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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建发〔2020〕20 号

临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临沧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临沧市农房抗震改造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政局：

现将《临沧市农房抗震改造试点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临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临沧市财政局   

  2020年5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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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农房抗震改造试点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

省农房抗震改造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建村〔2020〕46 号），

结合临沧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

彻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以提升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能力提升为目标，逐

步扭转农房抗震性能差、在地震中易造成农民生命财产严重损失的

局面，最大限度保障农村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群众为主，政府帮扶。农房抗震改造坚持尊重农户意愿，

以农户自主建设为主，政府给予技术帮扶指导并对建设有困难的农

户给予部分资金支持。

——因地制宜，坚持标准。结合当地抗震设防烈度和当地民居

结构样式、农户经济承受能力等实际，采取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

方式开展建设，既不拔高建设标准导致农户建房负担过重，又要妥

善解决农房不抗震的问题。

——聚焦重点，稳步推进。要优先保障贫困农户基本住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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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编制改造计划，做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目标任务

2020 年，全市计划实施农房抗震改造 69945 户，其中：临翔区

21316 户，云县 11069 户，凤庆县 5193 户，永德县 8114户，镇康县

5002 户，耿马自治县 3922 户，沧源自治县 10481 户，双江自治县

4848 户。主要支持抗震设防烈度 7度及以上的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

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实施农房抗震改造。以后年度根据省级下达计

划指标确定。

四、工作内容

（一）改造对象和范围。

1．优先解决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大排查工作中发现动态新增

4类重点对象危房、4类重点对象中住房安全有隐患的房屋和非 4类

重点对象无力改造危房户，确保第一时间完成危房改造并持续深化

问题整改落实，所有问题必须于 5 月底前全面销号清零，全面巩固

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2．各县（区）在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基础上，组织实施农房抗

震改造时，补助对象房屋须经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相关抗震技术

导则（指南）鉴定为抗震设防标准不达标的农房；已取得相关宅基

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的新建农房，农户意愿按照相关要求建设并

达到抗震设防标准的，可以纳入补助范畴。

3．优先支持抗震设防烈度 8 度及以上地区住房不满足当地抗

震设防要求的农户开展改造；纳入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和部分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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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积极性高、政府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推动较好的 7 度抗震设防地区，

可一并纳入支持范围，现已完成房屋改造的，要全面排查问题，凡

出现改造不到位的，组织立行立改。

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户不得列为改造对象：已享受危房

改造政策扶持且达到“安全稳固、遮风避雨”标准的；一户多宅且有安

全住房的；已在县城或其他地方购买商品住房的；家庭成员或户主

的父母、配偶、子女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各类违建或宅基地未经相

关部门批准的农房不得纳入改造范围。

5．因受自然灾害或房屋达到正常使用年限后不能满足当地抗

震设防要求等原因，经村、组排查统计上报新增农房抗震改造农户

经农户申请、村组评议公示、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区）级住建

部门审批后，可提前实施改造并纳入以后年度计划范畴内。

（二）审批流程。农房抗震改造对象审批流程参照农村危房改

造审批流程执行。各县（区）要重点督促乡（镇）、村（组）及时

向村民公开计划任务指标、补助标准、对象条件等内容；要督促落

实村民代表大会评议和相关公示；要加大向群众宣传政策工作力度，

确保整个工作流程公开、公平、公正。

（三）合理选择改造方式。农房抗震改造方式以加固改造和拆

除重建两种方式为主，并倡导拆除重建推广使用钢结构。各县（区）

要积极引导农户根据农房抗震鉴定结果、经济状况和改造意愿等实

际情况，实行“一户一方案”，科学选择抗震改造方式，并根据中央、

省级和市级农房抗震鉴定与加固相关技术导则指南，因地制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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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高烈度区农房抗震鉴定与加固技术导则。

（四）科学有序组织实施。农房抗震改造以农户自建为主，农

户自建确有困难且有统建意愿的，可帮助农户推荐有资质的施工队

伍开展统建。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要细化实施方案，加强农

房抗震技术力量培训，协调社会专业机构提供农房抗震鉴定和加固

改造服务，同时加强对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的管理。

（五）加大支持帮扶力度。各县（区）要统筹使用省级和本级

财政安排的资金，逐步构建农民自筹为主、政府补助引导、银行信

贷和社会捐助支持的多渠道农房抗震改造资金投入机制，并依据改

造方式、成本需求等不同情况合理确定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

档次的分类补助标准，但补助标准不得高于 4 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标准。

五、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要积极主动

向县（区）党委、政府进行汇报，及时开展农房抗震改造工作相关

事宜，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二）加快任务进度和资金兑付。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财政等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合理编制年度农房抗震改造实施

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和政策措施，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协同推进力

度，确保 10 月底前完成当年度农房抗震竣工验收，并及时兑付资金。

同时，要利用好财政提前下达资金，结合农户改造进度和施工情况，

按照最高至补助款 80%的比例提前拨款，提前支付到农户“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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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支持改造农户备工备料和保障正常施工，剩余补助资金在竣

工验收合格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足额兑付。

（三）加强资金监管管理。要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

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定期开展农房抗震项目绩

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下一年度农房抗震任务及资金的重要

依据。健全资金监管机制，加强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检查力

度，及时发现和纠正挤占挪用、截留滞留、套取骗取、重复申领补

助资金等有关问题。对于相关责任人按规定追究责任，对涉嫌违纪

违法的问题线索及时移送有关部门。

（四）加强档案管理。农房抗震改造实行“一户一档”管理制度，

批准一户、建档一户、改造一户。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要认

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检查指导，督促相关人员将农户档案信息及

时、真实、准确地录入农户档案信息检索系统（系统另行通知）；

要指导乡镇做好纸质档案台账资料，做到户档齐全、账实相符，规

范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