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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大宁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大宁县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使农村环境面貌得到大力改善，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特编制此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3）《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2、主要规范及标准

（1）《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4 版）

（3）《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4）《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6）《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

（7）《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8）《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24-2008）

（9）《村庄污水处理设施技术规程》（CJJ/T163-2011）

（10）《村庄整治技术规范》（GB50445-2008）

（11）《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74-2010）

（12）《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10）

（13）《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14）《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2008）

（15）《山西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16）山 西 省 《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DB14/726-2019）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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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56号）

（18）《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51347）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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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03号）

（20）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建村【2014】6号）

（21）《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2009)

（22）《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23）《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 年)

3、上位规划

http://www.so.com/link?m=aKxOZwULoJ45nAWEMqadyFtC8bPwZKHE4Ra+O+fLfltSShNvAf2f1agxSphYOxIc8xe19uYuY8abJIsvpRHXGGKCMPj4PbXzzzTLh7WsraaK4KOEyOnSYVdoVFq6zRYqUtQfiXPh4I0DoOEn1HG/Ey0gqSYb097qshaMbK+NkKn2l9Resg5HymbptmlxOpZrM5vC4Vh8e7NCimss9oEdcMhl2lHD/Oo3COYYcwP/R6MRmlhBk
http://www.so.com/link?m=arUUJsOyhSfXNQhpP72DPhVWI3rqzCoP7kDJH8aBP70G3shd3fSwxC2tPkyi1uaJMkmShKZaxyQIqcGAIGXV5zECU6l0h+OjXkTv5L4JxBtTl9Exf/4+MN/zPdQfPIM/QoH+uByPJog9pTNHZv0/kD6my69+RbMp46f9Ydte3LRJ/KBbvDcYfLK/pf9qBS8VeIOYGc8/DjdkWsBcnMz3K4+tEO+jbcTI+uXeEq602zdW8FsQgn5EVhAUNkxfwGMWg5U6H0DDZLFbBB26LAVE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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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省主体功能区划》

（2）《大宁县县城总体规划》（2002-2030 年）

（3）《大宁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4）《大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5）《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第三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0年——2030年；

近 期：2020年——2025年；

远 期：2026年——2030年。

第四条 规划范围

大宁县县域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约 967平方公里。共 2镇 4乡即昕水镇、

曲峨镇、三多乡、徐家垛乡、太德乡与太古乡。为 60个村庄。

第五条 规划原则

一、城乡一体，全面覆盖

二、科学规划，合理安排

三、效率优先，统筹兼顾

四、因地制宜，经济适用

五、循序渐进、生态处理

六、污泥无害、近远期结合

第六条 规划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理念，改革创新驱动，全局谋划，

适应经济社会新常态。充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绿水青山都是金山银山。

以保障公共环境卫生和人体健康、防治环境污染为宗旨，坚持绿色发展、标本

兼治，实现生活污染物减量化、水资源再生利用，改善乡镇环境面貌，有效防

止水环境污染，达到“减污、再生、净水”的综合效果。拓宽融资渠道，吸引

民间资本，加大设施建设的投入，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乡镇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逐步实现各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全覆盖。建立完善监督管理

体制，保证项目建设、运营的规范化、透明化，切实改善各乡镇居民人居环境，

为全县乡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第七条 规划目标

1、规划近期目标（2025年）

至 2025年底，全县乡镇政府驻地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达到 80%以上；村庄

污水管网覆盖率达到 40%，村庄污水处理率达到 50%，污水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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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划远期目标（2030年）

至 2030年底，全县乡镇政府驻地实现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达到 98%以上；

村庄污水管网覆盖率与处理率达到 95%，污水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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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概况

第八条 自然条件

1、地理位置

大宁县位于山西省吕梁山南端，临汾地区西锤。县境北与永和县接壤，南

同吉县毗连，东与蒲县、隰县为邻，西与陕西省延长县隔黄河相望。地理坐标

为东经 110。27ˊ—111。0ˊ，北纬 36。16ˊ—36。3 6ˊ之间。全县海拔介于

48—1719米之间，相对高差为 1238米。境域东西长 50公里，南北宽 38公里，

总国土面积 967平方公里，总人口 66229人。

2、政区建制

根据省、市、县撤并行政村文件精神，大宁县行政村撤并工作已基本完成。

现状情况为：

2镇、4乡、60个行政村

昕水镇

13个

小冯村、罗曲村、秀岩村、坡角村、吉亭村、史家坪村、葛口村、石

城村、安古村、而吉村、杜村、麦留村、白杜村

曲峨镇

12个

房村、南堡村、古驿村、榆村、曲风村、道教村、黑城村、甘棠村、

白村、杜峨村、支角村、布业村

三多乡

13个

太仙村、连村、三多村、楼底村、腰西村、岭头村、川庄村、东堡村、

茨林村、南堡村、呜啼村、刘家庄村、东克南村

徐家垛乡

11个

康里村、芙蓉村、李家垛村、徐家垛村、南桑峨村、割麦村、索堤村、

东木村、乐堂村、岭上村、任堤村

太德乡

6个
太德村、堡村、龙吉村、乌落村、美垣村、茹古村

太古乡

5个
太古村、仪里村、处鹤村、六儿岭村、坦达村

3、地形地貌

大宁县境内沟壑密布，山峦逶迤，梁峁蹭叠，垣坡连绵。全县地势南北高，

中间低，东部高，西部低，有“三川十垣沟四千，周围大山包一圈”之说。从

海拨最高 1719米的石头山到海拨最低 481米的芝麻滩，相对高差达 1238米。

全县从川到山，从东到西，形成四种较大的地貌单元，分别为中部河川区、

南北部土石山区、西部破碎残垣沟壑区和东部残垣沟壑区。

全县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东部高，西部低。海拔 481～1719米，相对高

差 1238米。南部有二郎山、盘龙山，北部有双锁山、高山，中部昕水河横穿全

境，自然形成川、塬、山三个台阶。东部塬面宽阔，西部塬面狭窄。全县从川

到山，从东到西，形成中部河川区、南北部图石山区、西部破碎残塬沟壑区、

东部残塬沟壑区四个较大的地貌单元。

4、气象气候

大宁县属大陆性暖温带亚干旱气候。县地西临黄河，东南北三面环山，形

成比临近县年平均气温略高，降水偏少的区域性小气候。受季风影响，四季分

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阴雨连绵，冬季寒冷干燥。全年平均

气温 12.7℃，1 月份最冷，平均气温-5.5℃左右，极端最低气温-20.7℃（1984

年 12月 24日，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23℃左右，极端最高气温 39.7℃（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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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 4日）。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466.7小时，占可照时数的 56%；大宁各区

域积温的差异较明显，大于等于 10。C的积温中部河川区和西部残垣沟壑区为

3938.6℃，东部残垣沟壑区为 3373.2℃，南部土石山区为 2889.5℃；历年平均无

霜期 212天；降水量分布不均，年际变化较大，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36.99mm，

夏季降水量多，年平均 375.11mm，占全年降水量的 69.9%；年平均蒸发量

1639.8mm，是降水量的 3.2倍，历年最大蒸发量 1913.7mm（1982 年）；最大

冻土深度 77cm ；全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次主导风向为东北、东风， 年平均

风速 2.2米/秒， 最大风速 15米/秒。

5、水文水质

大宁县内径流资源较为丰富，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 3262万立方米，地表水

1737.4万立方米，地下水 1524.6万立方米。可利用量 1737.4万立方米，其中地

表水 1310.4万立方米，地下水 247万立方米。

县域内地表水属黄河水系，黄河从县城西部流过，昕水河、义亭河、岔口

河等均为黄河支流。在四条河的流域之内，尚有 198条沟溪，是 4条河流在县

境内主要水源。县域内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由于地质构造特点和物理风化作

用，泉水普遍出露，共有小泉水 198处，总流量 480.59升/秒，其中泉水最大的

1.5升/秒。

第九条 社会条件

据 2019年人口抽样调查，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66229人，共 25838户。其中

城镇人口为 29663人，乡村人口为 36566人。根据统计，人口年平均综合增长

率为 7.63%。

第十条 经济条件

2019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5.17亿元，同比增长 12.9%。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18.37亿元，同比增长 51.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101万元；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3.17亿元，同比增长 7.7%。工业增加值完成 1373万元，同

比增长 4.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789元，同比增长 7.4%。其中，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为 17484元，同比增长 5.7%；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2905元，

同比增长 8.0%，

第十一条 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1、国家级限制开发重点生态功能区

大宁县属于黄河中游干流水土流失控制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生态安全

保障的关键区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区域。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中，已被划为国家级限制开发重点生态功能区。

2、水源地保护区

为加强对地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提高大宁县供水能力、缓解水资源供需矛

盾，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确保水源地保护区的水源不受污染和破坏，保障全县

饮用水水源安全。根据《大宁县城镇和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大宁县 11个集中饮用水源地：县城水源地、大冯水源

地、太德集中供水水源地、太德西沟水源地（新泉）、曲峨水源地(1#井）、三

多乡村东泉水源地、三多村水源地（1#井）、徐家垛青草沟泉水源地、太古乡

水源地 1#、太古乡水源地 2#井、三多乡太仙水源地、曲峨镇榆村水源地，可

研中对各个水源地的保护级别和范围都做了界定，本次规划与可研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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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

历史资源方面主要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处：翠微山新石器、芝麻滩旧石

器遗址、历代长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处：马头关黄河仙子祠；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56处：主要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刻石等。具有较高的历

史、文化、艺术与科学价值。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存较为完整，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分布零散，破坏严重。按照文化遗产保护优先的原则，做好文化遗产

的保护，特别是注意濒临破坏的历史实物遗存的抢救和保护。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历史文化保护区要

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合理确定规模。注重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应在历

史文化遗产与其他建设区之间划出一定的空间区域作为隔离、保护及过渡性的

地带。对尚未列入保护的文物、历史文化地段参照有关规定进行保护，并及时

进行鉴定，对有价值者申请相应保护级别。

4、风景名胜旅游区

依托大宁县资源优势，突出文化、生态、休闲、避暑特色，大力实施以政

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的旅游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科学管理、行业规

范、区域联合等手段，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强产业带动功能，使旅

游业成为大宁第三产业的龙头和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支柱产业，使大宁成为临汾

旅游圈的重要节点，成为山西省一流的生态、文化旅游强县。

根据旅游资源分布特点，结合区位、交通、城镇体系结构以及旅游资源开

发的可行性，把全县旅游开发划分为五大旅游区。分别为：二郎山风景旅游区、

黄河风情旅游区、翠微山风景旅游区、芝麻滩旅游区、柏坡底旅游区。

5.重要生态廊道

滨水廊道：主要包括黄河、昕水河、、三岔河、义亭河的水体和河漫滩湿

地。黄河由省、市、县人民政府共同划定“蓝线”， 昕水河、义亭河由县人民

政府划定“蓝线”，根据“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实施管制。

绿化廊道：昕水河、义亭河河谷两侧丘陵山体为县域重要的生态敏感地区，

作为县域中部生态廊道进行建设。强化对廊道的规划控制，严格禁止开挖山体，

严格控制各类开发建设，积极推进退耕还林，保育自然山体和植被，为中部人

口与城镇密集区提供生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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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污染源分析

第十二条 用水及排水体制

1、用水情况

2019年大宁县各类工程供水量为 196万立方米，其中工业用水 15万立方米，

农业用水 137万立方米，城镇生活用水 14万立方米，农村生活用水 30万立方

米，占水资源总量的 6%。

大宁县县城现有水厂一座，主要为县城及周边村庄供水。水厂水源地有两

处：一处位于县城南部昕水河北岸；另一处位于古乡沟口水源地。两处水源均

为地下潜水，储量比较丰富，补给条件良好。其他乡镇及部分村庄设有小型供

水站，净水处理工艺简单。

2、排水情况

（1）污水处理设施概况

1）污水处理厂

现状污水处理厂详细信息如下：

乡镇 污水处理厂名称 现状规模

（t/d）

总规模

（t/d）

污水处理工艺

昕水镇 新昕污水处理厂 2500 5000 A2 /O 处理工艺

曲峨镇 金昕污水处理厂 3000 4000 A2 /O 处理工艺

2）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根据现场实地调研，其余大多数

镇村由于经费不足，只建设了相应的污水干管。污水基本没有处理，直接排入

相邻的周边农田与河流、沟渠与山体。

现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信息一览表

各乡

镇

序号 村庄 人口 排水体

制

建设

时间

管网现状 排污现状

支管尺寸/材质/管长

昕水

镇

1 小冯村 1653 雨污分

流

2018 DN400/水泥管道/645m；

DN300/水泥管道/2160m；

DN200/水泥管道/4420m；

DN100/水泥管道/2975m；

村民生活污水由城市

管网收集。

2 葛口村 985 雨污分

流

2018 DN400/水泥管道/520m；

DN300/水泥管道/1700m；

DN200/水泥管道/3415m；

DN100/水泥管道/3635m；

村民生活污水由城市

管网收集。

三多

乡

1 岭头村 567 雨污合

流
2018

DN200/聚乙烯双壁波纹管

/50m；DN300/聚乙烯双壁波

纹管/215m；

村民生活污水经排水

管收集后直接排入山

体。

徐家

垛乡

1 芙蓉村 695 雨污合

流
2018

DN300/聚乙烯双壁波纹管

/48m；DN200/聚乙烯双壁波

纹管/132m；

村民生活污水经排水

管收集后直接排入山

体。

太古

乡

1
太古村 784

雨污合

流

2013
DN300/聚乙烯双壁波纹管

/368m；DN200/聚乙烯双壁波

纹管/533m；DN100/聚乙烯双

壁波纹管/739m；

村民生活污水经排水

管收集后直接排入山

体。

2 坦达村 917 雨污合

流
2018

DN300/聚乙烯双壁波纹管

/426m；DN200/聚乙烯双壁波

纹管/456m；DN100/聚乙烯双

壁波纹管/145m；

村民生活污水经排水

管收集后直接排入山

体。

3 六儿岭

村

560 雨污合

流
2013

DN300/聚乙烯双壁波纹管

/80m；DN200/聚乙烯双壁波

纹管/333m；DN100/聚乙烯双

壁波纹管/463m；

村民生活污水经排水

管收集后直接排入山

体。

3、农户改厕普及情况

大宁县现状除接入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农村完成水冲式厕所的改造外，其余

均为旱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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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状问题及分析

长期以来，农村污水呈现无序排放，成为污染村镇水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污水管网收集系统多不健全，且缺乏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给生活污水的

收集和集中处理带来难度，造成农村污水收集和处理率较低的局面一直存在。

较之城镇，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居民对生活污水的概念认识有偏差，农村生活

污水大多就近排入水体、农田与沟渠。而已经建设的污水管道的村庄，由于资

金问题，其不设置污水处理设施，综合上述，现状主要有以下主要问题：

污水支管配套缺失，污染情况较重由于建设资金问题，部分村庄已建设少

量截污干管，但处理设施未实施，住户排水仍就近散排至道路两侧盖板沟及周

边低洼水系。

第十三条 污染负荷量预测

各乡镇污水量预测：

本次规划中，由于县城位于昕水镇区，根据地势高程及现状情况，将昕水

镇的 5个村庄污水接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分别为：小冯村、罗曲村、葛口村、

石城村与吉亭村。

依据《山西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DB14/T 727-2013）中规定如

下：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参考取值表

村庄类型 用水量（L/cap·d）

户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和淋浴设备 60～100

户内有给水卫生设备，无淋浴设备 40～80

户内有给水龙头，无卫生设备 30～50

无户内给水排水设备 20～40

根据现场踏勘调研可知，大宁县大部分村庄有给排水卫生设备和淋浴设备，

部分村庄已响应国家政策实施了旱厕改造。考虑到旱厕改造的逐年推进，各项

卫生设施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配置齐全，因此，确定大宁县村庄

类型属于“户内有给水排水卫生设备和淋浴设备”，预测大宁县镇区居民生活

用水取值 80L/cap·d，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取值 60L/cap·d。

依据《山西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DB14/T 727-2013）中规定如

下：

农村居民生活排水系数参考取值表

排水收集特点 排水系数

全部生活污水混合收集进入污水管网 0.8

只收集全部非冲厕水进入污水管网 0.5

只收集部分混合生活污水进入污水管网 0.4

只收集部分非冲厕水进入污水管网 0.2

结合现场踏勘可知，大宁县农村地区 80%的村庄均未建设污水收集管网，

厕所均为户外旱厕。但考虑到村庄未来的规划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村庄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与收集率也会随之增高，故本方案

涉及镇区居民生活污水排水系数取 0.7，涉及村庄的居民生活污水排水系数取

0.5。

各乡镇污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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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昕水镇污水量

序号 村庄名称 人口（人） 用水量（m³/ d） 污水量（m³/ d）

1 小冯村 1752 140.16 98.13

2 罗曲村 427 34.16 23.92

3 秀岩村 759 45.54 22.77

4 坡角村 1252 75.12 37.56

5 史家坪村 667 40.02 20.01

6 石城村 688 55.04 38.53

7 葛口村 1044 83.52 58.47

8 吉亭村 1252 100.16 70.12

9 安古村 1022 61.32 30.66

10 白杜村 1048 62.88 31.44

11 而吉村 825 49.5 24.75

12 麦留村 655 39.3 19.65

13 杜村 1012 60.72 30.36

2）曲峨镇污水量

序号 村庄名称 人口（人） 用水量（m³/ d） 污水量（m³/ d）

1 曲风村 1435 114.8 80.36

2 道教村 980 58.8 29.4

3 黑城村 438 26.28 13.14

4 甘棠村 714 42.84 21.42

5 白村村 1133 67.98 33.99

6 支角村 850 51 25.5

7 杜峨村 514 30.84 15.42

8 布业村 555 33.3 16.65

9 房村村 882 52.92 26.46

10 南堡村 462 27.72 13.86

11 榆村村 536 32.16 16.08

12 古驿村 762 45.72 22.86

3）三多乡污水量

序号 村庄名称 人口（人） 用水量（m³/ d） 污水量（m³/ d）

1 三多村 740 59.2 41.44

2 楼底村 834 50.04 25.02

3 腰西村 518 31.08 15.54

4 岭头村 602 36.12 18.06

5 东堡村 774 46.44 23.22

6 川庄村 432 25.92 12.96

7 茨林村 384 23.04 11.52

8 南堡村 926 55.56 27.78

9 呜啼村 415 24.9 12.45

10 刘家庄村 435 26.1 13.05

11 连村村 335 20.1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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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太仙村 626 37.56 18.78

13 东客南村 988 59.28 29.64

4）徐家垛乡污水量

序号 村庄名称 人口（人） 用水量（m³/ d） 污水量（m³/ d）

1 徐家垛村 678 54.24 37.97

2 康里村 385 23.1 11.55

3 芙蓉村 737 44.22 22.11

4 李家垛村 615 36.9 18.45

5 南桑峨村 615 36.9 18.45

6 割麦村 987 59.22 29.61

7 任堤村 666 39.96 19.98

8 东木村 556 33.36 16.68

9 索堤村 1126 67.56 33.78

10 乐堂村 583 34.98 17.49

11 岭上村 747 44.82 22.41

5）太德乡污水量

序号 村庄名称 人口（人） 用水量（m³/ d） 污水量（m³/ d）

1 太德村 841 67.28 47.1

2 堡村 917 55.02 27.51

3 龙吉村 464 27.84 13.92

4 乌落村 679 40.74 20.37

5 茹古村 891 53.46 26.73

6 美垣村 469 28.14 14.07

6）太古乡污水量

序号 村庄名称 人口（人） 用水量（m³/ d） 污水量（m³/ d）

1 太古村 832 66.56 46.6

2 仪里村 684 41.04 20.52

3 处鹤村 676 40.56 20.28

4 坦达村 972 58.32 29.16

5 六儿岭村 594 35.64 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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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第十四条 治理方式选择

本规划坚持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相结合的原则，构建镇区、大中型行政村

以集中连片处理外排为主，部分村庄以独立处理排放为主的方式。

根据大宁县各乡镇的地形地势、河网、道路交通条件以及居民住宅建设布

局等具体情况，并结合上位规划。确定县域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为两种，

分别为：

1）纳入乡镇或城镇集中型治理模式

将距离乡镇或城镇污水管网较近（一般 3公里以内）且具备施工条件的村

庄生活污水接入乡镇污水处理厂（站）统一治理。

2）各村庄自建分散型治理模式

对于村庄条件差、居住分散的村庄宜在村庄建设小型的污水处理设施。

具体治理方案如下表：

序

号

各个乡镇 纳入乡镇或城镇集中型治理模

式

各村庄自建分散型治理模式

1

昕水镇

小冯村、罗曲村、吉亭村、葛口

村、石城村

秀岩村

坡角村

史家坪村

安古村

白杜村

而吉村

麦留村

杜村

2

曲峨镇

曲风村、道教村、黑城村、甘棠

村

白村村

支角村

杜峨村

布业村

房村村

南堡村

榆村村

古驿村

3

三多乡

三多村 楼底村

腰西村

岭头村

东堡村

川庄村

茨林村

南堡村

呜啼村

刘家庄村

连村村

太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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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客南村

4

徐家垛乡

徐家垛村、李家垛村、南桑峨村 康里村

芙蓉村

割麦村

任堤村

东木村

索堤村

乐堂村

岭上村

5

太德乡

太德村 堡村

龙吉村

乌落村

茹古村

美垣村

6

太古乡

太古村 仪里村

处鹤村

坦达村

六儿岭村

第十五条 设施布局选址

1、污水处理厂（站）选址原则

1）站址必须位于集中给水水源下游，为保证环境卫生的要求，厂址应与规

划居住区域公共建筑群等保持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

2）站址应设在城镇的下游和夏季风主风向的下风向；

3）站址应充分结合城镇污水收集管线的布局，设在管线下游末端；

4）便于处理后出水利用、安全排放和消纳污泥；

5）尽量少拆迁、少占农田，不占良田；

6）交通运输及水电供应便利；

7）站区地形不应受洪涝灾害影响，有良好的排水条件；

8）有良好的工程地质条件；

9）对于改造的污水处理站，要充分利用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用地，尽可能

减少新增用地；

10）根据村镇发展规划，站址选择应考虑远期发展的可能，有扩建的余地；

11）厂址的选择需考虑交通运输及水电供应等条件。

2、污水处理厂（站）的数量、位置、规模

根据《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根据大宁县的污水情况，各乡

镇镇区污水处理厂选址如下表：

乡镇 序

号

厂（站）名称 位置 处理

规模

（m³/

d）

占地面积

（㎡）

备注

昕水

镇

1 新昕污水处理厂 古乡村南湾 2500 10811 远期

扩建



大宁县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规划文本

山西汇智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12

2 秀岩村污水处理站 秀岩村南 25 80 新建

3 坡角村污水处理站 坡角村西侧 40 100 新建

4 史家坪村污水处理站 史家坪村南侧 25 80 新建

5 安古村污水处理站 安古村南侧 35 90 新建

6 白杜村污水处理站 白杜村东侧 35 90 新建

7 而吉村污水处理站 而吉村南侧 25 80 新建

8 麦留村污水处理站 麦留村南侧 20 70 新建

9 杜村污水处理站 杜村南侧 35 90 新建

曲峨

镇

1 金昕污水处理厂 曲凤村东南侧 3000 11195 远期

扩建

2 白村村污水处理站 白村村南侧 35 90 新建

3 支角村污水处理站 支角村南 30 85 新建

4 杜峨村污水处理站 杜峨村西南 20 70 新建

5 布业村污水处理站 布业村南 20 70 新建

6 房村村污水处理站 房村村西 30 85 新建

7 南堡村污水处理站 南堡村北 15 50 新建

8 榆村村污水处理站 榆村村南 20 70 新建

9 古驿村污水处理站 古驿村西 25 80 新建

三多

乡

1 三多乡污水处理厂 三多村北 60 150 新建

2 楼底村污水处理站 楼底村西北侧 30 85 新建

3 腰西村污水处理站 腰西村西南 20 70 新建

4 岭头村污水处理站 岭头村北 20 70 新建

5 东堡村污水处理站 东堡村北 25 80 新建

6 川庄村污水处理站 川庄村北 15 50 新建

7 茨林村污水处理站 茨林村北 15 50 新建

8 南堡村污水处理站 南堡村西南 30 85 新建

9 呜啼村污水处理站 呜啼村西 15 50 新建

10 刘家庄村污水处理站 刘家庄村南 15 50 新建

11 连村村污水处理站 连村村西南 15 50 新建

12 太仙村污水处理站 太仙村西南 20 70 新建

13 东客南村污水处理站 东客南村南 20 70 新建

徐家

垛乡

1 徐家垛乡污水处理厂 李家垛村西侧 80 200 新建

2 康里村污水处理站 康里村南侧 15 50 新建

3 芙蓉村污水处理站 下芙蓉村西侧 25 80 新建

4 割麦村污水处理站 割麦村西侧 30 85 新建

5 任堤村污水处理站 任堤村西北侧 20 70 新建

6 东木村污水处理站 东木村南 20 70 新建

7 索堤村污水处理站 索堤村南 35 90 新建

8 乐堂村污水处理站 乐堂村南 20 70 新建

9 岭上村污水处理站 岭上村西侧 25 80 新建

太德

乡

1 太德乡污水处理厂 太德村南 50 120 新建

2 堡村污水处理站 堡村南 30 85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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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龙吉村污水处理站 龙吉村南 15 50 新建

4 乌落村污水处理站 乌落村西 25 80 新建

5 茹古村污水处理站 茹古村北侧 30 85 新建

6 美垣村污水处理站 美垣村南 15 50 新建

太古

乡

1 太古乡污水处理厂 太古村西侧 50 120 新建

2 仪里村污水处理站 仪里村西侧 25 80 新建

3 处鹤村污水处理站 处鹤村南侧 25 80 新建

4 坦达村污水处理站 坦达村西南侧 30 85 新建

5 六儿岭村污水处理站 六儿岭村西南侧 20 70 新建

第十六条 污水收集系统建设

村庄排水体制方面，由于大宁县各村庄现状污水管道较少，规划推荐采用

雨污完全分流制排水体制。

统筹改厕与污水收集处理。规划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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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远期，对农户全部采用水冲式厕

所，建设统一收集管网。

1、管材

本规划采用污水管道施工方便、管道覆土不大、价格便宜、输送能力较好

的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

过河等穿越障碍物处管段采用焊接钢管，焊接钢管防腐处理。压力管采用

PE管。

2、管道埋深

规划一般污水管起点埋深控制在 0.6 ~1.0m之间。

3、检查井

在管道交汇处、转弯处、管径或坡度改变处、跌水处及直线管段上每隔一

定距离处应设置检查井。

检查井的位置，除了按常规的因素设置外，还应结合规划，在规划建筑物

附近预留检查井，增设预留支管。检查井的间距按室外给排水设计规范中规定

设置。检查井结构、管道基础图件见附图册。

检查井按照管径和埋深选用砖砌检查井（详见附图册 06MS201-3），井盖

选用钢筋混凝土井盖且为全封闭设计。

检查井最大间距

管径（mm） 最大间距（m）

100～400 40

4、村庄污水治理工程量

根据规划区建成区面积、污水处理能力和已建污水管网的状况，合理确定

污水管网建设目标：管网覆盖率在 95%以上。结合各村庄现有的污水管网和地

形特征，本次规划统计出大宁县各村庄管网利用与新建情况。

大宁县各村庄管网利用与新建工程量表

1）昕水镇工程量表

村庄名称 新建管网 检查井

（个）

土方量（m³） 污水设施

挖方量 填方量
DN300 DN200 D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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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村 420 1060 1165 67 5290 5218 -

罗曲村 3300 425 625 109 8700 8450 -

吉亭村 1115 1355 1990 112 8920 8782 -

史家坪村 350 885 930 55 4330 4270 1 套

坡角村 165 755 1120 51 4080 4035 1 套

秀岩村 415 595 665 42 3350 3297 1 套

麦留村 225 1470 790 63 4970 4903 1 套

杜村 165 705 780 42 3300 3260 1 套

安古村 540 455 785 45 3546 3501 1 套

白杜村 625 295 1625 64 5090 5022 1 套

而吉村 415 825 920 54 4320 4257 1 套

小计 7735 8825 11395 704 55896 54995 8 套

2）曲峨镇工程量表

村庄名称 新建管网（米） 检查井

（个）

土方量（m³） 污水设施

挖方量 填方量
DN300 DN200 DN100

曲风村 2985 2220 95 133 10600 10324 -

黑城村 900 820 305 51 4050 3960 -

道教村 1830 1470 150 87 6900 6727 -

甘棠村 715 1065 280 52 4120 4036 -

南堡村 840 460 45 34 2690 2617 1 套

古驿村 320 470 25 21 1630 1594 1 套

榆村 390 255 20 17 1330 1295 1 套

房村 710 845 320 47 3750 3672 1 套

布业村 360 565 240 30 2330 2286 1 套

白村 790 605 140 39 3070 2996 1 套

杜峨村 680 215 290 30 2370 2314 1 套

支角村 910 610 205 44 3450 3366 1 套

小计 11430 9600 2115 585 46290 45187 8 套

3）三多乡工程量表

村庄名称 新建管网（米） 检查井

（个）

土方量（m³） 污水设施

挖方量 填方量
DN300 DN200 DN100

川庄村 440 595 535 40 3140 3086 1 套

茨林村 690 615 600 48 3810 3738 1 套

东堡村 470 595 155 31 2440 2388 1 套

东克南村 565 335 400 33 2600 2547 1 套

连村 815 625 335 45 3550 3471 1 套

岭头村 740 125 275 29 2280 2222 1 套

刘家庄村 300 455 205 24 1920 1884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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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底村 600 705 440 44 3490 3423 1 套

鸣啼村 995 365 190 39 3100 3018 1 套

南堡村 1100 680 765 64 5090 4985 1 套

三多村 640 1430 800 72 5740 5645 1 套

太仙村 1065 1155 545 70 5530 5416 1 套

腰西村 400 35 625 27 2120 2085 1 套

小计 8820 7715 5870 566 44810 43908 13 套

4）徐家垛乡工程量表

村庄名称 新建管网（米） 检查井

（个）

土方量（m³） 污水设

施挖方量 填方量
DN400 DN300 DN200 DN100

徐家垛村 - 2743 247 467 87 6914 6710 -

南桑峨村 - 2187 736 1586 113 9018 8827 -

李家垛村 1732 94 621 343 70 5580 5327 1 套

康里村 - 350 237 - 15 1174 1143 1 套

芙蓉村 - 158 - - 4 316 305 1 套

索提村 - 4715 1586 3675 250 19952 19538 1 套

东木村 - 140 516 638 33 2588 2557 1 套

乐堂村 - 43 426 541 26 2020 1999 1 套

任堤村 - 209 946 244 35 2798 2753 1 套

割麦村 - 949 1436 1376 95 7522 7399 1 套

岭上村 - 147 342 0 13 978 958 1 套

小计 1732 11735 7093 17740 741 58860 57516 9 套

5）太德乡工程量表

村庄名

称

新建管网（米） 检查井

（个）

土方量（m³） 污水设施

挖方量 填方量
DN300 DN200 DN100

太德村 1066 1087 1383 89 7072 6951 1 套

堡村 2632 403 2572 141 11214 10992 1 套

龙吉村 947 398 1396 69 5482 5390 1 套

茹古村 1524 1855 1211 115 9180 9006 1 套

乌落村 682 618 879 55 4358 4283 1 套

美垣村 1237 889 1379 88 7010 6883 1 套

小计 8088 5250 8820 557 44316 43505 6 套

6）太古乡工程量表

村庄名称 新建管网（米） 检查井

（个）

土方量（m³） 污水设施

挖方量 填方量
DN300 DN200 DN100

太古村 - - - - - - 1 套

仪里村 - 609 671 32 2560 2535 1 套

处鹤村 723 294 363 35 2760 2697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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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儿岭村 - - - - - - 1 套

坦达村 31 476 1295 45 3604 3575 1 套

小计 754 1379 2329 112 8924 8807 5 套

第十七条 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1、污水处理工艺选择原则

1）应具有较强的适应冲击负荷的能力，去除效率高；

2）处理工艺简便易行、能耗少、运行费用低；

3）自动化成度高、运行稳定、维护管理方便；

4）基建设资低、基本上不投加药剂或投加药剂量很少；

5）污泥产生量少，简化污泥处理和处置。

2、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1）纳入乡镇集中型污水处理工艺

规划推荐各乡镇污水处理厂生化段采用生物脱氮除磷 A²/O工艺

2）各村庄自建分散型污水处理工艺

①针对昕水河、义亭河周边的村庄，考虑到该部分村庄的生活污水经处理

后可能直接排入河流的可行性，要求处理工艺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MBR

膜污水处理法；

②：针对其余村庄，要求处理工艺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氧化沟污水处

理法

第十八条 设施出水排放要求

1）对接入中心城区、乡镇集中污水处理厂的村庄，出水水质执行相应纳管

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2）针对昕水河、义亭河周边的村庄，考虑到该部分村庄的生活污水经处理

后可能直接排入河流的可行性，要求提高其排放标准。设计出水水质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Ⅴ类排放标准。设计进出水质见下表：

注：出水总氮≤15（参考值）

3）对规划区范围内距离河流较远，经处理后的水不可能排放至河流内，但

村庄布局相对较为集中，能够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村庄。设计出水水质要

达到《山西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标准。污染物最高

允许排放限值（日均值）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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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1、污水再生利用

处理后污水的处置方式主要有灌溉农田、重复利用和排放水体。对各种处

置方式分述如下：

（1）灌溉农田

对于村庄结合池塘设置污水处理设施的，可将处理后的污水排入池塘，可

用于灌溉。

用于灌溉的村庄

序号 乡镇 村庄名称 个数（个）

1 昕水镇
麦留村、杜村、安古村、白杜村、而吉村、史家坪村、

坡角村、秀岩村

8

2 曲峨镇
房村、南堡村、古驿村、榆村、白村、杜峨村、支角

村、布业村

8

3 三多乡
太仙村、连村、腰西村、岭头村、东堡村、南堡村、

呜啼村、刘家庄村、东克南村

9

4 徐家垛乡
岭上村、割麦村、任堤村、乐堂村、索堤村、东木村、

芙蓉村、康里村
8

5 太德乡 太德村、堡村、龙吉村、乌落村、美垣村、茹古村 6

6 太古乡 太古村、仪里村、处鹤村、六儿岭村、坦达村 5

总计 44

（2）重复利用

对于昕水镇设置的金昕污水处理厂，规划根据城市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对

其产生的污水进行回用（重复利用），回用是污水最终处置的发展方向，重复

利用可以节约水资源，缓解季节性城市供水紧张问题，可创造出较大的经济效

益。

规划昕水镇的吉亭村、小冯村、罗曲村和葛口村 4个村庄的污水全部排入

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以后的部分污水调往大宁县城绿化及道路洒水等进行重

复利用，部分直排入昕水河。

（3）排放水体

排放水体是较常用也是最便利的处置方式，规划对于距离义亭河、昕水河

较近的村庄，均采用直接排放水体处置。

排放水体的村庄

序

号
乡镇 村庄名称 个数（个）

1 昕水镇 石城村 1

2 曲峨镇 甘棠村、黑城村、道教村、曲风村 4

3 三多乡 楼底村、三多村、茨邻村、川庄村 4

4 徐家垛乡 南桑峨村、徐家垛村、李家垛村 3

总计 12

2、污泥处置

本次规划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污泥量较少，焚烧等造价较高，规划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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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推荐填埋为主，土地利用方式为辅。另外可用作农肥，也可供林业和城市

园林、绿化、苗圃使用。

第二十条 验收移交

农村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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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因地制宜进行管理。

第五章 设施运行管理

第二十一条 运维管理

（1）建立健全管理组织架构。

（2）合理确定设施运维模式。

（3）规范设施运维服务。

（4）完善建设和运维机制。

（5）制定运维管理评价与考核体系。

第二十二条 环境监管

（1）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监测制度，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

监测。建立和完善管理台账，掌握县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分布和运行情况。

（2）结合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并执行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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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工程估算与资金筹措

第二十三条 工程估算

1、规划期限

2020年——2025年

2、实施目标

（1）实施目标

至 2025年底，全县乡镇政府驻地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达到 80%以上；村庄

污水管网覆盖率达到 40%，村庄污水处理率达到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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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度目标

1）2020年度：启动区开展昕水镇罗曲村、石城村、六儿岭和坦达村 4个村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其中总计建设污水管 8.8km。总计 2020年总投资 347.77

万元。

2）2021年度：开展曲峨镇曲风村、道教村、黑城村、甘棠村 4个村污水处

理设施的建设。总计建设污水管 12.84km。总计 2021年总投资 210.23万元。

3）2022年度：开展三多村、太德村、徐家垛村和太古村 4个村污水处理设

施的建设。总计建设污水管 9.87km。总计 2022年总投资 570.56万元。

4）2023年度：开展吉亭村、茨林村、川庄村和楼底村 4个村污水处理设施

的建设。总计建设污水管 9.68km。总计 2023年总投资 369.21万元。

5）2024年度：开展南桑峨村、李家垛村、美垣村和茹古村 4个村污水处理

设施的建设。总计建设污水管 15.4km。总计 2024年总投资 601.63 万元。

6）2025年度：开展堡村、安古村、索堤村和仪里村 4个村污水处理设施的

建设。总计建设污水管 18.65km。总计 2025年总投资 869.98万元。

3、近期主要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

1）2020年建设内容：

2020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号 处理设施 罗曲村 六儿岭村 坦达村 石城村 单价

（元）1 管径 管长（m）

DN300 3300 - 31 420 400

DN200 425 - 476 1060 300

DN100 625 - 1295 1165 200

小计(万元) 157.25 - 41.42 71.90 -

2 处理设施规模

（m³/d）

- 20 30 - -

小计(万元) - 15 25 - -

3 土方量

（m³）

挖方量 8700 - 3604 5290 9

填方量 8450 - 3575 5218 12

小计(万元) 17.97 - 7.54 11.02 -

4 检查井（个） 109 - 45 67 30

小计(万元) 0.33 - 0.14 0.2 -

总计(万元) 175.55 15 74.1 83.12 -



大宁县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规划文本

山西汇智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20

合计(万元） 347.77

2）2021年建设内容：

2021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号 处理设施 曲风村 道教村 黑城村 甘棠村 单价

（元）1 管径 管长（m）

DN300 2985 1830 900 715 400

DN200 2220 1470 820 1065 300

DN100 95 150 305 280 200

小计(万元) 187.9 120.3 66.7 66.15 -

2 土方量

（m³）

挖方量 10600 6900 4050 4120 9

填方量 10324 6727 3960 4036 12

小计(万元) 21.93 14.28 8.4 8.55 -

3 检查井（个） 133 87 51 52 30

小计(万元) 0.4 0.26 0.15 0.16 -

总计(万元) 210.23 134.84 75.25 74.86 -

合计(万元） 210.23

3）2022年建设内容：

2022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号 处理设施 三多村 徐家垛村 太德村 太古村 单价

（元）1 管径 管长（m）

DN300 640 2743 1066 - 400

DN200 1430 247 1087 - 300

DN100 800 467 1383 - 200

小计(万元) 84.5 126.47 102.91 - -

2 处理设施规模

（m³/d）

60 80 50 50 -

小计(万元) 55 70 45 45 -

3 土方量

（m³）

挖方量 5740 6914 7072 - 9

填方量 5645 6710 6951 - 12

小计(万元) 11.94 14.28 14.71 - -

4 检查井（个） 72 87 89 - 30

小计(万元) 0.22 0.26 0.27 - -

总计(万元) 151.66 211.01 162.89 45 -

合计(万元） 570.56

4）2023年建设内容：

2023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号 处理设施 吉亭村 茨林村 川庄村 楼底村 单价（元）

1 管径 管长（m）

DN300 1115 690 440 600 400

DN200 1355 615 595 705 300



大宁县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规划文本

山西汇智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21

DN100 1990 600 535 440 200

小计(万元) 125.05 58.05 46.15 53.95 -

2 处理设施规

模（m³/d）

- 15 15 30 -

小计(万元) - 10 10 25 -

3 土方量

（m³）

挖方

量

8920 3810 3140 3490 9

填方

量

8782 3738 3086 3423 12

小计(万元) 18.57 7.92 6.53 7.25 -

4 检查井（个） 112 48 40 44 30

小计(万元) 0.34 0.15 0.12 0.13 -

总计(万元) 143.96 76.12 62.8 86.33 -

合计(万元） 369.21

5）2024年建设内容：

2024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号 处理设施 南桑峨村 李家垛村 美垣村 茹古村 单价

（元）1 管径 管长（m）

DN400 - 1732 - - 500

DN300 2187 94 1237 1524 400

DN200 736 621 889 1855 300

DN100 1586 343 1379 1211 200

小计(万元) 141.28 115.85 103.73 140.83 -

2 处理设施规模（m

³/d）

- - 15 30 -

小计(万元) - - 10 25 -

3 土方量

（m³）

挖方量 9018 5580 7010 9180 9

填方量 8827 5327 6883 9006 12

小计(万元) 18.71 11.42 14.57 19.07 -

4 检查井（个） 113 70 88 115 30

小计(万元) 0.34 0.21 0.27 0.35 -

总计(万元) 160.33 127.48 128.57 185.25 -

合计(万元） 601.63

6）2025 年建设内容：

2025 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号 处理设施 堡村 安古村 索堤村 仪里村 单价

（元）1 管径 管长（m）

DN300 2632 540 4715 - 400

DN200 403 455 1586 609 300

DN100 2572 785 3675 67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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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万元) 168.81 50.95 309.68 31.69 -

2 处理设施规模（m

³/d）

30 35 35 25 -

小计(万元) 25 30 30 20 -

3 土方量

（m³）

挖方量 11214 3546 19952 2560 9

填方量 10992 3501 19538 2535 12

小计(万元) 23.28 7.4 41.4 5.35 -

4 检查井（个） 141 45 250 32 30

小计(万元) 0.43 0.14 0.75 0.1 -

总计(万元) 217.52 88.49 381.83 57.14 -

合计(万元） 744.98

第二十四条 资金筹措

建立“申请上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自筹”的资金筹措机制，加

大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资金、土地指标的投入力度。根据年度治污计划，对

全县综合验收合格的治污工程项目建设和运行维护费用予以奖代补方式补助。

同时要充分调动村集体和农户建设积极性,动员村集体和农户出资出劳开展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

第七章 效益分析

1、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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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改进和提高大宁县水环境质量。

2、社会效益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是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造福社会的环境保护工程。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将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对发展经济具有积极作

用。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将改善和提高大宁县各乡镇水系乃水体水质，对预防

各种传染病、公害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起重要作用。

3、经济效益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通过改善环境，提高环境质量水平，改善大宁县各个

流域的水质，避免和减轻污水排放对工农业生产及其国民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等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将是巨大的。体现在：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区经济；提高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质量；减少城市自来水

厂净化处理成本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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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保障措施

（1） 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2） 整合资源，加大投入

（3） 科学指导，务求实效

（4） 因地制宜，选择工艺

（5） 强化考核，长效运行

（6） 深入宣传，营造氛围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建立健全法律机制

一、确立排水规划的法律地位，污水规划一经批准之后就应严格执行。

二、加强排水规划管理的严肃性，严格管理建设项目，明确规划的审批、

修改的办法和程序。

三、对违反规划的个人和单位必须按明确的法律程序，分清责任，予以处

罚。

四、进一步制定排水规划管理的实施细则和地方法规或条例。

第二十六条 污水规划成果包括文本、说明书、图纸及基础资料。

第二十七条 本污水专项规划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由大宁县人民政府公布

并施行，即行生效。

第二十八条 文本中有字体下划线的部分为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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