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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2 年市政公

用行业重点工作和复工复产指导手册》的通知 

  

吉建函〔2022〕296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

局，长春新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城乡建设

管理办公室，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城

管局(大队)、房产局：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尽快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复工复产，确
保“十四五”规划指标、年度重点任务凿实落地，现将《2022 年市政公用行业

重点工作和复工复产指导手册》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附件：2022 年市政公用行业重点工作和复工复产指导手册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年 4 月 26日  

   

  附件  

   

2022年市政公用行业重点工作和复工复产指导手册  

   

  为贯彻《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落实《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尽快推进

市政公用行业复工复产，高质量完成各行业年度重点工作，现就市政公用行业

年度任务目标、工作要求和资金来源渠道等予以明确。  
   一、2022 年工作任务及目标  

   （一）全力抓好城市燃气设施建设。全面推进燃气用户“阀、管、灶”改

造，加快老旧燃气管网更新改造，地级以上城市全部建成地下管网智能监测系

统。伴随长输管网建设进程，加快天然气门站和城市管网建设，舒兰、辉南、

安图等地要做好使用管道天然气准备，其它通管道燃气的城市燃气普及率年底



不低于 80%。城燃企业全面完成 5%储气能力建设任务，长春市、通化市、梅河

口市、延吉市、白城市等地储气设施基本建成，形成储气能力，榆树市完成规

划选址设计等前期工作。  

   （二）重点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水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推进城市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深入实施城市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排查与整治行动、工业废

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排查与评估两项工作，确保年度城市污水收集率达

到 70%或较 2020 年提升 2 个百分点，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 92%，缺水地级城市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2%（其他市县达到提升计划自设目标），污泥无害化处置

率达到 90%，有效降低工业废水对污水处理厂冲击，进一步落实排水许可制

度。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巩固地级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有

序推进长春市问题水体整改。全面开展县域城市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各地需 5
月底前完成水体排查、公示及上报，6 月底前完成排查出的黑臭水体方案编

制，年底前消除比例达到 40%。  

   （三）持续加大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力度。有序落实《吉林省内涝治理

系统化实施方案》（吉建联发〔2021〕48 号）和《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城市排
水防涝工作的通知》（吉建市政〔2022〕16号）要求，实施排水防涝设施提标

改造补短板工程，分批实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项目建设。加强城市易涝点排

查，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科学模拟对不同程度降雨的防涝能力，细化应对措

施。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和要求，严格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和技术标准。

四平市做好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用好用足国家资金，运用市场化手段，系

统化全域推进，达到国家年度绩效示范目标。推荐为 2022 年度国家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城市的单位要抓紧编制和完善方案，做好项目可研，提高成熟度。  

   （四）助力供热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提升。全省计划新建供热管网 200 公

里，改造供热管网 1000 公里，启动供热管理大平台建设，提升供热行业保障能

力。贯彻落实《吉林省城镇供热企业运行管理评价标准》和《关于建立供热市

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的指导意见》，治理“散、乱、小”，提高行业规模化、专

业化水平。  
   （五）科学实施供水管网降漏管理。全面实施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网漏

损率 25%以上的市、县年底前要降低 5 个百分点以上，漏损率 15%以上的年底前

要降低 2个百分点以上，漏损率 10%以上的降低 1个百分点。地级以上城市全

面建设监管信息平台（SCADA），实施精确化、网格化、智慧化管理，实现供水
管网精准控漏。明确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和移交时间节点，推进“老旧散小”设

施和管网改造，加装监测设施，防止水质污染和跑冒滴漏。加快推进备用水

源、备用管线、抢险力量建设，提高应对水源污染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六）加快落实地下管道设施更新改造。按照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关于

2022 年燃气等老化管网更新改造的通知》，对全省城市公共供水、排水、燃

气、集中供热等老化管网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对超过一定使用年限、材质落

后、不能满足安全稳定运行的管网实施更新改造。按照《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

施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吉建联发〔2021〕22 号），抓紧开展普查和设施建

设，努力提高智慧化管理水平。2022 年底前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智慧

水务（供水、污水 GIS）、智慧燃气和智慧供热平台，建成区相关行业主干管

网全部纳入平台管理。  

   二、基本工作要求  



   （七）推进项目前期申报。国家对中央资金、专项债等支持的项目有严格

要求，需要尽早规划，按要求做好工程项目包装，加强可研论证，不断提高成

熟度，积极列入“十四五”重大项目库，做好申请国家各类专项资金的准备。

今年，国家在旧改、棚户区改造等文件中都对燃气管网等老化更新改造给予了

政策倾斜，需在认真排查的基础上，针对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的问题隐

患包装改造项目，有条件的今年实施，条件暂不具备的，争取“十四五”期间

改造完毕。各地需按照省厅《关于对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及开复工情况实施日调

度的函》有关要求强化工作调度。  

   （八）加快复工复产进度。根据城市疫情状况，制定复工复产计划，对受

疫情影响的工作立即调整安排，抢时间、抓进度，尽量不耽误全年工作。加快

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进度，将前期未落实排查的企业经营、管网设施、
老旧小区、商业用户以及瓶装液化气场站管理等方面进行细致摸底排查，建立

台账。抓紧落实环保督察整改要求，推进整改措施落地；做好黑臭水体排查工

作准备，确保 6 月份全面启动；积极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抓好管网前期排

查和积水点治理，防止内涝发生。严格开复工条件，扎实落实复工复产人员闭
环管理等各项防疫措施，积极帮助协调解决开复工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在确保

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稳妥有序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抓紧组织企业新建

项目开工、续建项目复工。  

   （九）落实安全生产要求。紧盯城镇燃气安全整治、管网更新改造、城市

排水防涝、智能监测设施建设等重点安全任务，逐项梳理对照，逐项狠抓落

实。抓好复工复产中工程质量安全，严禁无审批施工、无设计施工、无资质施

工、无验收交付使用。各类项目建设必须按照要求做好专业管线保护工作，尤

其涉及燃气管线施工，要落实三方会签，做到“六个 100%”，确保管线安全。

强化供排水、供气、供热行业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加强教育培训，严格执行技

术规程，完善作业制度和应急预案。  

   （十）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积极帮助用水用气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轻压

力，因受疫情影响，2022 年 3 月、4月欠费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停水、不停
气，经申请审核通过后减免在此期间产生的欠费违约金，欠费交纳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5月底。优化新开工企业水气报装办理，优化办水办气流程，除设计、

施工及道路占掘手续外，供水办理时间不超过 2 个工作日，供气办理时间不超

过 5 个工作日。对规模较大企业用户落实专班对接、专人帮办、跟踪服务。  
   （十一）加大复工帮扶支持。供气、供水等企业要率先复工，做好安全检

查和供应保障。复工复产前加强燃气场站、管线设施及餐饮等用气企业的安全

检查，符合安全条件才能供气。加快燃气企业、人员资质证照办理。从业人员

资格证和各地办理的企业许可，截至 2022 年 3月 11 日有效期届满的，有效期

统一延至 2022 年 5 月 31日。在此期间内需抓紧帮助协调办理完毕。加强对管

网改造等项目的统一协调，做到一次破路、同时施工、专业恢复，帮助企业解

决施工受阻和形成“马路拉链”等问题。  

   三、有关资金政策说明  

  紧跟国家中央预算资金投入、试点城市建设、专项债发放等具体要求，及

时进行项目整合，确保符合条件的项目都能获得中央资金支持和相关金融政策

帮扶。  

   （十二）中央预算内资金。1.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资金。发改委印发

的《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发改环资规



〔2021〕655 号），支持污水处理、污水资源化利用等成熟项目。2.燃气管网

等老化更新改造资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2022 年

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的通知》（建城函〔2022〕15 号），中央预

算资金支持改造材质落后、使用年限较长、运行环境存在安全隐患、不符合相

关规范标准的燃气、供水、供热、排水管道设施更新改造。3.旧改、保障性住

房专项资金。《吉林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2 年第三批（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报相关

工作的通知》（吉发改投资联〔2022〕102 号），用于老旧小区改造燃气管道

等老化更新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排水设施建设资金。《吉林省发展

改革委关于下达全省排水设施建设 202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吉发

改投资﹝2022﹞182 号），下达 2022 年中央预算内排水设施建设资金 1.3 亿
元，用于支持 12 个市县共计 18 个项目。  

   （十三）专项债券支持。按照《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

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号），支持供水、供热、供气及地下管廊等基

础设施，城市污水等生态环保设施等领域。专项债券用于政府主管部门或国有
平台公司等主导，能够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项目。需要纳入政府基金预算管理，以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要按照工作要求抓好项目储备、提报需求、项目遴选，确保更多项目使用专项

债券。  

   （十四）金融机构贷款。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资金需求量大，投入回报

时间长，财政补贴困难，企业自身资金有限，需要多渠道融资来解决。充分利

用市政公用设施公益性、垄断性的特点，运用政府特许经营权、收费权等加强

与商业银行合作，争取更多的建设资金，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模式。  

   （十五）政府、企业投资。政府要加大对国有市政公用企业的投入，不断

提高企业建设标准，加强政府产权管网设施更新改造，提高管网的安全水平、

保障能力和环保要求。督导民营企业主动投入，推进设施更新，提高管理水

平。引导无力对场站、管网等实施改造、经济实力比较弱的企业兼并重组，减
量增效，通过引进优质企业，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和建设水平。全面落实中央巡

视、环保督察、安全检查等工作整改要求。  

   （十六）省级奖补资金。省级每年设有一定数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奖补

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企业实施一定比例的资金补助，根据工作重点分别
用于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污水提质增效等基础设施建设。各地需提前准备，根

据省厅要求推动相关项目建设，积极组织申报和审核把关，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