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州市 2020 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持续开展问题排查核查，着力解决“一些农村危房改造质

量不高”问题，确保全面完成“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有保障”

目标任务，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精神和《安徽

省 2020 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方

案。

一、目标任务

完成省厅下达的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持续开展问题排查核

查，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4 类重点对象危房全面梳理，着

力解决“一些农村危房改造质量不高”问题；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等 4 类重点对象房屋实行动态监管，发现一户，改造一户，

做到动态清零，确保不留死角，全面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

全有保障目标。

二、补助对象与标准

（一）补助对象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为：居住在危房中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 4 类

重点对象。

（二）政府补助标准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补助为辅。政府

资金采取分类补助，补助标准为：重建房屋户均 2 万元，修缮

加固户均 0.6 万元。

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省财政对国家扶贫开发县、省扶

贫开发重点县和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县（市、区）户均

补助 3000 元；其他一般县（市、区），省财政户均补助 2000

元。各县（区）要严格落实危房改造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根据农户贫困程度、房屋危险程度和改造方式等制定分类补助

标准，切实加大对深度贫困户的倾斜支持。

三、改造方式与时限

（一）改造方式

拟改造农村危房属整体危险（D 级）的，原则上应拆除重

建；属局部危险（C 级）的，应修缮加固。因地制宜选择适宜

改造方式和技术，根据危房现状、农户意愿等实际情况采取拆

除重建或维修加固等改造方式，危房改造以农户自建为主，农

户自建确有困难且有统建意愿的，各地要帮助农户选择有资质

的施工队伍统建。

（二）完成时限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全部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四、管理要求

（一）明确基本原则



1.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县级人民政府是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加强领导，整合各方资源，调动积极因

素，形成工作合力，凝心聚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县级住房城

乡建设、财政等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是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具

体组织者，要加强组织，做好服务，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建设

美好家园。农户是危房改造的具体承担者，要发挥互帮互建的

主体作用，自主开展房屋建设工作。

2.公平公正、阳光操作。各县（区）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

制定的危房改造政策，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和“政

策明白卡”等多种形式宣传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公开危房等级

评定标准、程序和评定结果，公开申请条件和程序，公平公正

确定危房改造补助对象，实行村、镇、县三级公示制度，自觉

接受群众监督。

3.实事求是、务求实效。农村危房改造严格执行有关标准，

既不能脱离实际、拔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能降低标准、影

响质量。要围绕年度任务，精准对象、精准施策、精准用力，

严禁虚假改造，切实保障农村困难群众居住安全。

（二）加强危房改造实施管理

1.提高农村危房改造质量水平。各县（区）住建部门要把

农村危房改造质量放在重要位置，下大力气解决“一些农村危

房改造质量不高”问题。要严格执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的通知》（建办村函

〔2018〕172 号），严格建设标准，明晰危房改造基本安全底线

标准，确保改造后房屋质量安全。要落实好质量责任，农村危

房改造采用自建方式的，农户和施工队对房屋质量负主体责任；

采用统建方式的，建设主体和建设单位对房屋质量负主体责任。

县级住建部门要做好质量安全基本知识宣传，加强农村危房改

造过程中的指导；要组织开展施工现场巡查与指导监督，发现

存在问题的及时提出整改意见，督促整改落实到位，确保改造

一栋、安全一栋，改造一户、安全一户，确保工程质量安全。3

月下旬开始，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对已

实施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4 类对象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工程质量

进行“回头看”，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争取 5 月中旬前全面整改

到位，切实保障农村危房改造质量水平。

2.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兜底保

障工作。要积极协调农村建筑工匠，加大对疫情防控期间困难

群众危房改造支持。鼓励通过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及幸福大院、

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置换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等方式，

解决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对于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

的特困户，各县（区）切实采取措施，兜底解决特困户住房安

全问题。

3.精准确定对象。各县（区）要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要求，优先帮助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基本安

全住房的要求，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4 类重点对象有危房改造

要求的，做到应改尽改。建档立卡贫困户身份识别以扶贫部门

认定为准，低保户和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身份识别以民政部

门认定为准，贫困残疾人家庭身份识别应由残联商扶贫或民政

部门联合认定为准。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积极会同扶贫、

民政、残联等部门做好信息比对，精准核实对象。

4.做好危房等级鉴定。各县（区）要逐户开展建档立卡贫

困户等 4 类重点对象房屋等级鉴定工作，确保不落一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脱贫退出时房屋住房安全有保障要有安全认定材料；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等 4 类重点对象房屋实行动态监管，发现一

户，改造一户，做到动态清零。

5.规范认定程序。坚持“户申请、村评议、乡镇审核、县

级审批”，规范危房改造对象的审核审批，强化责任落实。要建

立健全公示制度，将补助对象基本信息和审查结果按照相关程

序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乡镇政府要做好与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签

订合同或协议工作，并征得农户同意公开其有关信息。

6.严格控制面积。农村危房改造要严格控制建设面积，引

导农户建设既经济合理又满足使用需求的房屋，防止盲目攀比、

超标准建设导致农户举债建房等现象发生。改造建筑面积 1 至

3 人控制在 40-60 平米以内，且 1 人户不低于 20 平米、2 人户



不低于 30 平米、3 人户不低于 40 平米；3 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

积不超过 18 平米。

7.做好旧房拆除。新房建成后旧房拆除工作由县级住建部

门指导乡镇、村依法依规组织实施，消除安全隐患，各县（区）

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做到先建后拆，文明拆迁，防止损害群

众利益，拆除过程要注意安全防范工作。

8.及时竣工验收。危房改造竣工后，应及时组织验收。验

收工作由县级农村危房改造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乡

镇、村等有关人员参加，验收重点包括补助对象确定、工程质

量、资金拨付、档案资料、旧房拆除及群众满意度等。市级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进行抽查复核。竣工验收合

格后，应动员危改户及时入住新房，做到农户入住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

9.加大问题查处。持续开展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保障贫困户基本住房安全方面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专项整治，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聚

焦侵害群众利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微腐败”问题，切实

转变工作作风，保障贫困户基本住房安全。畅通问题反映渠道，

公布举报电话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分级调查处理，建立台

账，逐一核实，对于情节严重的信访问题要联合纪检监察部门

共同查处，确保问题及时有效解决，努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三）强化档案信息系统管理

健全危房改造“一户一档”台帐，做到改造一户、销号一

户，精准实施帮扶改造。及时准确将每一户危房改造对象的家

庭情况、房屋改造的进展情况录入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

行动农户档案信息检索系统。加强危房改造信息系统的动态维

护和管理，乡镇有关部门对信息录入的准确性负责，按工程实

施时间节点，适时上传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 3 张农房照片。

县（区）住建部门加强信息录入的审核管理，市住建部门定期

组织抽验核对，及时掌握工作进展，确保信息完整准确。各县

（区）要对历年来农村危房改造农户“一户一档”资料进行梳

理，对农村危房改造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农户档案信息系统中预

警信息及时核实整改，确保信息准确。

（四）严格补助资金使用管理

1.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各县（区）要严格执行农村危房改

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管理。不得将补助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与基本住房安全保

障无关的支出，不得在补助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

2.防止补助资金拨付不及时、挤占挪用和滞留。加快资金

拨付、使用进度，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并将验收合格达到补助资金拨付条件的农户名单提供财政部门。

县级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农村危



房改造补助资金的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支付给农户的补助资金，支付时间不应晚于竣工验收后 30

日，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和滞留。

3.严肃查处套取冒领补助资金及基层工作人员索要好处费。

各县（区）加强农户补助资金兑现情况检查，结合扫黑除恶行

动，坚决查处冒领、克扣、拖欠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或向享受补

助农户索要“回扣”、“手续费”等行为。加大对挤占、挪用、

骗取、套取危房改造等资金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及时将相关违

法行为移交纪检部门。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补助对象基

本信息和各环节审查结果的信息公开，及时调查处理群众举报，

建立信息反馈机制，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五）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加强中央、省级脱贫攻坚巡视以及各项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反馈问题整改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深入查摆农村

危房改造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持续巩固整改成效，确保各类问

题及时整改到位。在农村危房改造中，以农民为主体，尊重农

民意愿，防止做表面文章。严格农村危房改造管理，禁止单纯

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用于房屋粉刷、装饰等与提升住房安

全性无关的用途，坚决制止单纯的“刷白墙”现象。

精简农村危房改造管理方面文件数量，转变管理方式方法，



严格控制督查检查考核，充分利用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对

危房改造工作进行动态监测，加强日常管理；按照“四不两直”

方式开展调研和暗查暗访，带着问题，直奔现场，深入到群众

中发现问题、帮助解决困难，及时整改，督促整改到位。

持续改进和规范农村危房改造宣传方式，严控新增危房改

造标语、宣传牌，加大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做

到重实效少花钱，禁止将张贴危房改造标语、宣传牌等纳入工

作要求和考核内容，坚决防止出现危房改造形式主义问题。

（六）提高改造效果

改造后的农房应具备卫生厕所，满足人畜分离等基本居住

卫生条件；应通水、通电、通路，保障改厨、通风，保证基本

居住功能齐全；应充分调动农户积极性，将相关要求写入《危

房改造协议》；要引导农户开展院落整治，提升村庄人居环境。

要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及微信微博等

多种方式宣传危房改造补助对象及标准、申请程序等相关政策，

提高农户对危房改造政策的知晓程度。广泛宣传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成效及好的经验做法，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

（七）加强工作调度

各县（区）要统筹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要咬定目标、倒排工期、抓紧工作、强

力推进，确保如期完成任务。要健全统计制度，严格执行农村

危房改造月报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危房改造计划落实、实施进



度、监督管理等情况，每月 25 日前，报送上月农村危房改造进

度。市住建局将定期对各县（区）工作进度、成效和问题进行

通报。要健全调度制度，实施台账管理、节点管控，确保农村

危房改造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