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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规划编制背景 

1.1 规划任务来源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举措，是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生

活质量。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吴政隆省长在主持常务

会议时强调要大力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动，坚持不懈、持续推进，确保做到

以户为单位，农村污水治理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各地要切实站在全局高度，深

刻认识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

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省、

市有关决策部署，把其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抓紧抓实，切实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根据国家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

[2019] 14 号），各辖市、区人民政府是组织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主体，各地要进

一步落实主体责任，根据《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动方案》提出的最新要求，

确保到 2025 年，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90%，有效管控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

要加强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

态措施相结合，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科学合理选择技术路线，加快编制县域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要全面摸清污水治理底数，加强改造优化，提高现有设

施的处理质效。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建设管理运营的积极性，

善于啃最硬的骨头，当好标杆示范。要加强综合治理协同推进，健全完善建设和管护

机制，积极推进整县制农村生活污水社会化治理试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如期实现治理目标任务。 

常州市委市政府对水环境治理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常州市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攻坚战工作方案》（常污防攻坚指办[2019]46 号）、《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的通知》（常污防攻坚指办[2020]30 号），要求加快推进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作，各辖市、区严格对照《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动方案》的要求，结

合生态环境部编制的《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抓紧编制

市（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1.2 规划编制过程 

规划修编工作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包括人员组织、 资料收集），调查

研究阶段（包括整理分析资料、实地调查、专题研究），规划方案编制阶段，规划成

果评审阶段。 

1.2.1 准备阶段 

一是成立规划组，专人负责协调各部门间的关系，解决规划中的重大问题，审查

规划方案，咨询规划中的关键技术和具体编制。二是制定工作和技术方案。按照相关

要求，于 2020 年 7 月底制定了规划修编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明确规划修编的指导

思想和原则、规划修编的依据、规划修编的内容与方法、成果要求等。三是收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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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了常州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关资料，包括农村生活污水现状及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土壤、气候、水文、地质等相关数据及其他自然社会经济资料。

四是技术培训。对参加规划修编工作的有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政策和专业技术培训。 

1.2.2 调查研究阶段 

2020 年 8 月，结合现有资料整理分析、实地调查经开区内所有自然村及街道的

污水管网以及处理设施现状，初步确定经开区各个自然村的污水整治措施。 

1.2.3 规划方案编制阶段 

2020 年 8 月下旬，结合常州经济开发区发展规划及农村生活污水现状、确定 2021-

2025 年农村生活污水分类治理策略，提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初步划定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分区，明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主要技术工艺，估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本

-效益，起草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并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并就各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

修改。2020 年 9 月召开专家咨询会，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拟于 2020 年 9

月底规划通过常州经济开发区组织的专家审查。 

1.2.4 规划成果评审阶段 

拟于 2020 年 9 月, 常州市城乡建设局组织专家评审，之后根据相关部门意见和

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定稿。 

 

1.3 编制依据 

1.3.1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2）《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太湖流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04 号）； 

（7）《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太湖流域三级保护区范围的通知》（苏政办发

〔2012〕221 号）； 

（8）《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 14 号） 

（9）《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动方案》（苏政办发[2020]38 号）； 

（10）《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1.3.2 国家标准与规范 

（1）《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2018）； 

（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5）《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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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版； 

（7）《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8）《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DB43/T1665-2019）； 

（1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51347-2019）； 

（11）《村庄整治技术标准》（GB/T50445-2019）； 

（1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19）； 

（1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GB/T23486-2009）；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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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建村[2014]6 号） 

（16）《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17）《小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标准》（建标 148-2010）； 

（18）《防洪标准》（GB50201-2014）； 

（19）《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20）《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21）《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T3462-2018）； 

（22）《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23）《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17）； 

（24）《泵站设计规范》（GB/T50265-2010）； 

（25）《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26）《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27）《镇（乡）村给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23-2008）； 

（28）《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24-2008）； 

1.3.3 其他 

（1）国家、省、市与城市体系规划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条例。 

（2）国家、江苏省、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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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调查评估 

2.1 组织实施 

为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要求，经开区以“成片推进”为基础，强

力推进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对生活污水进行集中收集处理，对 COD、

氨氮、氮磷等污染物的排放起到良好的效果。此外，经开区从 2013 年开展覆盖拉网

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选择基础条件好，建设积极性高，居住相对集中的重点村

庄开展综合整治工作，实施了环境连片整治及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降低了对周边河流、湖泊的污染，同时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 

截止到 2019 年底，横林镇、遥观镇、横山桥镇、丁堰街道及潞城街道已实施治

理自然村 212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 41.0%，其中实施生活污水接市政管网的

村庄 50 个，采用分散式治理的村庄 162 个。 

表 2-1 已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自然村统计表 

建制镇/街

道 

设施建设情况 
已接市政

污水管网

自然村

（个） 

管网雨污分流情况 

已建设施

自然村

（个） 

2018 年前

建设施自

然村数

（个） 

2018 年后

建设施自

然村数

（个） 

2018 年后

建设施自

然村占比

（%） 

已雨污分

流自然村

数量

（个） 

已雨污分

流自然村

占比

（%） 

横林镇 60 39 21 11.5% 19 49 26.9% 

遥观镇 56 30 26 21.1% 18 38 30.9% 

横山桥镇 42 29 13 7.1% 13 22 12.0% 

丁堰街道 4 0 4 17.4% 0 4 17.4% 

潞城街道 0 0 0 0% 0 0 0% 

总计 162 98 64 12.4% 50 113 21.8% 

其中有 64 个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为 2018 年及以后建设，占自然村总数的 12.4%，

该部分自然村大部分已实现雨污分流，经设施处理后外排至附近河道；98 个自然村

污水处理设施为 2018 年前建设，基本采用明渠或暗沟收集生活污水，雨污合流，排

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外排至附近河道。 

2.2 技术工艺 

经开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技术工艺主要包括 A/O 工艺、海沃特复合生物

滤池+人工湿地、生物接触氧化法、SBR 工艺及其他。其中，A/O 工艺应用范围最广，

应用比例达 56.8%。 

表 2-2 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技术工艺统计表 

技术工艺 
横林镇 遥观镇 横山桥镇 丁堰街道 小计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A/O 工艺+湿地 17 48.6% 36 65.5% 18 51.4% 0 0% 71 56.8% 

海沃特+湿地 0 0% 17 30.9% 0 0% 0 0% 17 13.6% 

生物接触氧化法+

湿地 
12 34.3% 0 0% 10 28.6% 0 0% 22 17.6% 

SBR 工艺 3 8.6% 2 3.6% 4 11.4% 0 0% 9 7.2% 

其他 3 8.6% 0 0% 3 8.6% 0 0% 6 4.8% 

总计 35 100% 55 100% 32 100% 0 0% 125 100% 

2.3 排放去向 

经开区大部分农村生活污水经设施处理后直接就近排入附近水体或者直接排入

水体，仅少部分农村已经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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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排放标准 

经开区 2018 年前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2018 年后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标准执

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2.5 运行管理 

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总体运行状况不佳，主要存在问题包括：污水接入比

例偏低，污水管网接管范围不足，设施与管道管护不到位，设施处理能力未能充分发

挥；处理工艺选择时没有充分考虑农村的经济情况、排放标准、中水回用、污泥处理、

运行管理水平，使得工程完成后难以正常运转；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自然村沿河、

沿水体分布，村庄内部房屋分布零散，处理设施及管网建造标准和质量缺乏统一规范，

雨污分流实施难度大；部分村民及村干部参与积极性较低，施工影响、异味、治理效

果见效慢等原因，降低村民与自然村建造设施的积极性。 

2.6 治理效果 

遥观镇洪庄村、印墅村、塘桥村、桥南村和横林镇镇西村属太湖流域二级保护区，

其他地区均属太湖流域三级保护区。但是全区水环境状况还有待改善，2016 年主要

入太湖水体的水质类别为Ⅴ类~劣Ⅴ类，均不达标，主要超标项目为 COD、氨氮、氮

磷。水环境保护和治理压力大、任务重表现在： 

环境容量硬约束明显。长期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

增长方式的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远超环境容量，生态环境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

键制约因素。 

治污减排形势严峻。环境质量达标难度大，环境问题成因复杂。环保约束日益趋

严，治污成本大幅提高。新建治污减排设施资金需求大，减排空间收窄，减排绩效下

降。 

生态环境提升难度大。城镇建设挤占生态空间，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增多，

局部生态系统破坏明显，生态修复机制尚未建立，生物多样性不足，森林湿地系统功

能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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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规划目标分析 

到规划期末，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自然村覆盖率达

99.6%，农户接管率达 96.9%，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96.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达标率达到 100%。 

规划期内，新建及改造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78 套，覆盖自然村 82 个，

新增受益户数约 5911 户，新增受益人口约 26338 人；接管处理自然村增加 281 个，

其中 209 个自然村直接接管，72 个自然村泵站提升接管，新增受益户数约 20622 户，

新增受益人口约 108965 人。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现象得到有效解决，农村水环境

质量显著改善，农村居民水环境满意度明显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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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规划内容及成果 

4.1 主要内容 

1、农村污水规划的实施对改善农村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环境、提高投资吸

引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本次规划遵循“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分类指导，效率优先；因村制宜，技术

合理；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规划原则，对常州经济开发区内的遥观镇、横林镇、

横山桥镇、丁堰街道和潞城街道的 58 个行政村，3 个农村社区，517 个自然村的生活

污水进行了治理规划。 

3、到规划期末，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自然村覆盖率达

99.6%，农户接管率达 96.9%，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96.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达标率达到 100%。 

4、本次规划，预期投资 104783.5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81885.75 万元（其中配

有设施的村庄工程费共 19131.41 万元，接市政污水管网的村庄工程费共 62754.34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730.34 万元，基本预备费 8961.61 万元，建设期利息

6205.80 万元。 

4.2 建议 

1、建议下一阶段主管部门根据近远期计划制定详细实施计划，逐步推进村庄的

污水治理工作。 

2、为保证本规划的顺利实施，镇区污水处理厂及主管网建设应与农村污水治理

建设时序同步。 

3、建议统一考虑村庄其他相关市政管网改造工作，与之相互协调配合，避免市

政工程的重复施工，从而节约工程造价。 

4、经开区污水管网运行水位较高，且由于汛期时存在雨水串接入污水主管，导

致主管网内水位高，污水会倒灌入地势较地处，因此，在农村实施污水治理时，需综

合考虑接入污水主管水位及地势因素，建议在地势较低处的农村通过泵站提升后再接

入污水主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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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根据《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以及《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要

建立完整的污水收集管网系统，形成雨污分流的排放构架体系，全区水环境质量总体

应达到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 III 标准。本规划实施，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

盖率达 100%，自然村覆盖率达 99.6%，农户接管率达 96.9%，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达 96.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达标率达到 100%，完全符合经开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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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有关意见及修改说明 

6.1 常州经开区农业农村工作局初步审查意见 

1、建议距市政污水管网 1km 以内的自然村全部考虑接管。 

已调整，除少数无法过高速、铁路、河流敷设污水管道的村庄。 

2、建议增加经开区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模式说明。 

已增加，详见 5.12 节。 

6.2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审核会意见 

1、强化现状调研，补充 2021-2025 年市政管网建设规划，合理优化实施计划。 

经开区目前无 2021-2025 年市政管网建设规划。规划编制时，已经与相关镇/街道

负责人对接确认过各个自然村实施计划。 

2、明确污水排放标准，进一步细化治理模式选择。 

已重新明确污水排放标准，接市政污水管网处理方式的自然村，执行《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标准 A 执行。采用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的村庄，设施出水执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462-2020），

详见文本 4.5 节。污水处理模式已按要求细化，详见 4.4.2 节。 

3、完善经济、环境效益分析，细化投资分析。 

已按要求完善，详见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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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江苏生态环境厅意见 

1、明确已有设施“回头看”工作，确保 2 年内完成。 

已增加该部分内容，详见 4.1.2 节， 

2、补充农村生活污水监测制度，完善相关内容。 

已补充，详见 5.3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