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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 2024 年城乡危旧房改造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湖南长沙“4·29”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

教训和盐池县惠安堡镇杜家沟村农房突发屋面塌陷意外事故教

训，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根据自治区《关于城乡危旧房排

查整治的方案》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扎实有序推进城乡危旧房整治，确保“危房不住人、住

房无隐患”，切实保障城乡居民住房安全，改善城乡居住环境和

面貌，提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基本原则

（一）人民至上，守住底线。严格落实乡镇属地安全管理责

任、房屋产权（使用）人的住房使用安全主体责任，坚守“危房

不住人、住房无隐患”底线要求，切实维护群众房屋居住权益和

公共安全利益。

（二）实事求是，统筹谋划。坚持农村“一户一宅”和城乡

居民户有所居基本原则，统筹考虑解决群众住房安全和发展生计

问题，有效防范住房安全事故、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致贫返贫风险。

（三）因地制宜，分类化解。坚持从实际出发，统筹巩固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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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等各项

政策，分类施策消除各类住房安全隐患和盲区死角，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按

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

责”的原则，加强上下协调、部门联动，协调推进人户地房管理，

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形成消除城乡住房安全隐患的整体合力。

三、工作目标

为实现“危房不住人、住房无隐患”的目标任务，做到即增

即改、动态清零，各乡镇统筹农村危旧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自

然灾害风险普查、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等工作。对 12 个乡镇排

查出的所有土坯房和 C、D 级危房（含非农业户群众），于 2024

年 12 月前完成 C 级危房加固、城乡 D 级危房存量整治及危旧房

翻建工作，不断提升城乡居民住房安全性、抗震性、宜居性，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组织领导

成立中宁县城乡危旧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城乡危旧房

整治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

组 长：伏 刚 副县长

副组长：徐 晓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成 员：刘凤娟 县民政局局长

方 强 县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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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中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张庆国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田 斌 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张 斌 宁安镇镇长

张红香 石空镇镇长

何 文 新堡镇镇长

潘 馗 恩和镇镇长

马文江 鸣沙镇镇长

靳 佳 大战场镇镇长

刘学萍 白马乡乡长

马 媛 余丁乡乡长

东志波 舟塔乡乡长

尹 磊 喊叫水乡乡长

袁永军 徐套乡乡长

张谨轩 太阳梁乡乡长

五、补助范围及标准

（一）低收入群体危房和抗震房改造

按照《中宁县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

实施方案》（中宁党办发〔2022〕20 号），对本地农业户籍且

农村唯一住房是危房或达不到抗震设防标准房屋的农户，由乡村

振兴、民政部门及时纳入农村“六类低收入群体”范围，进行危

房改造的每户补助 4 万元（其中中央及自治区补助资金 3 万元，

县级补助资金 1 万元），抗震房翻建每户补助 2.5 万元（其中中



- 4 -

央及自治区补助资金 2 万元，县级补助资金 0.5 万元），抗震房

加固每户补助 1.5 万元（其中中央及自治区补助资金 1.2 万元，

县级补助资金 0.3 万元）。

（二）非低收入群体危房和抗震房改造

（1）对规划区内（规划区划分：黄河南岸主城区范围:南至

七星渠,北至杞泰路,西至宁丰路,东至光明街;黄河北岸石空片

区范围:南至石空镇政府南侧的腾飞路,北至包兰铁路中宁站,西

至石碱公路桥,东至张裕沟）未纳入棚户区改造的土坯房及 D 级

住房由宁安镇人民政府和新堡镇人民政府负责，利用闲置安置房

以减免租金借住形式解决，待有安全住房后收回安置房；石空片

区的，以减免房租费用一年的方式安置到石空公租房；不配合拆

除危旧房的，由所属乡镇人民政府对其危房及危墙采取硬隔离措

施，坚决杜绝因墙体或房屋倒塌而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

（2）对规划区外的所有的 D 级房（不受户籍、户口性质、

唯一住房限制），在 2024 年 12 月底前拆除不建的，每户补助

0.3 万元（县级资金）；拆除后在 2024 年 12 月前翻建的，验收

合格的每户补助 1 万元（县级资金），以上拆除和翻建资金不得

重复享受。对排查出属于 C 级房的，各乡镇鼓励农户按照要求自

行加固改造，消除安全隐患。

（三）无能力、无意愿翻建群众住房保障

无能力、无意愿翻建的群众可申请公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具

体由乡镇根据公租房申请要求统一审核上报，住建局根据着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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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缓的原则统一分配。困难群众可由乡镇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申请

减免房租费用一年，一年后正常收取租金，待有安全住房后收回

公租房。无意愿申请公租房的群众，各乡镇可申请移动板房，作

为临时过渡住房，保障群众住房安全，板房由所属乡镇做好监管，

待有安全住房后由乡镇收回。

六、实施要求

（一）常态化开展危旧房安全监测。各乡镇要建立产权（使

用）人日常主动发现申报、基层干部定期巡查和发生自然灾害随

时巡查报告，对农村所有住房的地质灾害隐患、边坡防护、地基

基础、主体结构、主要部件、围护结构等方面开展日常巡查、检

查工作,加强有关安全政策宣讲,对农村住房建设、使用中的违法

行为及时劝阻,对住房安全隐患及时处置。在危房明显位置进行

挂牌管理,设置警戒线,书面告知农户不得居住或使用,形成常态

化工作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二)严格落实新建房屋安全责任。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村民

建房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对于符合政策要求的村民建房，在获

得建房审批手续后，要定期进行现场指导和检查。开工前，要对

施工方施工资质和建筑工匠培训情况进行查验，需由建筑施工总

承包三级及以上企业资质的施工单位（或者由持有相关工种等级

证合格证的乡村建设工匠组成的施工组织）进行建设，并入户告

知安全知识;施工过程中，村(社区)应加强日常巡查，每周不少

于一次，对施工人员的安全行为进行提醒，并对发现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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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上报乡镇人民政府，每周不少于一次;乡镇必须对施工现场

至少进行 3 次以上(基础、主体、装饰装修、施工机械、人员安

全防护)质量安全检查，对于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落实整改，形

成闭环管理。

（三）做好农村危改档案归档整改工作。全面做好住房信息

梳理和抗震房改造档案资料的归档整理工作，按照危旧房常态化

监测机制，定期更新隐患清单。同时，按照一村一户一档的要求，

既有电子档案也要有纸质档案，危房拆除需准备拆除前后照片、

坐标登记备案、拆除协议等档案资料。

(四)扩大城乡危旧房宣传引导。各乡镇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

媒介，广泛开展房屋安全使用常识宣传普及、房屋质量安全事故

警示教育，使“危房不住人、住房无隐患”意识家喻户晓、深入

人心。加大危房和抗震房改造有关政策、制度、标准的宣传解读，

引导群众养成“建好房、住好房、管好房、用好房”的行为意识。

做好舆情分析研判引导，及时回应群众和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的

社会舆论氛围。

附件：农村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管情况记录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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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村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管情况记录表（样表）

申请人 施工类型 □村民自建房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村民建房地址 建设方名称及施工地址

施工方单位 施工方主要负责人、安全员姓名 施工人数

施工资质检查

村民自建房 施工方资质（培训证明）：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设计方资质：

施工方资质（培训证明）：

监理方资质：

审查意见

（由涉及到的相

关机构审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职能机构审查意见：

开工前检查情况

（由涉及到的乡

镇人民政府相关

机构联合检查检

查并签字）

有无进行安全告知和教育 □有 □无 有无签订安全协议 □有 □无 有无签订安全承诺书 □有 □无

施工方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培训时间： 培训人员：

培训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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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安全监管

情况

（由涉及到的乡

镇人民政府相关

机构负责派出人

员检查并签字）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问题：

责任人签字：

整改验收情况：

验收时间： 验收人员：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问题：

责任人签字：

整改验收情况：

验收时间： 验收人员：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问题：

责任人签字：

整改验收情况：

验收时间： 验收人员：

竣工后验收情况

（由乡镇人民政

府相关管理机构

组织）

验收情况：

验收时间：

验收单位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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