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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县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方案

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

任务的通知》（晋建村函〔2021〕200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

实际，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目标和原则

（一）工作目标

根据工作安排，2021 年我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为 16 户，其

中四类重点对象为 5 户，边缘易致贫户为 11 户。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分期分批推进。根据群众的经济状况，按照

先无房、D 级危房户，后其他困难住房，先“四类重点”对象，

后一般贫困户的要求，科学统筹，分批推进。

——因地制宜，分类分户解决。结合实际情况，既要切实解

决农村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又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区别不同对象和住房困难类型，按照旧房维修、危房改建、无房

新建等不同类型逐户解决。

——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参与。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

要立足于农户自力更生，鼓励群众互帮互助，建立政府补助、住

户投入、社会帮扶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的机制。

——节约用地，坚持一户一宅。解决农村困难群众新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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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收回原宅基地，防止在危房改造工作中，造成土地资源的

浪费。

二、方法和措施

（一）补助对象

1、补助对象。补助对象为四类重点对象和边缘易致贫户，

其中四类重点对象必须是已经录入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

检索系统台账当中并纳入改造计划的农户，要严格区分“四类重

点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和贫困

残疾人家庭）。

农村危房是指依据《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

（建村函[2009]69 号），经鉴定属于整栋危险（D 级）和局部危

险（C 级）的农村危旧房屋。本次下达任务实行鉴定认定全覆盖，

必须全部组织实施改造前住房危险性鉴定和改造后住房安全性

认定。

2、对象认定。认定农村住房对象，按下列规定执行：

（1）扶贫中心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认真认定因病因灾因意外

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

难家庭；扶贫中心负责认定农村易返贫致贫户、符合条件的其他

脱贫户；

（2）民政局负责认定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农村低保边缘家庭；

（3）残联和民政局负责认定贫困残疾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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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边缘易致贫户身份识别由各乡镇、村确定，原则上为

处于当地贫困边缘线，家庭年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 1.5 倍的

困难家庭。

县城规划区内的农村住房困难户，不在此次解决的范围；已

经或规划在地质灾害治理搬迁村、整体移民搬迁村的困难群众住

房问题，在整村搬迁时一并解决。今后，解决经县民政局认定的

扶贫搬迁群众住房问题时，可适用农村危房改造方案政策，但不

能重复适用其他优惠政策。

3、下列人员不得申报：

（1）行政、事业及国有企业单位公职人员。

（2）县、市（区）网签购房人员。

（3）工商注册登记人员。

（4）车辆管理登记人员。

（5）购买大型农机（具）人员。

（二）改造方式

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时，坚持个人自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

多方面多渠道筹集解困资金；坚持旧房利用与新房建设相结合，

多方式多手段推进改造工作。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要与目前正在开展的相关村庄建设规划

诸如美丽乡村规划、人居环境改善试点村庄规划、乡村振兴发展

规划等衔接和协调，在政策支持、资金支持、空间布局等方面进

行科学统筹，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危房改造有序实施和村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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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发展。采取新建、置换、修缮等方式，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

1、新建住房：对无房户或现住房经鉴定为 D 级危房的，可

采取新建的方式解决。

2、置换住房：对于无房户，除采取新建住房外，还可在本

村置换解决。

3、修缮住房：对于现住房经鉴定为 C 级的，可采取修缮方

式对房屋主体结构进行修缮，满足安全居住要求。

（三）改造要求

1、建设标准 。农村危房改造应达到最低建设要求标准，改

造后房屋需建筑面积适当、房屋结构安全、基本功能齐全。原则

上，改造后房屋的主房建筑面积实行上下限控制，1 至 3 人户上

限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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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低于 13 平米。用于谷物储藏、农具放置等

用途的辅助用房，不计入主房建筑面积。既要防止群众盲目攀比

超标准建房，又要防止改造后农房达不到最低建设要求。

因实际情况确需超标准建设的，由乡镇和村委负责审核认

定。重建房屋原则上以农户自建为主，农户自建确有困难且有统

建意愿的，各乡镇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帮助农户选择有资质的

施工队伍统建。100 人以下的村庄，按全省整村移民搬迁政策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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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标准。农村危房改造以改变房屋院落面貌、消除房

屋安全隐患为前提，确保住房“安全、实用、经济”。

3、改造要求。各乡镇要严格落实“为农村经济最贫困、住

房最危险的困难家庭解决最基本的安全住房”要求，确保对象认

定公正、房屋质量安全、资金足额到位。

4、档案管理。要建立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纸质档案，包括农

户纸质档案表、农户申请表、农户申请书、村委评议公示、县级

审核审批、协议等相关材料，严格档案管理，一户一档，确保农

户档案全面完整。

（四）补助标准

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时，每户平均补助 14000 元。其中

采用置换方式的需提供买售双方的相关交易凭证；采用修缮方式

的，修缮后经第三方机构评估后进行补助。

（五）资金筹措与管理

1、资金筹措。根据文件精神，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

共同配套解决补助资金。

2、资金管理。中央、省、市财政专项补助资金下达后，连

同我县的补助资金一并在银行专户储存管理。由县财政将补助资

金拨付至乡镇财政专户，由乡镇财政专户以“一卡通”方式拨付

至危房改造户账户，补助资金拨付凭证要在信息系统中上传照

片。

（六）工作程序



—6—

危房改造工作按照下列程序开展：

1、个人申请。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家庭，向村民委员会提

出书面申请，填写《山西省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申请表》，

并提供户籍、住房和低保等证明材料。

2、评议公示。村民委员会对收到的申请表，经村民代表会

议进行评议，初定改造对象，并予以公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评议公示后，对符合条件的，由村民委员会签署意见上报所属乡

镇；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向申请人说明情况和依据。

3、审查公示。各乡镇要对各村上报的申请材料，及时进行

审查。并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

的住房和家庭经济情况等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报县扶贫

中心（建档立卡贫困户）、县民政局（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县残联（贫困残疾人员）、乡镇村委（边缘易致贫户）

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将材料退回所在村委会，并说明原因，做

好群众解释工作。审查结果要在乡镇政务公开栏进行公示。

4、核准上报。县住建局对乡镇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汇总，

对符合条件的，核准其享受住房改造优惠政策。

5、组织实施。各乡镇要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认真组织落实

本地解困工作，并建立相应的工作目标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全面、

真实地做好信息录入，特别是危房改造前、中、后照片等信息要

素，不得缺项漏项。

（七）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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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 5 月底前把农村危房改造任务落实到村、到户；同时

将改造农户档案信息录入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检索系统，

并将纸质文档汇总上报县住建局；10 月底前全面完成改造任务。

三、组织和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农村危房改造是党中央、国务院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省

委、省政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重要内容，其工作涉及面广、

政策性强、工作量大。各乡镇、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

导，落实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积极

推进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工作。

（二）明确工作责任

各乡镇人民政府是农村危房改造实施主体，要成立农村危房

改造质量监督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报县住建局备案。各

乡（镇）乡镇长为第一责任人。

县住建局负责将危房改造任务分解到各乡镇，政府督查室定

期对各乡镇危房改造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有必要时进行

通报。县财政局要按照年度解困任务，负责制定解困资金筹措方

案，监管危改资金使用，推行县级财政直接将补助资金支付到危

改户“一卡通”账户的制度。县扶贫、民政、残联负责认定各乡

镇住房改造户身份识别的审核认定工作。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住房

保障工作的土地供应和使用监管工作。

（三）完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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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层层分解解困任务、级级落实目标责任、及时反馈工

作信息、定期督查解困工作、年终考核目标任务”的目标工作责

任制，建立长效、动态的解困工作机制与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

公示制度、严密审核制度、透明资金拨付制度，实行专项管理、

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到户，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发现问题，

严肃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四）质量监管和竣工验收

1、严格落实农村危房改造质量监管，因质量监管工作不到

位而发生质量事故的，将严肃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2、加强对农村危房改造农户建房选址的指导监督。各乡镇

人民政府要组织力量对农村危房改造户建房选址进行监督指导，

保障农房选址安全。农房选址应避开地震断裂带、地下采空区、

架空高压线、高陡边坡等。要精心规划、科学选址，所选点要方

便群众生产生活。

3、加强对农村危房改造旧房拆除的安全监管。各乡镇政府

要将农房拆除工作纳入建筑安全生产管理范围，制定切合实际的

农房拆除安全指导意见。农村房屋拆除工作原则上应在有资质的

施工单位或农村建筑工匠的指导下进行，农户自行组织旧房拆除

的，房屋拆除前，户主应向所在地的村委会和乡镇政府报告备案，

增强村民建房的安全防范意识，避免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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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对建材产品的监督检查。各乡镇政府要组织力量，

对农户所购建材派专人检查验收，有产品合格试验单才能使用，

确保农村危房改造所使用的建筑材料质量达标。

5、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安全检查。县住建局要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农村危房改造质量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

不符合建房质量的，书面告知乡镇政府，并提出处理建议，做好

检查记录，责成其认真整改，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对个别有

严重质量问题的房屋，要采取坚决措施，责令其停工，该拆除的

要拆除，决不留有隐患，决不能让新建的房屋变成新的危房。要

把建房质量与发放补助资金结合起来，凡建房质量不符合要求

的，暂缓发放补助资金。

6、强化管理，完善档案。为加强对农户建房质量的管理，

执行农户建房质量验收签字制度。乡、村两级要按照实际情况，

认真选派质监员下到农村危房改造现场，按照施工规范等规定，

对房屋的基础、主体结构、屋面三个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检查，村

委主任、乡镇具体负责人、质检人员、施工人员和建房农户要在

《长子县农村危房改造建房质量检查表》上签字，合格的方可进

入下道工序，不合格的应立即责成其整改，直至合格为止。《长

子县农村危房改造质量检查表》要存入农户个人档案备查，并作

为农村危房改造验收的主要内容之一。

7、竣工验收。农户危房改造竣工入住后，原则上应拆除原

有危房，消除安全隐患。各乡镇组织验收工作，逐户竣工验收。



—10—

验收内容包括改造任务完成情况、工程质量、档案建立与管理情

况、配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并形成验收报告。确保严格做到

“对象认定公正、房屋质量安全、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做好舆

情监控，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县住建局联合各有关单位，对危房

改造完成情况进行抽查，抽查率不低于 40%。

附件: 1.长子县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领导组

2.2021 年各乡镇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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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子县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领导组

组 长：甄秦峰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李晋平 副县长

张树军 副县长

成 员：张宇峰 县政府办主任

鲍旭岗 县政府办副主任、金融办主任、住建局负责人

杨震东 县发改局局长

常 凯 县财政局局长

王慧刚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王振龙 县民政局局长

马晓厅 县扶贫中心主任

王 华 县残联理事长

崔向荣 县住建局主任科员

各乡镇乡镇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办公室主任由鲍

旭岗兼任，副主任由崔向荣兼任,具体负责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各

项工作。联系电话：832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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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长子县2021年各乡镇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分配表

乡 镇
任 务（户）

备 注
四类重点对象 边缘易致贫户

丹朱镇 1 0

鲍店镇 1 0

石哲镇 1 1

大堡头镇 1 1

慈林镇 0 1

色头镇 0 1

南漳镇 0 1

宋村镇 0 1

南陈镇 1 1

碾张乡 0 1

常张乡 0 1

横水林区管理中心 0 1

王峪景区管理中心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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