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厦府办〔２０２１〕１２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２１年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厦门市２０２１年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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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２０２１年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实施方案

为落实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部署,进一步完善城乡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功能,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根据«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方位推动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

发展超越行动计划›的通知»(闽委办发〔２０２０〕２８号)、«省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２０２１年全省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

(闽政办〔２０２０〕６８号)要求,结合«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全方位推动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超越以更高水平建设

高颜值厦门行动计划›的通知»(厦委办发〔２０２１〕５号),开展２０２１

年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重点任务

(一)居住品质提升

１．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工作任务:完成改造２．５万户２０００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

工作内容:按照“先民生后提升、先地下后地上、先功能后景

观”的原则,完善小区配套设施,重点解决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服务

缺失、智能化程度不高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小区建筑物本体

和周边环境适度提升改造,推动老旧小区宜居度整体提升.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资源规划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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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园林局、市通信管理局

２．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工作任务:新开工安置型商品房项目１０个.

工作内容:对零星危旧房,按照政府引导、群众自建、适当补助

的原则,推进综合整治和改造;对建成时间长、整体环境差、结构安

全等级低的危旧房,推动成片区改造.推广安置型商品房建设模

式,全市新开工１０个征迁改造项目.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住房局、市财政局、市

资源规划局

３．房屋安全专项治理

工作任务:基本建立房屋安全常态化管理体系.

工作内容:完善房屋安全管理平台,所有房屋建立“一楼一档”

“健康绿码”.健全房屋安全管理体制,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完善

房屋安全管理制度.推动暂时清人封房的重大安全隐患房屋长效

处置,及时消除经营性农村自建房安全隐患,基本建立房屋安全常

态化管理体系.

牵头单位:市住房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应急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执法局

(二)交通品质提升

４．城市道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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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打通一批“断头路”,高速公路增设互通口.

工作内容:推进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修编,优化城市道路功能和

路网结构,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加快编制完善城市快速路

建设方案并尽快启动建设,推进国省干线城镇过境段与城市快速

路的融合衔接.在城市周边高速公路增设互通口,提高交通疏散

能力.

牵头单位:市交通局、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

资源规划局

５．农村公路提升

工作任务:完成农村公路新建、改造及设施完善３０公里以上.

工作内容:深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要求,按照市交通局、市乡村振兴办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支持“三农”工作补齐发展短板措施建设“四

好农村路”三年行动方案»(厦交规〔２０２０〕６号),抓紧实施三年行

动建设计划项目.２０２１年全市要完成农村公路新建、改造及设施

完善３０公里以上,在２０２１年底实现全市通自然村(组)道路硬化

率１００％.

牵头单位:市交通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资源规划局、市

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

６．公共交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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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完成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

工作内容:认真做好厦门地铁３号线(火车站－蔡厝段)运营

筹备工作,确保上半年开通初期运营.推进公交首末站、枢纽站建

设.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继续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积极争

取国家财政支持,鼓励大、小金龙等汽车制造企业扩大新能源汽车

生产.鼓励扩大新能源汽车销售,确保完成省工信厅下达的年度

推广任务.全市新增公交线路１０条,优化调整公交线路２５条.

巩固村村通客车成果,逐步加密镇村公交线路,完善岛外公交线网

覆盖范围,完成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加快构建三级农村物

流网络体系,依托公交首末站,增设货运集散、快递分拨等综合功

能,鼓励大中型物流企业向农村布设配送网点,建立城乡一体化的

配送网络,继续加强合作推进“邮(政)供(销)快递进村”网点建设

工作,争取２０２１年新建合作网点１家.

牵头单位:市交通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建设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商务

局、市邮政管理局、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社

７．公共停车设施建设

工作任务:新增３０００个以上路外公共停车泊位.

工作内容:重点针对居住区、公园景区、医院、中小学、地铁站

点等区域加大公共停车场建设力度,盘活现有停车资源,新建成一

批立体停车库.启动建设５处大、中型换乘停车场.全市新增

３０００个以上路外公共停车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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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交通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资源

规划局

８．慢行示范区建设

工作任务:建设慢行示范区１个.

工作内容:开展人行道、街道的全要素规整,完善盲道等无障

碍设施,构建安全舒适、低碳环保的步行系统,形成连接绿道,串联

山水、景点、商圈的城市慢行示范区,推进１个以上慢行示范区建

设.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

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交通局

９．交通整治

工作任务:推进１０条主次干道“微整治”、５处交通“微枢纽”

建设.

工作内容:实施道路微循环、路口微改造、信号灯优化等整治,

提升通行效率,推进１０条以上主次干道“微整治”.加快完善岛内

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综合交通承载能力,推动建设５处交通

“微枢纽”.开展电动自行车及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放专项整治,

强化“路权”管理.进一步促进车路协同系统发展,推进跨江跨河、

技术复杂的桥梁的智能监控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提升道路综合服

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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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大交通办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交通局、市市政园林局、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市执法局、市建设局、市财政局

(三)水环境品质提升

１０．排水防涝设施建设

工作任务:建设雨洪公园１个、新建改造雨水管网６０公里.

工作内容:选择１处易涝低洼区域,结合滞洪整治建设雨洪公

园.强化城市易涝点隐患整治和完善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新建改

造雨水管网(渠)６０公里.推进杏林湾排涝泵站工程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推动排水管网排查、疏浚、修复、建档等工作.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市水利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交通局、市财政局

１１．城乡供水改善

工作任务:新改建城市供水管网７０公里.

工作内容:改造完善城市供水管网,新改建供水管网７０公里,

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１０％以内.基本建成西水东调原水管道

工程(二期泵站及电源总配),加快推进石兜、莲花、汀溪水库水源

连通工程(石兜水库至西山水厂段).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市水利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

１２．农村饮用水品质提升

工作任务:基本完成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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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基本完成２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推进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摸底排查、保护区(或保

护范围)划定、边界标志设立、生态环境问题清理整治工作,基本完

成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整治.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水利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

资源规划局、市市政园林局

１３．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工作任务:新改建、修复城市污水管网８０公里.

工作内容:继续推进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进一步提高

收集率和处理率,巩固提升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全市新

建、改造、修复市区污水管网８０公里,完成省级下达的污水集中收

集率和进水 BOD 浓度目标.继续推进新改扩建污水处理厂建

设,增加污水处理能力２０万吨/日.市区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９０％以上.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

１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

工作任务:推进１０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

工作内容: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快推进１０个村

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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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市

农业农村局

(四)风貌品质提升

１５．城市园林绿化提升改造

工作任务:新增或改造提升郊野公园１平方公里、公园绿地

１００公顷、绿道４０公里.每区各完成口袋公园５个、立体绿化５

处.

工作内容:以建设“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为目标,继续巩固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成果,深入贯彻落实全市高颜值大会要求,按

照“间绿透绿、显山露水”城市园林绿化理念,完成新增或改造提升

城市园林绿地面积４００公顷(其中公园绿地１００公顷)、郊野公园

１平方公里、绿道４０公里.每个区完成新建或改造提升５处以上

立体绿化、５处“口袋公园”.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

１６．城乡建筑风貌品质提升

工作任务:启动２个重点区域城市设计,开展１个“崇尚集约

建房”区(片区)建设,整治既有裸房４５００栋.

工作内容:推进城市中心区、滨水地带等重点区域城市设计,

启动五缘体育公园、滨北超级总部商务区２个重点区域城市设计.

落实农民建房用地保障,规范宅基地审批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编制具有地域风貌的农村住宅建设通用图集或建筑立面图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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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农房审批按图集管控.开展“崇尚集约建房”建设.整治既有裸

房４５００栋.

牵头单位:市资源规划局、市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执法局

１７．魅力休闲空间建设

工作任务:推进一批魅力休闲空间建设.

工作内容:以干净、整洁、有序、添彩为原则,坚持绿化与美化

相协调,生态、景观与文化相统一.加强乡村古树名木保护,建设

一批古树小公园,形成一树一园、一树一景.因地制宜利用滨水沿

岸现有公园,建设亲水步道、运动慢跑道、休闲骑行道.在街头绿

地、社区公园等开放空间,合理配建儿童、全民健身设施,为市民提

供更多的游憩健身空间.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财政局、市海洋局、市

资源规划局、市体育局、市交通局、市水利局

１８．城市夜景照明提升

工作任务:推进城区道路路灯LED节能改造４０００盏.

工作内容:强化和提升重要节点、走廊夜景照明品位,有序清

理城市中心区主次干道霓虹灯、LED走字屏等.实施城区道路路

灯节能化改造工程,全市推进LED节能改造４０００盏以上.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市建设局、市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财政局、市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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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历史文化保护利用

工作任务:推进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第二批街巷整治,推进２

个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整治提升.

工作内容:推进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第二批街巷整治提升.

推进同安区莲花镇白交祠村、翔安区新圩镇金柄村２个传统村落

的改善提升.新公布一批历史风貌建筑.

牵头单位:市资源规划局

责任单位:思明区政府、同安区政府、翔安区政府,市文旅局、

市财政局、市建设局

(五)管理品质提升

２０．城市网格化管理提升

工作任务:以智慧城管建设规划为指引,加快建设和完善数字

化城市管理系统.

工作内容:加快建设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６月底前完成城

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初步建设,并向区、镇(街)延伸,完善四级

网格.逐步整合各相关职能部门数据资源,１１月底前初步推进解

决部门间日常协同问题.

牵头单位:市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公安局、市

工信局、市应急局、市委政法委

２１．杆线设施整治

工作任务:完成多功能灯杆１５００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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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加快推进各类杆(塔)共杆建设,重要节点推广多功

能智慧杆,结合新改扩建城市道路完成多功能灯杆１５００根.制定

公共空间“多杆合一”建设改造标准,中心城区主次干道实施杆线、

箱柜专项清理.推进村庄杆线规整,拔除、清理村庄废弃杆塔、线

路,引导合理共杆.

牵头单位:市通信管理局、市市政园林局、市交通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财政局、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市邮政管理局、铁塔公司

２２．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工作任务:建成垃圾分类示范片区２个.

工作内容:根据省住建厅统一安排,推进２个街道垃圾分类示

范社区创建工作.随着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日处理其他垃

圾１５００吨)建成使用,全市已基本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２０２１

年开工建设东部垃圾焚烧厂三期(日处理能力１５００吨)和东部餐

厨(厨余)垃圾处理厂一期(餐厨垃圾日处理能力４００吨),满足全

市垃圾增量处理需求,并争取同安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力

４０００吨)的选址落定,匹配未来１０－１５年全市垃圾增量处理需

求.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

商务局

２３．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２１—



工作任务:实现城乡环卫保洁一体化运营管理和城乡生活垃

圾分类全覆盖,完成常态化农村垃圾治理督导.

工作内容:继续开展农村垃圾治理督导.一是持续开展实地

调研指导.每月对各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实地调研指

导,督促各区提升农村清扫保洁、垃圾收集转运和农村公厕管养水

平;二是持续开展季度巡查.对各区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和公厕

建管工作开展巡查,督促所属镇街逐项开展整改;三是持续督促问

题整改.做好巡查发现问题回头看,督促各区及时整改到位.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商务局

２４．村庄清洁行动

工作任务:推进村庄环境干净、整洁,不断提升宜居水平.

工作内容:拓展优化“三清一改”内容,由“清脏”向“治乱”拓

展,由村庄面上清洁向屋内庭院、村庄周边拓展.结合“厕所革

命”、污水垃圾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工作和爱国卫生运

动,健全长效保洁机制.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健委、市

市政园林局

２５．绿盈乡村建设

工作任务:建成２０个绿盈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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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梯次推进富有绿化、绿韵、绿态、绿魂的乡村生态振

兴村建设.加大专业指导服务力度,帮助基层找准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短板弱项,统筹项目资金,加快实施一批提升工程,２０２１年全

市建成２０个绿盈乡村.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政园林局

(六)启动建设一批试点示范工程

２６．创建新区(组团)建设样板

工作任务:创建１个新区(组团)建设样板.

工作内容:根据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与重大片区指挥部联

合,创建１个新区(组团)建设样板.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

专项规划和城市设计要求进行前期研究,推进片区控规编制工作,

通过加强建设项目空间保障,强化规划统筹引领资源要素保障,优

化决策传导与规划统筹进而提升片区品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和

城市景观优化,确保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落地.

牵头单位:市资源规划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

市政园林局

２７．创建老城更新样板

工作任务:创建１个老城更新样板.

工作内容:推进厦门湖滨片区城市更新,完成过渡幼儿园、过

渡小学、过渡中学建设并投用;结合片区拆除交地情况逐步启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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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置房建设;启动规划的５所新建学校的开工建设;启动市政设

施配套的建设;争取出让两幅商品住宅用地.计划实施项目６个,

总投资６９．４３亿元,２０２１年度投资６．７３亿元.重点推进:一是过

渡幼儿园、过渡小学及过渡中学建设;二是加快启动安置房建设.

牵头单位:市资源规划局

责任单位:思明区政府,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市

政园林局、市建设局

２８．创建县城(城区)品质提升样板

工作任务:创建１个城区品质提升样板.

工作内容:按照市委“岛内大提升”的决策部署,选取一个城市

中心地区危旧房集中,环境品质较差的片区,按照 “一年全面铺

开、两年初具规模、三年基本建成”的工作目标,以征拆交地、安置

房建设、项目招商、安全生产为抓手,扎实推动片区更新工作.完

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整治环境景观.

牵头单位:市资源规划局

责任单位:思明区政府,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市政园林局、

市建设局

２９．创建集镇环境整治样板

工作任务:创建集镇环境整治样板１个.

工作内容:选择１个镇所在地集镇开展环境整治,打造人文气

息浓厚、地域特色彰显、社区治理有序的宜居集镇.精选一定规

模、资源良好的集镇居民集中区,进行微整治、微改造.完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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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垃圾治理,配套建设居民交流休闲空间,植入地域特色文化,

活化利用老旧建筑,提升既有建筑风貌,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责任单位:集美区政府、同安区政府、翔安区政府,市资源规划

局、市市政园林局、市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通信管理局、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３０．创建新时代农村社区建设样板

工作任务:创建新时代农村社区建设样板１个.

工作内容:精选依山傍水、周边风景资源良好的新增建设用

地,适度降低容积率,突出地域建筑风貌,配套建设休闲交流公共

空间,传承创新传统文化,打造宜居农村社区.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

责任单位:集美区政府、同安区政府、翔安区政府,市资源规划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交通局、市市政园林局

３１．创建花漾街区建设样板

工作任务:创建花漾街区建设样板１个.

工作内容:选择岛内１个商业集中、人流密集老城区的重要节

点,推进街道、广场、零星杂地、街头小绿地等综合整治,强化绿化

花化彩化和休闲绿地广场建设.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市建设局、市执法局

３２．创建特色园林风情道路建设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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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创建特色园林风情道路１条.

工作内容:继续实施“跨岛”发展战略,岛内进一步拓展城市中

心区的绿色公共空间,围绕“干净、整洁、有序、添彩”的原则,挖潜

增绿增彩,着重在立体绿化上下功夫;岛外结合新城建设绿道.启

动１条特色园林风情道路建设,在新建和改造道路工程中,多用市

树、乡土树种和适生树种,突出植物特色,打造舒适出行环境,提升

高颜值生态花园城市形象.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财政局

３３．创建城市主干道整治样板

工作任务:创建城市主干道整治样板１条.

工作内容:推进建设１条城市主干道整治样板,整合现状地下

管网实施架空线缆化,将原有的电缆线转入地下,拆除道路沿线的

电线杆、电缆铁塔等,增加城市美观度;实施“多箱合一、多杆合

一”,净化人行道空间,完善道路无障碍设施,规整窨井盖及隔离设

施,推行坡道口零高差,优化慢行系统建设;对主干道绿化景观进

一步美化,形成“一步一景”“一路一景”,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实

现生态宜居,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财政局、市交通

局、市通信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市财政局,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铁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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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创建水环境综合治理区域样板

工作任务:创建水环境综合治理区域样板１个.

工作内容:推进１个以水环境综合整治为主要内容的区域整

治,重点以海绵城市建设为抓手,结合防洪排涝、滞洪区整治等,建

设雨洪公园.

牵头单位:市市政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相关片区指挥部,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

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

３５．创建城市精细化管理街区样板

工作任务:推进中山路样板街区的治理提升工作,创建中山路

城市精细化管理街区样板.

工作内容:整修立面,归整建筑物附属物和管线,规范广告牌

匾设置,提升路面景观及市政设施,完善夜景工程,深化落实“门前

三包”,完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牵头单位:中山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指挥部

责任单位:思明区政府,市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建设局、市市

政园林局、市财政局

二、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市级城乡建设品质提升领导小组,

统筹推进全市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

长;下设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两个品质提升工作组,由市政府分管

领导任组长,工作组办公室分别挂靠市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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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明确固定人员,根据工作需要集中办公,负责推进日常具

体工作.两个工作组要加大统筹协调推进力度,每月通报进展,每

季度召开现场会或交流会.各区政府要落实属地责任,相应成立

领导小组,按照“难、硬、重、新”行动要求,细化制定工作计划,定期

协调推动,解决突出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牵头单位:市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市政园林局、市资源规划局、市财政

局、市住房局、市执法局、市交通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大交通办、市

重大办、市重点办.

(二)加快项目建设.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规范审批前置条件,压减报建审批时间.加快规划选址、用地、

用海、环评、水土保持等前期工作,加大征地拆迁、市政配套、水电

接入、资金落实等推进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落后的项目,要

明确责任单位,研究落实解决问题的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

牵头单位:市重大办、市重点办

责任单位:市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发改

委、市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政园林局、市审批管理局、市财

政局、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三)落实资金保障.要结合各自发展基础和财力状况,多渠

道加大投入,合理保障建设运维资金.调整优化专项支出结构,按

轻重缓急,在年度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以奖代补资金,重点强化对

区、镇(街)的正向激励.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城乡建设项
—９１—



目建设.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市发改委、市建设局、市市政园林局、市

农业农村局

(四)培育壮大城建融资平台.成立融资专家团队,为各区、各

单位提供咨询服务.支持盘活现有存量闲置资产,支持对已建成

且具备收益的基础设施,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筹集新项目资本

金.发挥保险资金优势,通过债权、股权、股债结合、基金等多种形

式,积极为城乡建设项目提供融资.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建设局、市市政园林局、市农业农村局

(五)加强人才和技术保障.支持政府部门与高校、金融机构、

国有企业等单位建立人才双向交流机制,组织一批熟悉工程建设、

投融资等业务的技术人才赴区、指挥部、镇街挂职服务.支持各地

引进高层次人才,在置业、落户、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建立专家顾问团,指导项目设计、施工、管理、评估,编制相关技术

导则和标准.

牵头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

责任单位:各区政府,各片区指挥部,市建设局、市市政园林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市住房局

(六)加强督导考核.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工作纳入市政府年度

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对区的绩效考评指标内容,各项目牵头单位要
—０２—



加强日常督查,市效能办、市政府督查室要组织开展专项督查督办

和察访核验.建立考核与奖励相挂钩机制,对典型示范项目,市级

财政给予正向激励奖励.

牵头单位:市效能办、市政府督查室、市建设局、市市政园林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责任单位:市住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执法局、市交通局、市

生态环境局、市大交通办、市重大办、市重点办

附件:２０２１年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工作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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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单位:市委组织部,市效能办,市大交办,市重点办,市重大办,国网
厦门供电公司,市供销社,铁塔公司,各片区指挥部.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