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村庄建设和农民自建房

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宿建〔2021〕179 号

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

乡村振兴局：

现将《关于加强村庄建设和农民自建房管理的意见》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宿州市乡村振兴局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关于加强村庄建设和农民自建房管理的

意见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关于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的指导意见》（建村〔2021〕

47 号）、《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

管理的通知》（农经发〔2019〕6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

加强我市农村建设和农民自建房管理，全面提升农村建设水

平，加快我市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进程，从源头遏制农村

自建房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农民群众住房安全得到保障，

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更加美好、绿色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现

对农村建设和农民自建房管理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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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和关于建设现代化农村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和省、

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部署要求，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落实安全发展观，结合城乡建设实

际，加快乡村现代化建设行动，改善农村宜居宜业水平，打

造乡村更美、底色更绿、活力更足的新农村。



二、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城乡更美、

底色更绿、活力更足、百姓更富，农房建设秩序基本规范，

农村房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农民住房安全基本得

到保障。建成一批宜居型示范农房，传统建筑和传统村落保

护与传承利用水平全面提高，乡村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

护。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加大绿化美化力度，让

农村更洁净、更美好。围绕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

美、文明和谐乡风美，深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建设省级中

心村 184 个，重点自然村 440 个，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共享更

广泛。

到 2035 年，农房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高，突出村庄建

设，品质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更加美好，建设绿色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农房和村庄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明显提升。

三、重点工作

1、坚持规划引领

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

展、居民点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

注重保持乡村风貌，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

“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依法批准前，在符合乡镇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已经批准的县域乡村建

设规划、村庄布点规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村庄环境整治

规划办理乡村用地、规划许可手续。“多规合一”的实用性

村庄规划依法批准后，严格按照规划执行。对暂时没有条件

编制规划村庄的，严格按照县乡两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

用途管制和建设管控要求，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

2、严格用地管理

一是强化规划管控。村民住宅、村镇公共设施和公益事

业、乡镇企业等建设，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乡镇总体

规划、村庄规划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做到合理布局，节约

集约，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申报、审批。严格控制新增宅基

地占用农用地，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符合设施农用地要

求的，按照规定办理设施农用地手续。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

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

采石、采矿、取土等。

二是强化宅基地管理。乡镇人民政府是农村村民住宅用

地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因地制宜探索建立宅基地统一管理机

制，依托基层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宅基地

用地审查、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农房建设监管等职责，为农

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加强对宅基地申请、审批、使

用的全程监管，严格执行“一户一宅”，规范宅基地申报审



批流程，控制新增宅基地规模增长。开展农村宅基地动态巡

查，及时发现和处置涉及宅基地的各类违法行为，防止产生

新的违法违规占地现象。

三是强化建设用地现状管理。对于尚未编制规划的村庄

可暂时按村庄现有建设用地范围，对建设行为实施管理。农

村村民确需建房的，可在现有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闲置地建

房，并办理宅地和建设规划审批手续。在规划撤并的村庄范

围内，除危房改造外不得新建、重建、改建住宅。

四是强化选址安全。选址建房时要坚持“避害”的选址

原则，应综合考虑水文、地形、地质、风向、污染源、耕作

半径等因素。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段，合理避让山洪、滑坡、

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危险区，不在陡坡、冲沟、行洪河

道、行蓄洪区、低洼地、矿产采空区、地质塌陷区和其他灾

害易发地段建房。

3、强化建设管理

一是实行农房建设基本管理。全面实行农房建设“五个

基本”，即有基本的建设规划管控要求、基本的房屋结构设

计、基本合格的建筑工匠、基本的技术指导和管理队伍、基

本的竣工检查验收，不断提高农房建设管理能力和水平。

二是落实建设主体责任。施工双方应签订施工合同，明

确双方的责任。农房建设单位或个人对房屋的质量安全负总



责，承担建设主体责任。农房设计、施工、材料供应单位或

个人分别承担相应的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

三是提高农房设计水平。按照《安徽省农房设计技术导

则》的要求，不断完善农房设计图集，提供具有皖北特色而

且能为农民接受的村镇住宅建筑设计图集，免费提供给农民

选用。农房设计要充分尊重村民意见，发挥好村民主体作用，

更好地体现村民生产生活需求。要统筹主房、辅房、院落等

功能，做到寝居分离、食寝分离和净污分离，满足生产工具

存放及其它需求，适应农民追求美好生活需求。因地制宜解

决日照间距、保温采暖、通风采光等问题，促进节能减排。

鼓励设计建设无障碍设施，充分考虑适老化功能需求。要完

善水、电气配套附属设施，新建农房要同步设计卫生厕所，

因地制宜推动水冲式厕所入室。

四是提升农房质量安全。新建农房的地基基础、结构形

式、墙体厚度、建筑构造等要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建筑

施工条件，满足质量安全及抗震设防要求。要按照《安徽省

农村住房施工技术导则》的要求，指导开展农房施工建设，

确保农房质量安全。在确保农房建筑结构安全前提下，结合

当地的气候条件、传统习俗、农户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因

地制宜推广农房现代建造方式。注重采用乡土材料、乡土工

艺，加强对传统建造方式的传承和创新。鼓励使用绿色节能



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推广使用新型建筑材料，探索

采取装配式等建筑施工方式。

4、加强过程管控

一是实行联合审批制度。乡镇人民政府逐步推行农民自

建房联合审批制度，一个窗口对外受理、多部门内部联动运

行，建立宅基地和农民自建房联审联办制度，符合宅基地申

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单位提出申请，填写《农村宅基地和

建房（规划许可）申请表》，签署《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

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按照“三到场”要求现场核实，

符合条件的办理《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

二是实行质量管控制度。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农房

建设质量安全管控制度，按照《安徽省农村住房施工技术导

则》、《安徽省农房建设技术导则（试行）》、《安徽省农

房建设抗震技术规定（试行）》要求，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

管理人员在施工关键环节进行现场指导和巡查，对存在违反

农房质量安全强制性技术规范的予以劝导或制止，对不合格

的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对符合规划、质量合格的农房

按有关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村民自建农房的，要由培训合格

的农村建筑工匠或有资质的施工队伍承担。

三是实行联合验收制度 。农户建房完工后，乡镇政府组

织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房建设等部门进行联合验收，实



地检查农户是否按照批准面积、四至等要求使用宅基地，是

否按照批准面积和规划要求建设住房，是否质量达标，并出

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验收意见表》。通过验

收的农户，可以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5、提升建设水平

一是科学布局农房。农房和村庄建设要尊重山水林田湖

草等生态脉络，顺应地形地貌，不破坏自然环境、不破坏自

然水系、不破坏村庄肌理、不破坏传统风貌。鼓励新建农房

向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齐全的中心村聚集，农房和

村庄建设要注重提升农房服务配套和村庄环境，加强农房建

设风貌和结构安全引导。农房布局要根据不同住户情况和农

房类型集中布置，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建设

农房。规模较大的村落宜分为多个组团布局，顺应自然地貌，

形成错落有致的空间布局。

二是保护传统风貌。加强村落传统空间完整性和风貌格

局保护，保护好传统建筑，完善村落生活服务设施与配套服

务设施。传统村落中新建农房要与传统建筑、周边环境相协

调，营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村庄环境。提升传统民居空间品质，

改善传统民居室内照明条件，保障传统民居房屋结构安全和

消防安全。

三是塑造乡村特色。保护塑造乡村风貌，延续乡村历史



文脉，利用古树、池塘等自然景观和牌坊、古祠、古桥等人

文景观，营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村容村貌。尊重乡土风貌和地

域特色，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精心打造

建筑的形体、色彩、屋顶、墙体、门窗和装饰等关键要素，

提炼传统民居特色要素，传承优秀传统建筑文化。注重农房

单体的个性特色，注重村居整体的错落有致，体现地方色彩、

乡村风貌，以点带面促进村容村貌提升。

6、提升人居环境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因地制宜深化和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三

大革命”，继续实施村庄清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村庄

规划建设提升“三大行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美丽

乡村升级版。

盘活利用闲置农房提供公共活动空间，降低公共建筑建

设成本，拓展村民公共活动场所的提供渠道。鼓励村庄公共

活动场所综合利用。保持村内街巷清洁，做到无断壁残垣、

无乱搭乱建、无乱埋乱倒、无乱堆乱放，构建干净、整洁、

有序的乡村空间。

7、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农村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供水入农房。保证乡



村水源地的清洁安全，有条件的地方可将靠近城镇的村庄纳

入城镇供水体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合理确定排放标

准，因地制宜采用小型化、生态化、分散化的污水处理模式

和处理工艺，有条件的地方可将靠近城镇的村庄纳入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系统。村庄道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应满足村民的生

产生活需求，积极推动宽带、通讯、广电等进村入户。鼓励

使用清洁能源，推进燃气下乡，推广应用太阳能光热、光伏

等技术和产品，推动村民日常照明、炊事、采暖制冷等用能

向绿色低碳转型。

四、强化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市指导、县主导、乡镇主责、

村级主体的要求，一步步压实属地责任，落实主体责任。县

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乡镇政

府、村级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乡镇政府要充实力量，负责具

体组织实施，做好任务落地、推进实施、资源调配、上下衔

接、域内协调和督促检查等工作。严格落实村两委网格包保

责任制，强化源头管理，加强日常巡查管控。

2、落实部门责任。村庄建设和农村自建房管理事关亿

万农民居住权益，涉及农业农村、自然资源规划、住房城乡

建设等部门，要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党委政府的统

一领导下，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农村宅基



地改革和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宅基地分配、使用、流转、违

法用地查处等管理制度，完善宅基地用地标准，指导宅基地

合理布局、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利用；组织开展农村宅基

地现状和需求情况统计调查，及时将农民建房新增建设用地

需求通报同级自然资源部门；参与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

规划。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负责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计划

和规划许可等工作，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安排宅基地用地

规模和布局，满足合理的宅基地需求，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

审批和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在建

房屋的设计是否规范、施工质量是否达标、施工队伍和工匠

是否持证上岗和农村工匠培训作出具体指导。市场监督部门

根据有关部门的通报，负责指导辖区内农村经营场所渉及的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查工作，未通过竣工验收的农

房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应急管理和消防部门负责指导农

村人员密集场所房屋的消防安全管理。教育、卫健、乡村振

兴等部门根据各自工作职责负责相关工作。

3、强化工作保障。县区有关部门要统筹做好村庄建设

和农民自建房管理工作。加强业务人员培训，强化技术保障，

加强农村建筑工匠培训。探索建立乡村建筑工匠培养和管理

制度，加强施工队伍管理和技术人员培训，充实乡村建设队



伍，对有施工条件的建设队伍和农村建筑工匠做好培训并发

放资格证，确保“持证上岗”落在实处。

4、加强督导指导。强化主体责任。县区政府要加强对

乡镇（街道）政府的督促指导，对村庄建设和农民自建房管

理工作中存在违规审批、违法建房、一户多宅的，要依法从

重、从严处理；对工作中失职失责、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

干部，要严肃问责。

5、做好宣传引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开展农村建房科普教育，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房屋

安全意识，支持并自觉参与到村庄建设和农民自建房管理工

作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

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协调机制，为建设现

代化农村和美好宿州群策群力、添砖加瓦。



附件 1:农村建房流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