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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项目范畴
建设任务 项目范畴

一、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

1.健全医疗

卫生设施

推进县城与邻近地级市城区、省会城市医疗卫生设施统筹布局和

衔接配合。推进县级综合医院（含中医院）提标改造，以门急诊、

住院、医技科室为重点增加业务用房并配备必要设备，增强传染

病科室诊疗能力、重症监护室（ICU）救治能力，增加重要医疗

物资储备，预留应急空间、强化平战结合。推进县级疾控中心标

准化建设，配齐疾病监测预警、实验室检测、标本采集、现场处

置等设施设备。完善县级妇幼卫生健康服务机构，补齐业务用房

面积缺口。改造或新建大型公共设施时，应使之具备短期内改建

为“方舱医院”或应急避难场所的条件，满足救灾应急需要。发展

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2.完善教育

设施

按照县城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新建或改扩建公办幼儿

园，引导社会力量建设普惠性幼儿园。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

学标准，改善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实现校舍和场所标准化。推

动普通高中加强校园校舍设施建设，扩大培养能力、提高教育质

量。扩大职业教育资源供给。

3.改善养老

托育设施

大幅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扩充护理型床位，配置消防设施和辅助

设施。加快建设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引导社

会力量发展普惠养老。在家庭照护为主、托育补充前提下，大力

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引导社会力量建设一批综合性托育服

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

4.发展文旅

体育设施

改造商业步行街、地方特色街区及配套设施，加强老建筑活化利

用，因地制宜发展新型文旅商业消费聚集区。根据需要改扩建或

新建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完善公共文化场所功能，

建设智慧广电平台。在重要旅游景区所在县和有条件发展全域旅

游的县，完善游客服务中心、旅游道路和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

建设城市公园。建设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体育公园、全

民健身步道和社会足球场地。

5.完善社会

福利设施

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健全儿童收养体系，提升儿童福利设施和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设施水平。建设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因地制

宜配建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完善公益性殡葬服务，支持建设公

共殡仪馆和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

6.建设社区

综合服务设

因地制宜布局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逐步实现城镇居民全覆盖。统

筹卫生、就业、社保、文体、退役军人服务、儿童关爱保护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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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以及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推进家政

等便民服务进社区，打造综合性多功能的美好生活服务站。

二、推进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

7.完善垃圾

无害化资源

化处理设施

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逐步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完善生活垃圾

收运体系，配备分类清运、密封性好、压缩式收运车辆，改造垃

圾房和转运站。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终端处理设施，逐步减少

原生垃圾直接填埋。建立餐厨垃圾和建筑垃圾等回收及再生利用

体系。加快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完善医疗废物收转运设

施。因地制宜建设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在有条件县城建设规范的

回收网点和分拣中心，重点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废

纸等进行回收利用。

8.健全污水

集中处理设

施

按照“厂网配套、泥水并重”要求，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提高

管网收集能力，积极推进管网“雨污分流”，实施混错接、漏接、

老化和破损管网更新修复。因地制宜确定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标

准，结合实际对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扩容提标改造。在缺水地区

和水环境敏感地区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加快建设污泥无害化资

源化处理设施，减少污泥进入垃圾填埋场填埋量。

9.改善县城

公共厕所

重点在旧城区、人流密集区和主次干路等区域，配建补建固定公

共厕所或移动式公共厕所，利用节能环保技术配置除臭设施。改

造老旧公共厕所，分批进行拆除还建或改建。新区建设和商业开

发要严格按标准配建公共厕所。合理增加无障碍厕位和第三卫生

间，方便残疾人和儿童等使用。

三、推进市政公用设施提挡升级

10. 优 化 市

政交通设施

推进县城与邻近地级市城区交通设施互联互通，鼓励对公路等设

施进行升级改造，增强对外交通保障能力。布局建设公共停车场

和配建停车场，鼓励建设立体停车库，缓解医院、学校、大中型

商场和办公区等人流密集区“停车难”问题。推进客运站改扩建或

迁建新建，拓展客运站“运游”“运邮”功能。按照“窄马路、密路网”
方式，完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三行系统”，优化公

交站点布设，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11. 完 善 市

政管网设施

实行“从源头到龙头”的全流程公共供水保障，扩大供水管网覆盖

范围，更新改造供水水质不能稳定达标的水厂和老旧破损的供水

管网。完善燃气储气设施和燃气管网，加快建设液化天然气、液

化石油气局域供气网络。发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及清洁能源集中

供热，推进燃煤锅炉集中改造。构建源头减排、雨水蓄排、排涝

除险的排水防涝系统。在有条件县城推进路面电网和通信网架空

线入地。

12. 发 展 配 建设统一分拨中转的公共配送中心，鼓励发展共同配送等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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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投递设施 式，满足小微企业和群众日常物流分拨配送需要。支持社会力量

面向家庭用户和单位职工等受众群体，布设不同类型的智能快件

箱，提供便捷安全的“最后一百米”服务。

13. 推 进 县

城智慧化改

造

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 5G网络向县城延伸覆盖，提升县

城光纤宽带接入速率，建设深度覆盖的物联网。搭建城市信息模

型（CIM）基础平台

能快ħ 能快电能快。 E�� P  �˜ *c �é U• 6) ��
U 	4@$� �l �ð	 �@�”�Ó�&�Ô

P 

�Í+ª�Ç

)`

� 

V@ �× �$� 'Ç

1æ � �YR 5Þ,� �@ZÃ,� �@ �¢@$ �@ �P +Ç �@ TF �� �› �M�Ÿ	: #� 	: �ª 1• -l �] �˜ �› �Í � �˜ �› �Í�Á K� �Ú#��� E- �… l �Ÿ �é U• �• �· �ÁW‰ �• �£ !â � �l �� �˜ �› �Í � =ñ �� �fYR@ �Ú �fYR@ 4°K� 4Ÿ�P �
 �P 	� �‰ Eú B #º 1• 	: 0£ U•

�•

�Í

2M

�u

�F

�fYR@

7�

=…

�fYR@

6d

�$�@

Uc

�YR@

P

�" �±

�Â J

)$

�Ð )$ �û �A �ê �: '£ 7• 3ú "z

�Á �3 �Õ 	¸ <c �ú �" Kò

�@Ð

�$�@

	¸

D˜

/"@$�

4�

�P


¦

	¸ <� '£ 7• �Ú Jë�Õ 	¸ Kò %†YR@ �… 
éEB

O• �å•$�

ƒ& P�	àZJ +Ó,� �w P �ê �é 'ê #F" �Í " �& �ä �Ô �

çY(

3ô 	4@$ �˜ � #º +Õ•$ 	��ê �é &Á �� +Ó,� �d

�4

,�

�Á �� K� 4Ÿ#º B

P �U 	Õ 	¸ D˜ & (ë

.l �ê �fYR@ �Ü &û�Ô <c L3 �€.l �ê �� ���m �2 
é

U•

$ KÁ �Á �š �Õ 	à

�å �å �â@$� �‰ �• Ds D°

�-L3�€

1• *J QÁ N: 	à�� �u �5 �&

ã& QÁ *a

�±

�R

��

�� �å

E-

�·

�-

�F

�Ç

Fû

<c �U ƒ& & B´ ' Tj �Ü �å�m �2 �x �Ÿ?� �Û �å�m 	: �, +ª �˜

K� MÃ "` �� �

� �l

�l �· Tl �m �U > � �Í � 

$


¦

�é

�4

�µ

	�

3ú

�T

,€

G£

�ð

&Á

F¤@$�

�l

E-

�Ÿ

"{ D$�@ �Á �š �Õ 	à 
¦ L� & &Á F¤@$� �l �• $F 9= � �l �Ú �� Jé

�Û�•�J

6Ú

�›

K� MÃ �- .j �F �Ç Fû

Uc �YR@ *• $• 0ÆYR@ �Š �· �� �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