备高效运转。与此

同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不定期抽查。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管理、适当收费”原

则，全县村镇新建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和农户改厕（污水一体化）

设备采购、项目建设，由运营公司负责采购，采用集中处理与分散治

理相结合模式，把农村改厕与村镇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推进、规模化

建设和专业化管护，形成村镇污水治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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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域农村污水治理
专项规划（2020—2030 年）》专家评审会

会议纪要

2020 年 07 月 29 日，在大厂回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召开

专家评审会，邀请行业专家审议了《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域农

村污水治理专项规划（修编）》。会议认为该专项规划基础

数据翔实、结构较为合理，对农村污水治理能起到较好地指

导作用，原则同意该专项规划，并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

善：

1、加强与上位规划、相关规划的衔接，使规划更为科

学合理。

2、进一步梳理规划近远期的关系，使近期更具有可操作性。

3、结合现状给水用水量情况和规划进行研究分析，核

实规划污水量。

4、近期结合不同村庄的现状情况提出针对性排放处理方案；

远期核实污水处理设施的位置与规模。

5、进一步完善规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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