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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规划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总结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的进展和经验，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以来，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乡村发展中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国乡村生态环境改善目标从

“村容整洁”提升为“生态宜居”，国家围绕乡村振兴先后印发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等重要文件，对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绿色发展、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方面

作出具体部署。其中，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历史任务之一，是人

居环境改善、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节能减排、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之一，

是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2019年 3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土壤〔2019〕24号），指导各

地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科学规划和统筹治理农村的生活污水。2019年 7月，中央

农办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14

号），将“以县域为单位编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或方案”列入重点任务。为落实国家

关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工作部署，2019年 10月，省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水利厅联合印发《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实施方案（2019-2022

年）》，也对各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提出明确目标，要求各县（市、区）编制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或方案。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九大攻坚”行动的部署，2021年 9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深化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指导意见》，明

确要求各地市要组织编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并同步开展各县（市、区）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按照“一村一策”的要求，在开展全面调查，摸清底数

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确定治理模式，根据村庄治理需求和环境敏感程度，确

定治理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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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共有 75个自然村，按照 2021年排查结果，已完成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自然村共计 24个，治理率为 32%，建成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6座（覆

盖田墘街道外湖村及遮浪街道东尾村等 8个自然村）、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自然村 1个、

资源化利用自然村 15个；同时，建成 1座红海湾污水处理厂（县级），由于配套污水收

集管网不完善，目前仅建设一条 2.4公里污水主管，未进行污水支管、入户管的建设，

现状农村生活污水基本为散排至周边水体，对水体造成不利影响。

推进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并因地制宜的建设农村分散污水处理设施，能有效改善现

有城镇及农村，生活污水的无序排放的局面，对保护河流水质、改善城镇及农村的卫生

环境和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具有积极的作用，避免和降低了水域污染产生的

经济损失，同时能够提高全市旅游业和人才的吸引力，改善人居环境，有力推进汕尾市

经济发展，产生间接的和潜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汕尾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有关工作的函》（汕

环函〔2021〕184 号），为进一步加强红海湾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精准把握

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问题，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分局在全面

调研基础上，组织编制《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2021-2025年）》，以科学指导开发区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全面做

好治理攻坚工作。

1.2编制过程

（1）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以开发区总体规划为先导，结合生态保护红线、村庄规划、水环境功能区划、给排

水、改厕和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充分考虑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生活污水产排规律、环

境容量、村民意愿等因素，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科学规划

和安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2）突出重点，梯次推进

坚持短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综合考虑现阶段城乡

发展趋势、财政投入能力、农民接受程度等，合理确定污水治理任务目标。优先整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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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敏感、人口聚集、发展乡村旅游以及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通过试

点示范不断探索，梯次推进，全面覆盖。

（3）因地制宜，分类治理

综合考虑村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污水产排状况、生态环境敏感程度、收纳

水体环境容量等，根据村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地理环境等因素，坚持因地制宜，一

村一策确定污水治理模式，科学选择排水体制，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模式，尽可能减少

一体化设施的建设，做到农村生活污水“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4）建管并重，长效运行

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推动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元，实行农村生活污水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鼓励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建设和运行管理。

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污水处理受益农户付费制度和多元化的运行保障机制，确保治

理长效。

（5）经济实用，易于推广

充分调查农村水环境质量、污水排放现状和治理需求，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污

水产生规模和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综合评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选择技术成熟、经济实用、管理方便、运行稳定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手段和

途径。

（6）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引导农民以投工投劳等方式参与

设施建设、运行和管理，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增发专项债等方式，引导企业

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推动农村生活污水第三方治理。

1.3编制依据

1.3.1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 2日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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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4月 23日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 25日修订）；

（6）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号）。

1.3.2 相关政策文件

（1） 《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

（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年 2月实施）；

（4）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 9月）；

（5）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

〔2018〕17号）；

（6） 《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的通知》（环土壤〔2018〕143

号）；

（7）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土壤〔2019〕

24号）；

（8）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

756号）；

（9） 《关于印发〈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土壤函

〔2019〕826号）；

（10）《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14号）；

（11） 《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粤府〔2021〕61号）；

（1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指

导意见的通知》（粤办函〔2021〕285号）；

（13）《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实施方案（2019-2022年）》（粤环函〔2019〕

1116号）；

（14）《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中共汕尾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关于切实抓好省排查

发现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通知》（汕环函〔2021〕144号文）；

（15）《汕尾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实施方案（2019-2022年）》。



5

1.3.3 相关规范、标准文件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

（3）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2018）；

（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21）；

（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19）；

（6） 《村庄整治技术标准》（GB50445-2019）；

（7）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8）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51347-2019）；

（9） 《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74-2010）；

（10）《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05-2010）；

（11）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技术指南》（HJ2031—2013）；

（1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环发〔2013〕130号）；

（13）《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指南（试行）》（环

办土壤函〔2019〕403号）；

（14）《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适用技术和设备指引》（粤建村〔2016〕200号）；

（15）《用水定额 第 3 部分：生活》（DB44/T 1461.3-2021）；

（16）《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DB44/2208-2019）。

1.3.4 地方规划文件

（1）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04月；

（2）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近期发展规划（2015~2020）；

（3） 《汕尾市红海湾遮浪田寮湖管理范围划定项目计划成果报告》，2020 年 05

月；

（4）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田墘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汇报稿）》，2021年

04月；

（5） 《红海湾遮浪（田寮湖）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汇报稿）》，2021年 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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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田墘街道、东洲街道、遮浪街道中的涉农自然村，共计 22个行政

村，75个自然村，详见表 1.4-1，规划范围见图 1.4-1。

表 1.4-1 红海湾涉农自然村一览表

所属街道 行政村名称 自然村名称

田墘街道

南联村委会 南町村、上内寮村、下内寮村、坑尾村

石新村委会 过洋埔村、新美地村、石岗寮村、石新新乡、石牌村、马巷村、小马巷

北山村委会 望高村、北山村、东洋村

塔岭村委会 塔岭村

红湖村委会 红湖新乡、田心村、浮山村、格坡村、吉厂村、山岗村

外湖村委会 深径村、埔上村、后湖村、麻园村

内湖村委会 山边城村、海埔村、海圩村、池刀村、城埔村、埔美头村

东洲街道

东一村委会 前山江村、前山石村、东门村

东二村委会 北门村、西门村、新区村

东三村委会 石古村、南门村、下乡仔村

东四村委会 饶潭村、钟秀园村

湖东村委会 桥仔头村、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六村、七村

遮浪街道

宫前村委会 宫前村、新湖村

合港村委会 合港村

水龟寮村委 水龟寮村

红坎村委会 红坎村、四石柱村

田寮村委会 田寮村

桂林村委会 五家村、东联村、桂林村、东联圩村、湖尾村

东尾村委会 西岭村、东尾村、新岭村、东风村

长沟村委会 长沟村、长新村、新沟村、径尾村、西地村

施公寮村委 施公寮村、芝兰港村

新围村委会 新围村、西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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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 本次规划范围

1.5规划年限

规划基准年：2020年，规划期限为 2021-2025年。规划近期：2021年－2022年；

规划远期：2023年－2025年。

1.6规划目标

结合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规划目标分为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到 2021年底前，完成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全面摸排。到 2022

年 6月底前，完成《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并印发实施，8月底前编制

完成运维管理办法，充分保障辖区内已建和新建设施的长效运行。于 2022年 12月底，

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0%以上。

远期目标：

——2023年年底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3%以上，基本完成资源化利用村

庄的治理工作。

——2024年年底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力争达到 65%，基本完成重点区域内自

然村新建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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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底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85%以上，力争完成全部纳厂管理

村庄的治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长效运维管理机制。

2 区域概况

2.1自然气候条件

（1）气象条件

汕尾市气候温暖，多年年平均气温为 22℃左右，年平均最高气温 26℃左右，年平

均最低气温 19℃左右，水稻安全生长期约 260 天左右。全市光照充足，多年年平均日

照时数为 1900～2100 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44～48%，太阳辐射总量年平均 120 千卡/

平方厘米以上，光合潜力每 1亩约 7400公斤。

“冬不寒冷，夏不酷热，夏长冬短，春早秋迟”也是汕尾市主要气候特点之一。市内

全年≤5℃低温日数的多年平均为 1天左右，≤2℃低温日数的多年平均为 0.1天左右，极

端最低气温－0.1℃，最冷月的 1月份平均气温 14℃左右；而最热月的七月份平均气温

28℃左右，≥35℃高温日数的多年平均为 0.7～1.9天，极端最高气温 39.2℃。据统计，

汕尾市夏季长达 183天左右，而冬季只有 10天左右。

由于秋冬春期间的 10月至次年 3月的平均降雨量只占全年降雨量的 15%左右，秋

冬春连旱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由于地形的影响和海岸线较长，汕尾市既是广东省三大

暴雨中心之一，又是热带气旋影响较多的地区之一，所以夏涝风灾是汕尾市的最主要气

象灾害。据统计，汕尾市多年年平均暴雨日数 10～14天，最多达 23天；对汕尾市有影

响的热带气旋多年年平均为 4.5个；有严重影响的热带气旋多年年平均为 0.8个；正面

登陆汕尾市的热带气旋多年年平均为 0.5 个。

（2）降水

开发区所在区域雨量充沛，属湿润地区。境内雨季始于 3月下旬，终于 10月中旬；

常年雨量集中在 4~9月的汛期，降雨量占全年 80%以上；而自 10月起至翌年 3月，雨

量度稀少，降雨仅占全年的 15~20%，故春旱、夏涝是汕尾水旱灾害的一般规律。据统

计，汕尾市多年年平均暴雨日数 12天，最多达 23天。由于地形作用降雨量集中，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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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成为广东省暴雨中心之一，曾有过日降雨量 621.6mm 和一次连续性最大降雨

1191.5mm的记录。

2.2社会经济状况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现辖田墘、东洲、遮浪三个街道和龟岭岛，共 22个行政

村 6个居民社区，人口约 11万人，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近 4万人，全区土地面积 110

平方公里。2018年，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4.67亿元，增长 5%。其中：

农业增加值 5.13亿元，增长 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6.13亿元，增长 3.4%；固定资

产完成投资 4.3亿元，增长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54亿元，增长 9.7%。

田墘街道是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驻地，辖 12个村（社区）委（其中

5个社区，7个村委会）共 41个自然村，总人口约 5.8万人，土地总面积约 56 平方公

里，其中耕地面积 1.5万亩。人口与面积均占红海湾开发区的一半。全街道有盐田 150

公顷，是汕尾市原盐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田墘街道海岸线长 12km，沿海滩涂面积 796

亩，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具有独特的优势。现在“三湖

地区”生产各种鱼贝类 300多种，一村、二村、石新三个“三高”农业基地种植优质蔬菜

近千亩，年产量达 8619吨。

东洲街道属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辖，下辖 5个行政村，共 25个村民小组，

总户数 5029户，总人口约 2.5万人。陆地面积约 2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4049亩。

全街道有制衣、毛织、渔网等企业 38家，高位养虾、鲍鱼、海胆等养殖场 15家。汕遮

公路共长 3550米，贯通全街道，交通日趋便利。

遮浪街道位于汕尾市东南红海湾和碣石湾交界的突出部，素称“粤东麒麟角”，辖 1

个居民区和 10个行政村，人口约 3.3万人。陆地面积约 25平方公里。遮浪位于粤东沿

海三大海湾之碣石湾、红海湾两个海湾的交界处，海岸线长 36公里，海域面积拥有量

占全区一半以上，海岸线资源优势十分突出。具备国际公认的阳光、海水、沙滩、美食、

运动等旅游投资发展的“5s”因素，旅游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电力能源工业方面，总投资

200多亿元的广东省重点能源建设项目汕尾发电厂，一期工程建设两台 60 万千瓦燃煤

机组。施公察半岛的红海湾风力发电场一期工程安装 25台风机，装机容量 16500千瓦。



10

遮浪街道将成为粤东地区重要的电力供应基地。交通区位方面，遮浪距香港 82海里，

距太平洋国际航道 12海里，陆上距深汕高速公路 30公里，汕尾电厂码头、正在改建的

汕遮一级公路和汕尾市规划建设的汕尾新港等项目，将使遮浪成为汕尾以至粤东的水陆

交通运输枢纽。

2.3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2.3.1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1、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及周边区域的主要水体为田墘大排洪渠、外湖大排洪渠、

公平灌渠、高边河、田寮湖、后兰坑水库、湖东水库、湖尾水库。水环境功能区划见图

2.3-1和 2.3-2。

2、地表水水质现状

为了解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周边主要水体的水质情况，收集了《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

厂及配套管网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中关于上述地表水的监测数据。

根据《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粤环〔2011〕14号）、《汕尾市环境保护规划

纲要（2008-2020年）》（汕府〔2010〕62号），均未对以上河流划定水环境功能区。根

据《汕尾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确认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

的复函》，确认田墘大排洪渠、外湖大排洪渠、公平灌渠、高边河、田寮湖执行《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标准的要求。湖尾水库、湖东水库的水质目标

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后兰坑水库的水质目标为《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监测数据表明田墘大排洪渠、外湖大排洪渠、公平灌渠的水质现状均能满足《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标准，水质现状良好。后兰坑水库的 COD、BOD5、

总磷均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的要求，说明后兰

坑水库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水环境质量较差，超标原因主要为周边农业面源废水进

入后兰坑水库；田寮湖的 COD、BOD5 和总磷均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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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838-2002）Ⅴ类标准的要求，说明田寮湖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水环境质量较

差，超标原因主要为东洲片区、遮浪片区目前污水管网不完善，周边生活污水直排以及

周边的农业面源共同所致。

图 2.3- 1 汕尾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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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图

2.3.2 饮用水源保护区划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供水水源为宝楼水库，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部分市乡

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5〕17 号）、《汕尾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2-2020年）》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汕尾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

复》（粤府函〔2019〕271号），宝楼水库水质现状为Ⅱ类，水质目标为Ⅱ类。

表 2.3- 1 宝楼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保护区名称
保护区

级别

水质保护目

标
水域保护范围

宝楼水库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Ⅱ 类

宝楼水库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18.7米）以

下的全部水域。宝楼水库 18.7米多年平均水位对

应的高程线向纵深 400米的水库集水范围，不含宝

楼村规划用地。

二级 Ⅲ 类
一级保护区陆域界线向外纵深 500米的水库集水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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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3 宝楼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地表水水质现状

为了解宝楼水库的水质情况，收集了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公布广东省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见下表。

表 2.3- 2 2020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水源水质状况

城市名称 水源名称 水源类型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超标指标及超

标倍数

广东汕尾红海湾

经济开发区
宝楼水库 湖库型 Ⅱ 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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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近岸海域

1、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

（1）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广东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粤府办〔1999〕68号）和《关于调整汕尾

市部分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复函》（粤办函〔2010〕398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调整汕尾市部分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批复》（粤府函〔2013〕127号），广东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近岸海域分别为白沙湖养殖功能区（411A）、汕尾电厂段三类功

能区（411B）、碣石湾浅海渔业功能区（412）、汕尾新港区港口功能区（411c）、遮浪养

殖、旅游功能区（413），各类近岸海域功能区划情况见表 2.3-3。开发区近岸海域功能

区划图见图 2.3-3。

表 2.3- 3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

标识号 功能区名称 范围 主要功能
水质

目标

411A 白沙湖养殖功能区 白沙湖内至施公寮南 养殖、港口 二

411B 汕尾电厂段三类功能区 汕尾新港区北至冬瓜屿 港口、一般工业用水 三

411c 汕尾新港区港口功能区
白沙半岛西南内凹港区、南

北防沙堤连线以内
港口 三

412 碣石湾浅海渔业功能区 碣石湾内浅海 渔场作业区 一

413 遮浪养殖、旅游功能区 合港至东瓜屿 养殖、旅游 二

根据《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粤府〔2013〕9号），红海湾的污

水进入汕尾市红海湾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的碣石湾水域属于碣石湾西部工

业与城镇用海区，其相应的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要求详见表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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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4汕尾碣石湾西部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基本功能区

功能区

名称
地区

功能区

类型

管理要求

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

碣石湾西

部工业与

城镇用海

区

汕尾

市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1.相适宜的海域使用类型为造地

工程用海，工业用海；

2.保障大湖渔港用海需求，在基

本功能未利用前，保留白沙湾增

养殖等渔业用海；

3.适当保障港口航运用海需求；

4.保护海铺圩－角仔砂质海岸、

基岩海岸；

5.围填海须严格论证，优化围填

海平面布局，节约集约利用海域

资源；

6.加强对围填海的动态监测和监

管。

1.严格控制养殖自身污染和水

体富营养化，防止外来物种入

侵；

2.基本功能未利用前，执行海

水水质二类标准、海洋沉积物

质量一类标准和海洋生物质

量一类标准；

3.工程建设期间及建设完成

后，执行海水水质三类标准、

海洋沉积物质量二类标准和

海洋生物质量二类标准；

（2）海域水质现状

本次海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主要通过收集多年《汕尾市环境质量报告书》中

碣石湾监测点（GD1504）水质监测数据及《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一期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对金狮水闸周边白沙湖水域水质监测结果。监测结果表明碣石湾

海域整体的海水水质状况一般，溶解氧、石油类、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均发现有超过第

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现象。金狮水闸附近的白沙湖海域水质状况一般，溶解氧和活性磷

酸盐超标明显，其余指标整体上可以达到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但受到水闸排水影响，

口门附近水域的水质比碣石湾略差。

现状近岸海域白沙湖海域未达到《海水水质标准》第二类标准，碣石湾海域未达到

《海水水质标准》第一类标准。白沙湖陆域污染源主要来自红海湾组团，包括田墘街道、

东洲街道和遮浪街道等。目前现状未完全截污，仅田墘街道有实施污水管网，其生活污

水截污纳入汕尾市红海湾污水处理厂处理；东洲街道污水直排入附近排污渠，最后纳入

白沙湖；遮浪街道污水就近分散直排入附近近岸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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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4 汕尾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图

2、海洋生态红线

根据《关于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的批复》（粤府函〔2017〕275号），本开发区与周

边海洋生态红线位置关系，具体可见表 2.3-5和图 2.3-4。

红海湾涉及海洋生态红线区的红海湾海洋特别保护区限制类红线区（191）、红海湾

海洋特别保护区禁止类红线区（192）、遮浪角东人工渔礁保护区禁止类红线区（194）、

遮浪重要滨海旅游区限制类红线区（195）和施公寮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限制类红

线区（196）和汕尾市自然岸线（178段）。

表 2.3- 5 开发区与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位置关系

序号 分类 红线序号 红线名称

1

红线区

191 红海湾海洋特别保护区限制类红线区

2 192 红海湾海洋特别保护区禁止类红线区

3 193 遮浪南重要渔业海域限制类红线区

4 194 遮浪角东人工渔礁保护区禁止类红线区

5 195 遮浪重要滨海旅游区限制类红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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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红线序号 红线名称

6 196 施公寮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限制类红线区

7 自然岸线 178段 自然岸线

图 2.3- 5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附近海洋生态红线图

图 2.3- 6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自然岸线保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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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染源分析

3.1用水及排水体制

3.1.1 用水情况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用水量约 1.2万 m3/d，由汕尾市红海湾供水有限

公司供水。汕尾市红海湾供水有限公司位于取水水源为宝楼水库，供水规模为

17.0万 m3/d，供水范围为田墘街道、东洲街道、遮浪街道。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内的水管网布设完善，农村自来水入户普及率达到了

100%，水源稳定，水量达标率为 100%，水质达标率为 100%。经调查，红海湾

经济开发区内农村生活用水方式主要为炊事、洗衣、淋浴、饮用、餐具洗涤、日

常洗漱、冲厕和清洁用水等，农户最主要的用水集中在炊事和洗衣。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给水管网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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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1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给水管网图

3.1.2 排水情况

排水体制一般分为合流制和分流制两种类型。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除部分行政

村建设有雨污分流制管网，将居民污水雨水分离后收集，大部分地区普遍采用的

是合流制的排水体制，雨水和生活污水通过管渠沿道路顺坡收集区域内雨水和污

水，最终往东排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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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农村地区居民大部分为分散排水，通过屋前屋后的明沟将雨水同生活污

水一起排放，雨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附近农田或水体。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雨水管网见下图。

图 3.1- 2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雨水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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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污染负荷量预测

3.2.1 现状及规划人口

经调查，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现有户籍人口规模约为 8.96万人。按照人口平

均增长率法公式计算：

P=P0（1+K1+K2）n

式中：P——规划期末城市人口规模

P0——城市现状人口规模

K1——城市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取 0.0054；

K2——城市年平均机械增长率，取 0.0054；

n——规划年限，取 5年

由上式可算得，规划远期 2025年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人数约为 9.45万人。

3.2.2 污水量预测

农村污水主要以居民的生活污水为主，根据广东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 第

3部分：生活》（DB44/T 1461.3-2021），汕尾市属于Ⅱ类地域，用水系数为 130L/

人·日，结合当地居民的用水状况、生活习惯、改厕进展、人口规模、排水系统、

水资源利用方式、经济条件等因素，生活污水量产生量按 90%计，污水收集率按

90%计。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生活污水排放量情况见表 3.2-1。

表 3.2- 1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量

时期 人口（万人）
用水系数（升/

人.日）

生活用水量

（m3/d）
生活污水量

（m3/d）

现状 8.96 130 11648 9435

规划远期 9.45 130 12291 9956

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建成后，除边远农村无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外，

其余农村生活污水均能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结合农村人口变化与污水治理

设施建设的对应关系，规划中暂不考虑人口变化，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边远农村的

人口数及生活污水产生情况见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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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 边远农村生活污水量

行政村 自然村 户籍数 户籍人口
常住人口

数

用水量

（m3/d）
生活污水

量（m3/d）

施公寮

村委会

施公寮村 336 2004 500 65 53

芝兰港村 143 891 300 39 32

新围村

委会

西湖村 134 751 306 40 32

新围村 88 446 50 7 5

红湖村

委会
吉厂村 251 1435 192 25 20

内湖村

委会

埔美头村 304 1606 171 22 18

海埔村 127 719 166 22 17

海圩村 138 688 191 25 20

池刀村 416 2107 520 68 55

山边城村 64 346 35 5 4

城埔村 157 810 41 5 4

湖东村

委会

桥头仔村 187 762 60 8 6

一村~七村合计 1097 4909 1618 210 170

注：规划中暂不考虑人口变化，生活污水量按农村常住人口计算。

3.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3.3.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体情况

近年来，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积极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农村改厕工作，在

各个部门的配合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100%。

经调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然村 24个，占总自然村的 32%。红海湾经济开发

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体情况见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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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体情况

地

区

名

称

行

政

村

数

自

然

村

数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已完

成自

然村

数

完成率

其中：1、
纳入城镇

污水处理

厂的自然

村数

2、建设农

村生活污

水处理的

自然村数

已建

设施

座数

正常运

行的设

施座数

3、污水资

源化利用

的自然村

数

东

洲

街

道

5 19 1 5.3% 0 0 0 0 1

遮

浪

街

道

10 25 8 32.0% 0 4 2 1 4

田

墘

街

道

7 31 15 48.4% 1 4 4 1 10

合

计
22 75 24 32% 1 8 6 4 15

3.3.2 农户改厕普及情况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内已完成农户改厕，普及率达 100%。

3.3.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

1、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污水处理厂情况

经调查，目前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共有污水处理厂 1座，为红海湾污水

处理厂，位于红海湾开发区田墘街道田三村“金狮岭”东北侧，占地面积 2万 m2，

服务面积 10km2，服务范围为田墘、东洲、遮浪片区，服务人口约 11.7万人。2020

年，汕尾市红海湾污水处理厂经提标改造后，其处理工艺为“A/A/O微曝氧化沟+

高密度沉淀池+滤布滤池+紫外消毒+次氯酸钠辅助杀毒”，处理达到《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水

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第二时段一级标准的较严值后排入田墘大

排洪渠并流入白沙湖。

目前，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排水管网尚未全覆盖，仅部分区域具有截污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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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其中田墘片区产生的生活污水由南北方向汇至中部红海湾大道污水干管、

再送汕尾市红海湾污水处理厂处理。东洲街道污水经过管网直接排入附近的排污

渠、最后纳入白沙湖；遮浪街道污水经管网分散排入附近近岸海域。汕尾市红海

湾污水处理厂已建污水管网见图 3.3-1。

图 3.3- 1 红海湾污水处理厂已建污水管网图

根据调查，目前农村生活污水已接入红海湾污水处理厂的自然村仅有塔岭村。

红海湾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见表 3.3-2。

表 3.3- 2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

序号 名称 服务范围
设计规模

（万吨/日）
执行标准 运行情况

1
红海湾

污水处

理厂

田墘、东洲、

遮浪片区
2

GB18918-2002中一级 A标

准及 DB44/26-2001中第二

时段一级标准的较严值

正常

备注：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一期）包含红海湾污水处理厂，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

（一期）尚未交投验收，故不列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一期）情况。

2、农村污水治理设施

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等项目的实施

下，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已建设 6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其中田墘街道 4座，

遮浪街道 2座。目前，6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中深径村、铺上村、麻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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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后湖村、西岭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管理不力，人工湿地植物枯死或设备故障，运行效果不稳定。

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情况详见表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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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街道 行政村 自然村

设施处理规模

（m3/d） 处理工艺 执行标准 运行情况 运营单位

1 田墘

街道

外湖村

委会
深径村 120 厌氧+人工湿地+稳定塘

DB44/2208-2019
表 1二级标准

正常 村委自运行

2 田墘

街道

外湖村

委会
埔上村 120 厌氧+人工湿地+稳定塘

DB44/2208-2019
表 1二级标准

正常 村委自运行

3 田墘

街道

外湖村

委会
后湖村 120 厌氧+人工湿地+稳定塘

DB44/2208-2019
表 1二级标准

运维不到位，设备故障 村委自运行

4 田墘

街道

外湖村

委会
麻园村 120 厌氧+人工湿地+稳定塘

DB44/2208-2019
表 1二级标准

正常 村委自运行

5 遮浪

街道

东尾村

委会
东风村 10 三级净化池

DB44/2208-2019
表 1二级标准

正常 村委自运行

6 遮浪

街道

东尾村

委会

西岭村、

新岭村、

东尾村

240 厌氧+生物接触氧化+人工湿

地（或稳定塘）

DB44/2208-2019
表 1二级标准

运维不到位，人工湿地植物

枯死
村委自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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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资源化利用情况

近年来，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积极推进有条件的自然村开展生活污水资源化利

用。根据《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中，农

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适用于人口较少、居住分散、受纳体多且消纳能力高的村

庄、片区或零散农户，常见情况有下列两种：

（1）人口规模小，或居住密度小的村庄或片区

村庄（片区）内屋舍相对分散，呈散点或斑状分布，村庄（片区）范围常住

人口数量在 100人以下，或村庄（片区）居住范围常住人口密度低于 15人/公顷。

（2）人口规模中等偏下，居住密度中等偏下的村庄或片区

村庄（片区）内屋舍相聚集，呈斑状或线状分布，村庄（片区）范围常住人

口数量介于在 100-200人之间，且或村庄（片区）居住范围常住人口密度低于 30

人/公顷，且高于 15人/公顷（含 15人/公顷），周边水体水质完全满足水质管理

要求且村庄水环境良好，未存在黑臭水体。

按照之前美丽乡村系统上报的，已开展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自然村共 47

个，经现场排查有 14个自然村常住人口数量在 100人以下，且周边有林地、农

田可消纳生活污水，符合资源化利用的条件。有 1个自然村常住人口数量介于在

100-200人之间，村庄水环境良好，未村庄黑臭水体，符合资源化利用条件。根

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指导意

见的通知》（粤办函〔2021〕285号）文件，鼓励有条件的自然村优先选用污水

资源化利用的技术路线，故上述 15个符合资源化利用条件的自然村其生活污水

治理采用资源化利用方式。现有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情况详见表 3.3-4。

表 3.3- 4 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情况一览表

序号 镇街 行政村 自然村
常住人

口数
运行情况

1 田墘街道 内湖村委会 山边城村 35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2 田墘街道 内湖村委会 海埔村 166
人口较为集中，资源化

利用压力较大3 田墘街道 内湖村委会 海圩村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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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街 行政村 自然村
常住人

口数
运行情况

4 田墘街道 内湖村委会 池刀村 520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5 田墘街道 内湖村委会 城埔村 41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6 田墘街道 内湖村委会 埔美头村 171 人口较为集中，资源化

利用压力较大

7 田墘街道 红湖村委会 红湖新乡 3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8 田墘街道 红湖村委会 田心村 22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9 田墘街道 红湖村委会 浮山村 35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10 田墘街道 红湖村委会 格坡村 20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11 田墘街道 红湖村委会 吉厂村 192 人口较为集中，资源化

利用压力较大

12 田墘街道 红湖村委会 山岗村 9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13 田墘街道 南联村委会 南町村 1873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14 田墘街道 南联村委会 上内寮村 170 人口较为集中，资源化

利用压力较大

15 田墘街道 南联村委会 下内寮村 125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16 田墘街道 南联村委会 坑尾村 179 人口较为集中，资源化

利用压力较大

17 田墘街道 石新村委会 新美地村 219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18 田墘街道 石新村委会 石岗寮村 260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19 田墘街道 石新村委会 石新新乡 268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20 田墘街道 石新村委会 石牌村 150 人口较为集中，资源化

利用压力较大

21 田墘街道 石新村委会 马巷村 196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22 田墘街道 石新村委会 小马巷 8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23 田墘街道 北山村委会 望高村 76
资源化利用压力较大，

建议建设厌氧池处理后

再进行资源化利用

24 田墘街道 北山村委会 北山村 266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25 田墘街道 北山村委会 东洋村 11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26 东洲街道 湖东村委会 桥仔头 60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27 东洲街道 湖东村委会 七村 60
资源化利用压力较大，

建议建设厌氧池处理后

再进行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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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街 行政村 自然村
常住人

口数
运行情况

28 东洲街道 东一村委会 前山江村 364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29 东洲街道 东一村委会 前山石村 376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0 东洲街道 东一村委会 东门村 2418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1 东洲街道 东二村委会 北门村 620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2 东洲街道 东二村委会 西门村 506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3 东洲街道 东二村委会 新区村 1193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4 东洲街道 东三村委会 石古村 706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5 东洲街道 东三村委会 南门村 1633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6 东洲街道 东三村委会 下乡仔村 242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7 东洲街道 东四村委会 饶潭村 260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8 东洲街道 东四村委会 钟秀园村 2463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39 遮浪街道 桂林村委会 五家村 25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40 遮浪街道 桂林村委会 东联村 123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41 遮浪街道 桂林村委会 桂林村 167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42 遮浪街道 桂林村委会 东联圩村 47 符合资源化利用

43 遮浪街道 田寮村委会 田寮村 960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44 遮浪街道 宫前村委会 宫前村 1368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45 遮浪街道 宫前村委会 新湖村 556 人口密度大，无法实现

资源化利用

46 遮浪街道 长沟村委会 新沟村 29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47 遮浪街道 长沟村委会 径尾村 36 符合资源化利用要求

3.3.5 农村污水处理存在的问题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在农村污水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实施中也存在

不少问题和不足，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村民环保意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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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村民尚未形成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的意识，一方面，农村节约用水意识

基本未形成；另一方面，在房屋建设与厕所改造过程中，个别已建三格化粪池农

户并未真正运行。

（2）农村生活污水收集难度大

边远农村农户居住分散，且地势各异，不可能统一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从已建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收集情况发现，大部分集中收集污水处理设施在

设计中按覆盖区域户籍人口设计，但实际运行中能收集进入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水

量偏低。当前土地都由农户承包经营，无论是处理设施建设或管道铺设都需征占

土地；已建成的处理设施与农户间仅用管道连接，无检查井，不利于堵塞管道的

疏通，破损管道的替换维修，以及新建农户管道的接入；污水收集管道铺设滞后

于自来水管、电力、道路建设等，导致管道铺设带来的破路、过渠等问题，增加

了纳污管道建设难度。

（3）缺乏完善的长效运维机制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社会经济水平总体一般，地方财力有限，作为设施受益人

的农村居民，多数没有污水治理付费意愿，污水处理设施后期运行资金缺口仍然

较大，政府财政支付困难，大部分地区未建立完善的长效运维机制，普遍存在运

维责任主体不明确、运行经费无保障，建设的设施难于发挥正常的环境效益。

（4）无法实现资源化利用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内 47个自然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实际调研

中发现 32个自然村常住人口较大且周边无足够的农田、草地、水塘等消纳能力

强的生态系统，无法消纳生活污水。农户厕所和洗浴间建设在一起，且多为“黑

水”与“灰水”混合排出进入化粪池；而化粪池建设容积偏小，无法实现无害化和

减量化的目的，同时也影响到“黑水”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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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4.1治理方式选择

4.1.1 污水收集处理模式选择原则

1、采取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

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治理措施，提高污水资源化利用水平，降低末端治理成

本。

2、对城镇周边的村庄，将居民生活污水接入城镇污水处理管网，由城镇污

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3、对居住区相对集中的单个村庄或相邻村庄，可选择集中处理模式。联合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工程，实现区域统筹、共建共享。

4、对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不便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可选择

分散处理模式，并实现卫生厕所、化粪池配备到位，优先通过庭院绿化、农田灌

溉等途径就地就近利用。

4.1.2 主要收集处理模式分类

（1）纳入城镇排水管网处理模式

一些邻近市区或县城的村庄和农户聚居点，附近有市政污水管网，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可将村庄内所有农户污水集中收集后，统一接入邻近市政污水管网

进行处理。该模式不需要在村庄附近建污水处理站，具有投资省、施工周期短、

见效快、统一管理方便、治理较彻底等特点，但对村庄的地形条件有一定的要求。

高程落差要符合接入市政管网要求，同时接入市政管网也需要一定的投资。因此，

只有具备这种外部条件并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庄，才适合采用管网截污的治理模

式，实现农村污水处理由“分散治污”向“集中治污、集中控制”的方向转变。根据

调查可知，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范围内除部分边远农村无法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外，

其余农村均能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2）聚居点集中收集处理模式

针对无法纳入城镇已有污水处理厂的村组聚居点，通过铺设污水管网，将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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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收集后，进行生活污水的集中处理。这种收集模式是城镇污水收集的主要形式，

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彻底、出水水质标准高、抗冲击能力强、运行安全可靠、

出水水质好等特点。该模式适用于村组布局相对密集、规模较大、经济条件好、

村镇企业或旅游业发达、处于水源保护区内等聚居点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3）分户连片式集中处理模式

根据村庄地理区位、生态环境敏感程度、污水产排现状、经济发展水平等进

行分析，由于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各行政村聚居点较为分散，若集中建立污水处理

设施则有以下问题：部分行政村聚居点户数小而多，部分行政村居住较为分散，

没有较为集中的居民聚居点，产生的生活污水收集难，可操作性差。故采取建设

分散式或联户式化粪池的方式对聚集点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后还田利用。

4.2设施布局选址

根据能接尽接的目标，规划分期实施。对靠近城镇且满足城镇污水收集管网

及运行负荷接入要求的田墘街道、东洲街道、遮浪街道的污水优先纳入城镇污水

处理厂处理。

已建设施符合选址要求并能够正常运行的，统筹考虑并充分利用，避免设施

重复建设；对不能正常运行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根据情况进行修缮改造，

有条件的可考虑将农村生活污水改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红海湾区经济开发区边远农村，即施公寮村、新围村、红湖村、内湖村、湖

东村等 5个行政村中的 18个自然村，采取聚居点集中收集处理模式进行集中处

理。新建污水处理设施选址建议满足下列条件：

（1）污水处理设施要符合村庄发展规划要求，同时考虑预留污水处理设施

的扩建空间。

（2）宜设在村庄低处，便于污水自流，沿途尽量不设或少设提升泵站；污

水处理设施要与村庄有一定的距离，尽量注意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蚊蝇

及设备噪音对住户的影响；处理实施要考虑洪水的影响；建造要考虑雨水汇聚的

影响；尽量利用废弃的土地，节约用地；有便利的交通、运输和水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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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建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工程（厂区建设用地线，非红线）占地指标，

按不同规模控制等级：

①设计规模 50（含）-100m3/d、占地不大于 5m2/m3；微动力工艺可适当放

大占地系数。

②设计规模 50m3/d以下的微动力处理工艺、占地不大于 10m2/m3。

（4）不得设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各类自然保护区以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等

生态环境敏感区内。

（5）应根据国家和地方的要求、设在聚居点附近且满足防洪防灾要求的地

点，同时考虑污水资源化利用的便利性，不能对居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考虑到

外返田的便利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地点除满足上述要求应设置在田地和聚居点

环境保护防护范围外折中的位置。

4.3污水收集系统建设

排水体制的选择须在满足环境保护的前提下，根据当地的条件，通过技术经

济的比较确定。目前规划范围内排水管网大部分尚未实施，根据红海湾经济开发

区发展规划，确定规划区内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

根据《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东部

水质净化厂，近期规模 12 万 m³/d（包括现状红海湾污水处理厂 2 万 m³/d），远

期规模 20万 m³/d。近期纳污范围为主城区（东区）和红海湾片区，纳污面积为

48.4km2，远期污水收集范围为主城区（东区）、红海湾片区和捷胜镇，纳污面积

50.8km2。

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设计采用“预处理+MBBR 生化池+二沉池+混凝沉淀

池+反硝化深床滤池+加氯消毒”的废水处理工艺，污泥处理采用“重力浓缩+离心

脱水”，除恶臭采用生物除臭工艺。设计出水执行的标准为 COD、BOD5、NH3-N

和总磷（以 P计）4项基本控制指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Ⅳ类水标准，SS、TN 等其他 15项基本控制指标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经处理达标后的尾水排入田墘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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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渠，最终流入白沙湖。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截污范围见图 4.3-1。

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的污水接收范围可覆盖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范围内的

所有行政村。部分边远地区的农村污水根据各村情况建设分散式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规划配套 13个分散式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可实现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100%的目标。

图 4.3- 1 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截污范围图

4.3.1 城镇污水厂管网

（1）遮浪片区

遮浪片区整体的地势走向为由南向北，被三条主路海边路、南澳路、通南路

划分成“川”字形，根据“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一期建设工程”的相关

设计，此次已经在南澳路及海边路新建污水管道，但除设两条路已新建污水管道

之外，其余片区现状基本无成套排水系统，道路周边商铺、小区也均为散排形式，

故本次规划管线围绕海边路、南澳路两条污水主干管新建污水支管，具体污水管

道走向如下：

由于南通路较长，如果沿路敷设一整条污水管道会造成管道埋深过深的问题，

故将南通路污水管道分为四份，没过两条街道就将新建污水管道接入污水主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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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敷设管道为 DN500污水管道，沿线接现状街道两侧居民生活用水。

湖中路、滨湖路，由湖中路、滨湖路交叉路口断开，分别向四周新建污水支

管，沿线接街道两侧居民生活用水，分别从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四个方向接

入新建污水干管，新建管道均为 DN300污水管道。

镇区居民区大部分现状路下均敷设污水支管，管径 DN200~DN300，收集居

民区生活污水分别接入污水主干管。

（2）田墘片区

污水干管位于田墘片区南北走向的人民路，白沙南路以及 X141，东西走向

的南联路。

人民路污水主管由南走向北，污水管管径为 DN400~DN500，管道全长约

1017m，起点埋深约 2.9m，终点埋深约 4.5m，下游接入现状 DN600 污水管；由

于人民路近段时间沥青罩面项目施工完毕，为避免沥青路面二次开挖，本次规划

污水主管采用拖拉管施工方式。

白沙南路污水主管由南走向北，污水管管径为 DN400~DN500，管道全长约

1300m，起点埋深约 4.3m，终点埋深约 5.2m，下游接入现状 DN600 污水管；由

于白沙南路较窄，路两侧居民房距路边 1.5~2m，危房较多，考虑白沙南路为田

墘片区东侧主要交通要道，便于后期施工交通顺畅工，本次规划污水主管采用拖

拉管施工方式。

X141 污水主管由南走向北，污水管管径为 DN400，管道全长约 742m，起

点埋深约 1.5m，终点埋深约 3.5m，下游接白沙南路污水主管；由于 X141现状

混凝土路况较好，本次规划污水主管采用拖拉管施工方式。

南联路污水主管由西走向东，污水管管径为 DN300，管道全长约 1029m，

起点埋深约 2.0m，终点埋深约 4.0m，下游接入现状 DN1200污水管；沿途收集

自然村坑尾村、下内寮村、内寮村、上内寮村、南联村五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本

次规划污水主管采用开挖支护施工方式。

镇区居民区大部分现状路下均敷设污水支管，管径 DN200~DN300，收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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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区生活污水分别接入污水主干管。

（3）东洲片区

东洲片区现有沿红树湾大道新建污水主管，但其余片区则缺少污水支管及入

户管，本次规划即为完善整个东洲片区污水管网工程。

整个东洲片区污水管网方案可大致分为两部分：南段接狮地、长沟村、长新

村、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员工宿舍等各片区污水，分段汇集入污水主干管，其中

狮地、长新、长沟村等由于入污水主干管，沿人民北路新建一条横穿东洲镇的

DN500污水主管，沿途收集东二村、东三村等村落两侧人民生活污水，经过 Y008

路后接入红海湾大道新建污水主干管；东一村生活污水则主要汇集入环城路新建

DN400 污水主管，由南向北敷设，接入 Y008 路新建污水管网；

东四村生活污水则主要汇集入广场路等道路，从多个支路接进红海湾大道新

建污水干管；石鼓村由于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配套管网工程已经将污水主管网

预留入石鼓村中，故此次规划仅改造石鼓村内部污水排放系统，改造后接入已设

计污水管网中。

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配套管网已经建设到各个村子的入口处，本次规划为

进入村子中改造现状排水系统，改造后将纯污水接入已设计污水干管。

北段则主要接东洲镇区东一村、东二村、东三村、东四村及石鼓村等村落的

居民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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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 遮浪片区污水管网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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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3 田墘片区污水管网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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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4 东洲片区污水管网总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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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边远行政村污水管网

（1）红湖村委会—吉厂村污水管网

由于吉厂村有现状合流系统，所以可以在合流系统末端进行截污处理，管道

沿村内风水塘沿岸挂管，收集污水后排入新建污水处理装置。吉厂村水管网见下

图。

图 4.3- 5 吉厂村污水管网总平图

（2）内湖村委会

内湖村委会的山边城、海埔村、海圩村、城埔村、池刀村、埔美头村等自然

村的污水主管分别沿各村主要道路敷设，下游接入新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各

村污水管网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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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6 埔美头村污水管网总平图

图 4.3- 7 海埔村污水管网总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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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8 海圩村污水管网总平图

图 4.3- 9 城埔村污水管网总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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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10 池刀村污水管网总平图（1）

图 4.3- 11 池刀村污水管网总平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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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12 池刀村污水管网总平图（3）

图 4.3- 13 池刀村污水管网总平图（4）

（3）施公寮村委会—施公寮村、芝兰港污水管网

施公寮村、芝兰港村的污水主管分别沿村主要道路敷设，下游接入新建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备。各村污水管网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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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14 施公寮村污水管网总平图（1）

图 4.3- 15 施公寮村污水管网总平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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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16 施公寮村污水管网总平图（3）

图 4.3- 17 芝兰巷村污水管网总平图

（4）新围村委会—西湖村、新围村污水管网

西湖村、新围村的污水主管沿村主要道路敷设，下游接入新建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各村污水管网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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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18 西湖村污水管网总平图（1）

图 4.3- 19 西湖村污水管网总平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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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0 新围村污水管网总平图

（5）湖东村委会—桥仔头污水管网设计

桥仔头村的污水主管沿村主要道路敷设，下游接入新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桥仔头村污水管网见下图。

图 4.3- 21 桥仔头村污水管网总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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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湖东村委会—一村~七村污水管网设计

一村~七村的污水主管沿村主要道路敷设，下游接入新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备。一村~七村村污水管网见下图。

图 4.3- 22 一村~七村污水管网总平图

4.4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艺

污水处理技术工艺主要分为有动力处理技术（组合式复合生物滤池+高负荷

活性生物滤床、净化槽、SBR、A/O、A2/O等）、地埋式微动力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施、无动力处理技术（厌氧，人工湿地）等。集中式生活污水治理工艺主要为

“预处理+生物接触氧化池”、“预处理+氧化沟”、“预处理+人工湿地”和“预处

理+氧化塘”等。

根据各行政村自然地理条件、居民分布、污水治理规模、排放标准、经济水

平等，综合考虑处理效果、技术先进性等多方面因素，由于各村处理污水量较少，

水量变化较大，出水无明确功能水体，基本为村内自然水塘等，且根据本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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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小型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来看，尽量选择运行设备少，无动力或微

动力，后期运营难度较小的工艺。本次规划选取自然处理的工艺进行处理，为提

高污水处理设施的抗负荷能力和处理成果，在自然处理设施前增加调节池和预处

理设施，最终确定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艺优先选择“调节池+

水解酸化池+人工湿地”和“调节池+氧化塘+农田灌溉”的模式。

2、农村生活污水工艺简述

农村生活污水工艺流程见下图。

图 4.4-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艺流程图

生活污水通过管渠排往农村污水处理站，经调节池排出的废水进入水解酸化

池进行水解酸化，以提高废水的可生化性，然后进入人工湿地处理，出水达到《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DB44/2208-2019）标准后排放。

水解酸化工艺主要用来使难以降解、大分子有机物开环断链，变为易于生物

降解的小分子物质，对改善废水的可生化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水解池中，发酵细

菌将污水中复杂有机物（包括多糖、脂肪、蛋白质等）水解为有机酸、醇类。在

酸化阶段产氢、产乙酸细菌将发酵产物有机酸和醇类代谢为乙酸和氢，使大分子

物质降解为小分子物质，使难生化的固体物降解为易生化的可溶性物质，提高了

废水的可生化性。

人工湿地是以人工建造和监督控制的、与沼泽地相类似的土地处理系统，其

处理过程是将污水有控制地投配到土壤基质经常处于饱和状态，生长有芦苇、香

蒲、风车草等沼泽植物的土地上，污水在沿一定方向流动过程中在耐水植物和土

壤联合作用下得到净化。它利用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协

同作用，通过过滤、吸附、共沉、离子交换、植物吸收和微生物分解来实现对污

水的净化。

根据农村生活污水的进水水质分析，农村污水的可生化性较好，BOD5/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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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满足需要，无需外加碳源，BOD5/TP>17，适宜采用生物除磷工艺，根据

生物脱氮的要求，生物处理系统以脱氮为主，采用了较长的泥龄，除磷需要辅以

化学除磷。因此，采用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工湿地的模式处理农村生活污水

是可行的。

3、边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本次规划共建设 13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污水设计处理规模考虑 10%以上

的余量，可满足规划期内农村生活污水量的增长需求。规划建设的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情况见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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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1边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表

行政

村
自然村

人口

数

设计处理

规模

（m3/d）
拟处理工艺 执行标准 规划时限 备注

施公

寮村

委会

施公寮

村
500 50 一体化处理设备（AO

或生物接触法）

DB44/2208-2019表 1二级标

准
2021~2022年

可根据实际调整为“调节池+水解

酸化池+人工湿地”或其他适宜工

艺；污水设计处理规模、占地应考

虑预留扩建的空间

芝兰港

村
300 3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DB44/2208-2019表 1二级标

准
2021~2022年 污水设计处理规模、占地应考虑预

留扩建的空间

新围

村委

会

西湖村 306 3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DB44/2208-2019表 1二级标

准
2021~2022年 污水设计处理规模、应占地考虑预

留扩建的空间

新围村 50 1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DB44/2208-2019表 1三级标

准
2021~2022年 可根据实际调整为“调节池+氧化

塘+农灌”或其他适宜工艺

红湖

村委

会

吉厂村 192 50 一体化处理设备（AO
或生物接触法）

DB44/2208-2019表 1二级标

准
2025年后

可根据实际调整为“调节池+水解

酸化池+人工湿地”或其他适宜工

艺

内湖

村委

会

埔美头

村
171 2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DB44/2208-2019表 1二级标

准
2025年后 /

海埔村 166 2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DB44/2208-2019表 1二级标

准
2021~2022年 /

海圩村 191 5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DB44/2208-2019表 1二级标

准
2021~2022年 /

池刀村 520 50 一体化处理设备（AO
或生物接触法）

DB44/2208-2019表 1二级标

准
2025年后

可根据实际调整为“调节池+水解

酸化池+人工湿地”或其他适宜工

艺；污水设计处理规模、占地应考

虑预留扩建的空间

山边城

村
35 1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DB44/2208-2019表 1三级标

准
2025年后

可根据实际调整为“调节池+氧化

塘+农灌”或其他适宜工艺

城埔村 41 1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DB44/2208-2019表 1三级标

准
2025年后

可根据实际调整为“调节池+氧化

塘+农灌”或其他适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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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村
自然村

人口

数

设计处理

规模

（m3/d）
拟处理工艺 执行标准 规划时限 备注

湖东

村委

会

桥仔头

村
60 1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DB44/2208-2019表 1三级标

准
2025年后

可根据实际调整为“调节池+氧化

塘+农灌”或其他适宜工艺

一村~七
村

1618 300 一体化处理设备（AO
或生物接触法）

DB44/2208-2019表 1三级标

准
2025年后

可根据实际调整为分散建设多套

污水设施

注：

1、湖东村委会一村~七村的污水处理设施，优先考虑建设 1套处理规模为 300m³/d的“一体化设备（AO、生物接触法或MBR工艺）”；亦可根据

自然村的实际情况建设多套小规模的污水处理设施，可采取“水解酸化池+人工湿地”或其他适宜的工艺。

2、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在 20m³/d以下的自然村，优先考虑采取“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工湿地”工艺；若自然村不具备实施该工艺的条件，可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调节池+氧化塘+农灌”或其他适宜的工艺。

3、污水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处理工艺以项目施工设计资料为准；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考虑 10%以上的余量，以满足规划期内污水量的处理

需求；污水设施选址时应考虑预留扩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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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设施出水排放要求

纳入红海湾污水处理厂及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处理厂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

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村级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执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排放标准》（DB44/2208-2019）中的出水水质标准（出水排入环境功能明确的

水体，执行表 1中的一级标准；处理规模 20m3/d及以上的设施出水排入环境功

能未明确的水体，执行表 1中的二级标准；处理规模小于 20m3/d的设施出水排

入环境功能未明确的水体，执行表 1 中的三级标准）。排入农田时，出水还要满

足农田灌溉的水质要求。

表 4.5- 1 DB44/2208-2019村级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控制项目名称
限值（单位：mg/L，pH 除外）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1 pH值（无量纲） 6~9 6~9 6~9

2 悬浮物 20 30 50

3 化学需氧量 60 70 100

4 氨氮① 8（15） 15 25

5 动植物油② 3 5 5

6 总磷③ 1 / /

7 总氮④ 20 / /
注：①氨氮指标括号内的数值为水温≤12℃的控制指标；

②动植物油指标仅针对含提供餐饮服务的农村旅游项目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

③总磷指标仅针对出水排入封闭水体或总磷超标的水体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

④总氮指标仅针对出水排入封闭水体或总氮超标的水体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

4.6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污泥、粪污、隔油栅渣等，涉及

面广、量大且较为分散，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存在

一定的难度。为防止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乱丢乱弃产生二次污染，

应妥善有效处置固体废物。

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农用污泥污染

物控制标准》（GB 428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等相关标准，对生活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本规划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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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日常产生的栅渣，可按农村生活垃圾进入目前已经较为成熟的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进行有效收集与处置。

（2）对于日常产生的污泥，根据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模式可分为分散治理

模式和集中治理模式。分散治理模式产生的污泥先单独储存，然后定期统一收集

于干化场处理，待污泥熟化后，再进行土地利用，例如还田。集中治理模式产生

的污泥量较大，需采用完备的污泥处理设施，以免造成二次污染，首先要统一收

集运至处理场进行机械脱水，然后再进行好氧堆肥处理，堆肥产品宜直接进行土

地利用；对于集中治理模式产生的污泥，若没有完备的物理处理设施，也可采用

自然干化、堆肥，或采用吸粪车等定期清理和收集后，送至城镇污水处理厂（或

新建污泥处置中心）的污泥处理设施内进行集中处置，或采用移动式分散污泥脱

水处置设施进行就地压滤脱水，脱水后产生泥饼可建议按照减量化、无害化、资

源化的原则，就近进行土地利用。

4.7验收移交

施工单位按设计文件规定的和合约定的内容及施工图纸的要求，全部完成项

目建设内容，并在设备、工艺调试完成后，方可提出竣工验收申请。

竣工验收应按以下流程进行：

（1）资料验收

竣工验收应提供如下主要文件资料：工程项目的立项文件、招标投标文件和

工程承包合同、竣工验收申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工程决算报告及批复、工程

竣工审计报告、工程调试运行报告、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变更文件以及主管部门有

关审批、修改、调整文件，竣工图纸、设备技术说明书等。

建设单位应对全部文件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系统整理、分类立卷，

并及时归档。文件资料审核不通过的，建设单位应提出整改意见，由相关单位限

时完成整改，再次提交审核，通过后方能进行工程实体验收工作。

（2）工程实体验收

文件资料审核通过后，建设单位应组织工程项目各参与方，进行现场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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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重点审查工程建设内容是否与设计文件相符、施工质量是否达到现行的质量

验收标准、机电设备数量、型号、参数及技术要求等是否与设计文件相符、配电

与自控系统是否达到相关防护要求，以及工程项目场地的安全防护措施。工程实

体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环保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应责成施工单位或其他相关单

位进行限期整改。

（3）环保验收

施工单位应提交调试和试运行报告，试运行报告中应包括至少连续 7日以上

的水质监测记录以及具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单位出具的水质监测报告。出水水质应

符合设计出水水质要求。

对污水处理站点的污泥处理处置、臭气与噪声防治措施、施工产生的生态问

题的修复等是否符合环保要求进行现场验收。

环保验收过程中，施工单位应现场演示工程项目的工艺运行过程。

4.8规划时序

综合考虑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现阶段城乡发展趋势、财政投入能力、农民接受

程度等，合理确定污水治理任务目标，本规划优先整治生态环境敏感、人口集聚、

发展乡村旅游以及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落，梯次推进，逐渐覆盖。

4.8.1 重点治理村落划分

根据《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编制指南》，对于生态敏感区

域重点村落的划分，主要划分为：中心村、人口集聚村、水源保护区范围村庄、

黑臭水体集中区域、旅游风景区、美丽乡村风貌示范带共 6个片区。根据《红海

湾旅游产业园区发展规划》中田墘红树林湿地生态旅游区、东洲滨海旅游产业综

合发展区、遮浪半岛滨海旅游度假区和施公寮旅游发展区的范围涉及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内全部 75个自然村，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划分重点区域村庄时不考虑

旅游风景区。根据统计，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重点治理村落数为 20个自然村。重

点治理村落数统计如表 4.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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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1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重点治理村落数统计表

镇街 人口集聚区 中心村
水源保护

区

黑臭水体

集中区域

美丽乡村风

貌示范带

合计（扣除

重复）

合计 10 0 0 0 15 20

田墘街道 2 0 0 0 4 5

东洲街道 4 0 0 0 8 9

遮浪街道 4 0 0 0 3 6

据统计分析，20个重点治理村落中有 3个完成治理，尚有 17个自然村未完

成污水治理，纳入规划范围。规划 2022年完成 1个重点村庄生活污水治理，2023

年完成 2个重点村庄生活污水治理，2024年完成 14个重点村庄生活污水治理。

至 2024年完成全部重点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

4.8.2 建设规划

根据“突出重点，典型示范，先易后难、全面覆盖”的工作思路，纳入本规

划治理范围包括拟纳入乡镇级污水处理厂的自然村、未完成污水处理的重点治理

村以及人数较少需资源化利用的自然村。因此，本规划共有 75个自然村，未完

成治理 51个自然村，至 2025年底前，本次规划拟完成 41个自然村农村污水治

理工作。规划开展新建设施建设的自然村统计情况如表 4.8-2。

表 4.8- 2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开展农村污水治理（新建）的自然村数统计总表

镇街 未完成自然村数 规划近期（2021~2022年） 规划远期（2023年~2025年）

合计 51 15 26

田墘街道 16 11 2

东洲街道 18 0 11

遮浪街道 17 4 13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

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办函〔2021〕285 号）和《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

实施方案（2019-2022年）》等相关文件要求，2022年底全区农村污水处理率需

达到 50%以上，2025年底全区农村污水处理率需达到 60%以上，因此，规划任

务目标分为近期和远期目标：

（1）规划近期：2021~2022年拟完成的自然村共有 15个，自然村污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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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50.7%，满足 2022年底全区农村污水处理率需达到 50%以上的要求。

（2）规划远期：2023~2025 年需完成的自然村共 26个，自然村污水治理覆

盖率达 86.7%，满足 2025年底全区农村污水处理率需达到 60%以上要求。

4.9规划方案

4.9.1 田墘街道

表 4.9- 1 田墘街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规划一览表

镇

街

行政

村
自然村

常住

人口

规划排水

量（m³/d） 处理方式/工艺
是否为重

点区域
规划年限

田

墘

街

道

内湖

村委

会

海埔村 166 15.5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2 年

海圩村 191 17.9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2 年

池刀村 520 48.7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埔美头村 171 16.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红湖

村委

会

吉厂村 192 18.0 水解酸化/厌氧生物膜池+
人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南联

村委

会

南町村 1873 175.3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2 年

上内寮村 170 15.9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3 年

坑尾村 179 16.8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3年

石新

村委

会

过洋埔村 604 56.5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2 年

新美地村 219 20.5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2年

石岗寮村 260 24.3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2年

石新新乡 268 25.1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2 年

石牌村 150 14.0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2 年

马巷村 196 18.3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2年

北山

村委

会

望高村 76 7.1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2年

北山村 266 24.9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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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东洲街道

表 4.9- 2 东洲街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规划一览表

镇街
行政

村
自然村

常住人

口

规划排

水量

（m³/d）
处理方式/工艺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规划年

限

东洲

街道

湖东

村委

会

一村 180 16.8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二村 146 13.7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三村 260 24.3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四村 170 15.9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五村 364 34.1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六村 438 41.0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七村 60 5.6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人
工湿地

否
2025 年

后

东一

村委

会

前山江

村
364 34.1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4年

前山石

村
376 35.2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4年

东门村 2418 226.3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东二

村委

会

北门村 620 58.0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西门村 506 47.4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新区村 1193 111.7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东三

村委

会

石古村 706 66.1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南门村 1633 152.8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下乡仔

村
242 22.7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东四

村委

会

饶潭村 260 24.3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钟秀园

村
2463 230.5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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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遮浪街道

表 4.9- 3 遮浪街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规划一览表

镇街
行政

村
自然村

常住人

口

规划排水

量（m³/d） 处理方式/工艺
是否为重

点区域
规划年限

遮浪

街道

新围

村委

会

西湖村 306 28.6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否 2022年

新围村 50 4.7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否 2022 年

施公

寮村

委会

芝兰港

村
300 28.1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否 2022 年

施公寮

村
500 46.8 调节池+水解酸化池+

人工湿地
否 2022 年

桂林

村委

会

东联村 123 11.5 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

（一期）
否 2024年

桂林村 167 15.6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4年

湖尾村 380 35.6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5年

合港

村委

会

合港村 1198 112.1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田寮

村委

会

田寮村 960 89.9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宫前

村委

会

宫前村 1368 128.0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新湖村 556 52.0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红坎

村委

会

红坎村 700 65.5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4年

四石柱

村
530 49.6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4年

长沟

村委

会

长新村 190 17.8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4年

长沟村 149 13.9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4年

西地村 76 7.1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否 2024年

水龟

寮村

委会

水龟寮

村
1721 161.1 拟纳入汕尾市东部水质

净化厂（一期）处理
是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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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运行管理

5.1运维管理

5.1.1 建立健全运维组织架构

按照运维管理目标，健全完善管理架构，落实各级管理职责，探索建立以广

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责任主体、街道办事处（田墘、东洲、遮

浪）为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落实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务主体

的“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系，见下图。

图 5.1- 1 五位一体运维管理框架图

5.1.2 合理确定运维模式

目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运维管理主要有三大模式：

（1）委托第三方运维管理模式，该模式由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引进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通过购买服务形式将运行管理交由有资质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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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专业化程度较高，运维服务相对比较到位，但监管和考核有一定难度；

（2）街道办统筹运维管理模式，由街道办直接牵头组织运维，其属地管理

职责明确、易于实施，但技术保障不足，易导致政府大包大揽；

（3）村级自我运维管理模式，由村委会牵头承担运维管理，其管理成本低，

但容易导致失管失修，管理能力有限、综合效益较低。

结合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实际情况，村级自我运维管理、委托第三方运维管

理模式都是较为有效的运维管理模式。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建议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也可以适当地进行街道办统筹运维管理模式的探索实践。

为规范村委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各行政村负责辖区内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时，要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纳

入村规民约，做好新建农房污水接入管网系统的指导监督工作；组织农户自觉维

护设施，不受人为破坏；配合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对第三方的监督考核，配合第

三方开展检测、维护和设施设备更换、防盗保护及与农户沟通等工作。落实村级

管理员加强巡查，发现渗漏、堵塞、破损、故障等异常情况的，应通知第三方或

运行维护专业队伍及时处置。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的其他工作。

为规范第三方运维服务机构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充分发挥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治污成效，第三方运维服务机构须按照《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设施标准化运行维护评价导则》开展标准化运维工作，建立“半小时响应服务

圈”，按照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统一要求，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实现标

准化运维；到 2025年，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全面提升，出水污染物排放达

标率进一步提高。

5.1.3 完善建设管护机制

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权归属和运行管护责任单位，推动建立有制度、

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督的运行管护机制。鼓励探索建立污水处理受益

农户付费制度，提高农户自觉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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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环境监管

结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DB44/2208-2019），制定并执行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的考核办法。建立运维管理评价结果与运维经费

及街道办考核挂钩的奖惩机制，逐步提高运维效率。

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日常环境监督机制。除加强运维单位日常自检，第三

方环境检测单位定期抽检外，应落实责任单位及当地环境监测站的监督检测责任，

加强排放水质监测。通过多方数据比对，核查监测数据的一致性、真实性和有效

性，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用自动在线监测系统进行水质数据监测与采集。

应积极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源减排核查政策和技术的研究，探索开展

污染源减排核算体系和减排核算试点，积极鼓励各地申报国家分散型生活污水治

理设施污染源减排认可，应从源头、过程、终端等各个环节入手，截污治污，降

低污染物总量，改善生活环境。重点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进程，大力促进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通过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进程，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一

方面可从总量上控制污染物排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环境容量。另一方面可拓宽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资金渠道，通过排污权交易所取得的资金，可再次投入到

农村治污减排工作中去，使农村治污工作得到良性循环。

为确保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应建立绩效考评机制，考核结果纳入街

道办年度考核中，并引导各街道办广泛开展农村污水治理宣传教育，强化环境卫

生意识，充分发挥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的作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大力宣传开展农村污水治理和运维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到农村污水整治、配合和长效运维管理中来，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

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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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6.1投资估算

6.1.1 新增治理工程投资

本次规划涉及的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模式主要为纳厂管理、建设设施和资源

化利用，目前资源化利用的自然村已完成治理。纳厂管理的自然村需投资的费用

主要为配套污水管网及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建设设施的自然村需投资配套入

户管网及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部分农村生活污水依托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处理，汕

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为市级项目，由该项目工程费用为

160924.65万元，由汕尾市财政支出不纳入本次规划投资范围。

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主要建设污水主管网，而汕尾红海湾

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工程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内农村污水支管网、入

户管及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建设费用采用《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设

施及配套工程概算书》中的工程预算，该工程费用 22474.3935万元（不含征地

拆迁费）。

本次规划涉及的主要项目投资估算见表 6.1-1。

表 6.1- 1本次规划涉及的工程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投资估算

实施

年限

责任

单位

1 污水

处理

厂建

设工

程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期

工程

新建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本次

为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10万
m3/d（远期建设规模为20万m3/d）。 160924.65

万元（不纳

入本次规划

投资范围）

2022
年

汕尾

市住

房和

城乡

建设

局
2 污水厂配

套管网

配套主管网均按远期 20万m3/d规
模一次建成，其中主城区管网总长

14.1km，红海湾片区管网总长

16.77km，尾水管总长 2.18km。

2024
年

3

汕尾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污水

处理

设施

田墘街道

污水管网

完善工程

建设污水主管网DN200~DN500约
14000m，截流井、检查井共1100
余座，一体化泵站1座，破除并修

复路面22000m2。 22474.3935
万元

2024
年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管理

4
东洲街道

污水管网

完善工程

建设污水主管网DN200~DN500约
19000m，截流井、检查井共7700
余座，破除并修复路面24000m2。

2024
年

5 遮浪街道 建设污水主管网DN200~DN500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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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投资估算

实施

年限

责任

单位

及配

套工

程

委员

会

污水管网

完善工程

17000m，截流井、检查井共1800
余座，破除并修复路面18000m2。

年

6

边远农村

污水处理

设施及配

套污水管

网建设工

程

共服务施公寮村委、新围村委、红

湖村委、内湖村委、湖东村委等5
个行政村，共建设污水主管网

DN200~DN300约8600m，截流井

50余座，破除并修复路面15000m2。

另有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共13座。

2022
年

~2025
年

备注：海埔村、海圩村、施公寮村、芝兰港村、新围村、西湖村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污水管网建设工程规划于 2022年底前完成。

6.1.2 运维费用匡算

根据《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与投资指南》，农村生活污水设施运维投资指

标取值如下：

（1）农村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费用见表 6.1-2。委托第三方专业运维单位

的污水设施运行费用为 2元/吨水。

表 6.1-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费用参考标准

工艺 出水标准
吨水运行费用

＜100m³ 101~500 m³

传统活性污泥法 省标二级 0.7~1.1 0.6~0.8

AO 省标二级 0.8~1.2 0.7~0.8

A2O 省标二级 1.0~1.3 0.8~1.0

氧化沟 省标二级 0.8~1.0 0.7~0.8

生物接触氧化 省标二级 0.8~1.0 0.7~0.8

SBR 省标二级 0.8~1.0 0.7~0.8

MBR 省标二级 1.0~1.3 0.8~1.0

（2）人工湿地运行费用为 0.25～0.80元/吨水。

（3）污泥脱水运行费用 0.5～2.0元/吨污泥，污泥干化运行费用为 0.5～2.0

元/吨污泥，污泥消化运行费用 2.0～8.0元/吨污泥，堆肥处理运行费用 80.0～120.0

元/吨干污泥。

（4）管网日常维护检修费用约为 5.0-8.0元/米。

（5）资源化利用按常住人口每人 20元/年。

根据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村庄人口聚集程度、污水处理规模、处理工艺的差异

性，管网维护日常维护检修费用按 8元/米计算，运行维护费用平均按 2.0元/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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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资源化利用按常住人口每人 20 元/年计算。至 2025年，红海湾经济开发

区规划目标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工程后，管网建设规模约

58.6km，每年所需管网运维费用为 46.88万元。建设设施的设计处理污水量为

1150m³/d，每年所需运维资金约为 83.95万元。资源化利用自然村 15个，常住人

口 506人，每年所需运维资金约 1.01万元。综上合计，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每年

所需运维资金为 131.84万元。

表 6.1- 3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运维费用估算表

镇街
管网长

度（米）

运维

单价

（元/
米）

运维

费用

（万

元）

建设

设施

规模
(t/d)

运维

单价

（元/
吨水）

运维

费用

（万

元）

资源

利用

村庄

常住

人口

运维单价
运维费用

（万元）

合计 58600 8 46.88 1150 2.0 83.95 506 8 1.01
田墘

街道
17600 8 14.08 550 2.0 40.15 309 20 0.62

东洲

街道
21400 8 17.12 0 2.0 0 60 20 0.12

遮浪

街道
19600 8 15.68 600 2.0 43.8 137 20 0.27

注：

1、边远行政村管网约 8600m，其中田墘街道边远农村管网约 3600m，东洲街道边远农村管

网约 2400m，遮浪街道边远农村管网约 2600m。

2、建设设施规模为规划建设和已建设施的设计规模，运维时间按 365天计。资源化利用按

常住人口计，每人 20元/年。

6.2资金筹措

规划近期，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一期工程由汕尾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建设，建设经费由汕尾市财政支出。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工程的建设经费由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的财政支出，工程经费纳入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年度财政预算中。

规划远期，政府财政无法全部承担，也无法实现长效运行。必须按照“政府

扶持、社会参与、农户自筹”的资金筹措原则，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和农户自筹相

结合的资金筹措机制，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采取多元投资、多方参与的方式筹措

建设与运维经费。

1）增加财政预算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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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在财政方面加大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拓

宽财政支持来源。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优先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按

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及运维资金纳入年度财政

预算，设立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资金，且保证逐年有所增长。

2）积极争取中央环保专项资金和涉农资金

充分利用国家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相关财政专项资金，特别是根据中央

生态环境资金储备库入库指南要求，并配套地方资金，有序地安排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的申报，争取国家专项资金补助；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争取涉农财

政资金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倾斜。

3）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捐助、认建等形

式，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鼓励各类社会资金投入环保事业，加强引

导和规范管理，采用 BOT、TOT、PPP等各种适合地区特点的融资模式；发挥

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加大信贷资金支持力度，筹集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经费。

4）探索农村生活污水收费制度

对使用自来水的农户将污水处理费用纳入自来水价中；对采用纳管处理模式、

集中治理达标排放模式、分散治理达标排放模式的自供水农户按户或用水量支付

污水治理费用，逐步实现受益农户污水治理付费制度。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

承受能力问题，采用级差和累进收费的办法来解决，特困家庭由政府对其实行调

价补贴，以确保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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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障措施

7.1组织保障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监管、部门落实、责任到人”原则，明确以广东汕尾红

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主管部门，细化各参与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红海

湾经济开发区对各街道办、街道办对行政村两级督查考核机制。推动和保障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改造和运维工作的有效落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各部

门职责分工见下表。

表 7.1- 1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职责分工表

序号 单位 职责分工

1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履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主体责任，做好项目落地、资

金保障、推进实施等工作，对实施效果负责。

2 生态环境局

负责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日常环境监管机制；加强排

放水质监测，依法依规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超

标进行查处。

3 城乡建设和管理局
负责支持和指导各镇街的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

建设及运行维护，保障城镇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

4 农林水和海洋渔业局

负责支持和指导各行政村落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及入户污水管网的建设，并积极申请并协调涉农资金、

财政专项资金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费用的支

持；负责协调农村户厕改造建设等工作；负责支持和指

导美丽乡村的建设工作。

5 街道办

负责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方案，支

持和指导各行政村落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

工作，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有效运行；负责开展农村污水

治理的宣传教育工作。

7.2资金保障

建立“政府扶持、群众自筹、社会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有条件的镇街可从

自来水水费、村庄保洁等渠道适量的收取生活污水治理经费，通过“财政补一点、

村集体筹一点、农户收一点”的办法，筹措建设和运维资金。应引导和支持企业、

社会团体、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捐助、认建等形式，参与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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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技术保障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运维管理必须要有过硬的技术力量保障，可

邀请治水专家、高校教授等组成专家团队，分专业开展定向服务，为基层治水提

供最有利的技术支持。在污水治理设施实施前的所有建设和提升方案、设计图纸

等技术文件，均应通过专家组的评审把关，审核通过后的方案应邀请技术力量强

的公司和技术团队参与实施，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规划、设计、施工、技术指

导、运维服务”一条龙的服务模式，确保技术服务的连贯性。加强信息技术支撑，

提升运维管理水平。加强全程质量监管，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础信息库

建设。

7.4监督监管

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日常环境监督机制。除加强运维单位

日常自检，第三方环境检测单位定期抽检外，应落实责任单位及当地环境监测站

的监督检测责任，加强排放水质监测。通过多方数据比对，核查监测数据的一致

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用自动在线监测系统进行水质数据

监测与采集。

应积极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源减排核查政策和技术的研究，探索开展

污染源减排核算体系和减排核算试点，积极鼓励各地申报国家分散型生活污水治

理设施污染源减排认可，应从源头、过程、终端等各个环节入手，截污治污，降

低污染物总量，改善生活环境。重点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进程，大力促进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通过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进程，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一

方面可从总量上控制污染物排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环境容量。另一方面可拓宽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资金渠道，通过排污权交易所取得的资金，可再次投入到

农村治污减排工作中去，使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治污工作得到良性循环。为确保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应建立绩效考评机制，考核结果纳入各街道办的年度

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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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宣传教育

引导各街道办广泛开展农村污水治理宣传教育，强化环境卫生意识，充分发

挥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的作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开展农

村污水治理和运维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农村污水整

治、配合和长效运维管理中来，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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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目标

地区

名称

行政

村数

自然

村数

2020年 规划近期（2021~2022年） 规划远期（2023~2025年）

已完

成自

然村

数

其中：1、
纳入城镇

污水处理

厂的自然

村数

2、建设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的

自然村数

3、污水资源化

利用的自然村

数

完成率

目标完

成自然

村数

其中：1、
纳入城镇

污水处理

厂的自然

村数

2、建设农村

生活污水处

理的自然村

数

3、污水资

源化利用

的自然村

数

完成率

目标

完成

自然

村数

其中：1、
纳入城镇

污水处理

厂的自然

村数

2、建设农村

生活污水处

理的自然村

数

3、污水资

源化利用

的自然村

数

完成率

总计 22 75 24 1 8 15 32.0% 38 10 14 14 50.7% 65 44 14 7 86.7%

东洲

街道
5 19 1 0 0 1 5.3% 1 0 0 1 5.3% 12 11 0 1 63.2%

遮浪

街道
10 25 8 0 4 4 32.0% 11 0 8 3 44.0% 25 17 8 0 100.0%

田墘

街道
7 31 15 1 4 10 48.4% 26 10 6 10 83.9% 28 16 6 6 90.3%

注：目标完成自然村数量按治理完成时间计，如某自然村 2022年过度治理模式为资源化利用，最终治理模式为纳厂处理，纳厂管网完成时间为 2024年，统计完成自然村数量时按 2022年完成统计。

附表 2：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分年度攻坚任务表格

镇街 自然村总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自然村完成

基数
完成率基数

目标完成自然村

数量
目标完成率

目标完成自然村

数量

目标完成

率

目标完成自然村

数量

目标完成

率

目标完成自然村

数量

目标完成

率

目标完成自然村

数量
目标完成率

总计 75 24 32.0% 24 32.0% 38 50.7% 40 53.3% 64 85.3% 65 86.7%

东洲街道 19 1 5.3% 1 5.3% 1 5.3% 1 5.3% 12 63.2% 12 63.2%
遮浪街道 25 8 32.0% 8 32.0% 11 44.0% 11 44.0% 24 96.0% 25 100.0%
田墘街道 31 15 48.4% 15 48.4% 26 83.9% 28 90.3% 28 90.3% 28 90.3%

注：目标完成自然村数量按治理完成时间计，如某自然村 2022年过度治理模式为资源化利用，最终治理模式为纳厂处理，纳厂管网完成时间为 2024年，统计完成自然村数量时按 2022年完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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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红海湾经济开发规划任务清单

镇街 田墘街道 东洲街道 遮浪街道 备注

2021年及

以前完成

的自然村

纳厂管理 塔岭村 / / /

建设设施
深径村、埔上村、后

湖村、麻园村
/ 东风村、新岭村、西岭村、

东尾村
/

资源化利用

山边城村、城埔村、

红湖新乡、田心村、

浮山村、格坡村、山

岗村、下内寮村、小

马巷、东洋村

桥仔头村
五家村、新沟村、径尾村、

东联圩村
/

小计 15 1 8 2021年以前共完成 24个
自然村

2022年规

划任务清

单

纳厂管理

南町村、过洋埔村、

新美地村、石岗寮村、

石新新乡、石牌村、

马巷村、望高村、北

山村

/ / /

建设设施 海埔村、海圩村 / 新围村、西湖村、芝兰港村、

施公寮村
/

资源化利用 / / / /

小计 11 0 4 2022年规划完成 15个自

然村，均为新增治理

2023年规

划任务清

单

纳厂管理 上内寮村、坑尾村 / / /

建设设施 / / / /
资源化利用 / / / /

小计 2 0 0 2023年规划完成 2个自

然村，均为新增治理

2024年规

划任务清

单

纳厂管理
下内寮村、小马巷、

东洋村

前山江村、前山石村、

东门村、北门村、西

门村、新区村、石古

村、南门村、下乡仔

村、饶潭村、钟秀园

村

东联村、桂林村、东联圩村、

合港村、田寮村、宫前村、

新湖村、红坎村、四石柱村、

长新村、长沟村、西地村、

水龟寮村、新沟村、径尾村、

下内寮村、小马巷、东洋

村、新沟村、东联圩村治

理方式由资源化利用调

整为纳厂处理

建设设施 / / /

资源化利用 / / /

小计 3 11 15

2024年规划完成 29个自

然村，其中新增治理 24
个自然村，调整治理方式

5个自然村

2025年规

划任务清

单

纳厂管理 / / 五家村、湖尾村

建设设施 / / /

资源化利用 / / /

小计 0 0 2

2025年规划完成 2个自

然村，其中新增治理 1
个自然村，调整治理方式

1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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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涉及重点区域村庄的类型与名称

序号 县（市、区） 重点区域村庄类型 涉及的重点区域名称
涉及治理的自然村总

数（个）

1
红海湾经济开

发区

人口规模大且集中的村庄
南町村、塔岭村、东门村、新区村、南门村、钟秀园

村、合港村、田寮村、宫前村、水龟寮村
10

中心村 / /

水源保护区 / /

黑臭水体集中区域 / /

旅游风景区 / /

美丽乡村风貌带

南町村、上内寮村、下内寮村、坑尾村、北门村、西

门村、新区村、石古村、南门村、下乡仔村、饶潭村、

钟秀园村、东尾村、宫前村、新湖村

15

其他 / /

小计 / 20

说明：1、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范围无水源保护区，无水体列入省、市黑臭水体名单。

2、根据《红海湾旅游产业园区发展规划》中田墘红树林湿地生态旅游区、东洲滨海旅游产业综合发展区、遮浪半岛滨海旅游度假区

和施公寮旅游发展区的范围涉及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内全部 75个自然村，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划分重点区域村庄时不考虑旅游风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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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一村一策治理台账

序

号

行政

区
街道

行政

村

自然

村

户籍户

数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地理位置 1

人口聚集

程度 2
主要治

理模式 3

纳厂模式 4 建设设施模式 资源化利用模式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拟完

成时

间 8
备注

经度 纬度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名称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的状态

（拟）建

成年份

初步拟采

用治理工

艺

拟执行

排放标

准

拟采用的

主要资源

化模式 5

是否已

完成 6

拟选用

主要的

受纳体

形式

1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外湖

村委

会

深径

村
114 561 43 115.518654 22.767062 A B / / /

厌氧+人
工湿地+
稳定塘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0
年 /

2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外湖

村委

会

埔上

村
459 2363 118 115.987687 23.328474 A B / / /

厌氧+人
工湿地+
稳定塘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0
年 /

3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外湖

村委

会

后湖

村
241 1283 90 115.520161 22.770544 A B / / /

厌氧+人
工湿地+
稳定塘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0
年

现状设施

运行不稳

定，加强

运维管理

4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外湖

村委

会

麻园

村
117 653 24 115.522353 22.774183 A B / / /

厌氧+人
工湿地+
稳定塘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0
年 /

5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内湖

村委

会

山边

城村
64 346 35 115.542078 22.788954 A C / / / / / 农田灌溉 是 农田 否

2020
年

有条件时

可考虑建

设设施处

理污水

6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内湖

村委

会

海埔

村
127 719 166 115.535775 22.779541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2

年

纳入 2022
年民生实

事

7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内湖

村委

会

海圩

村
138 688 191 115.53455 22.77565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2

年

纳入 2022
年民生实

事

8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内湖

村委

会

池刀

村
416 2107 520 115.538848 22.782586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9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内湖

村委

会

城埔

村
157 810 41 115.535686 22.793313 A C / / / / / 农田灌溉 是 农田 否

2020
年

有条件时

可考虑建

设设施处

理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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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
街道

行政

村

自然

村

户籍户

数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地理位置 1

人口聚集

程度 2
主要治

理模式 3

纳厂模式 4 建设设施模式 资源化利用模式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拟完

成时

间 8
备注

经度 纬度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名称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的状态

（拟）建

成年份

初步拟采

用治理工

艺

拟执行

排放标

准

拟采用的

主要资源

化模式 5

是否已

完成 6

拟选用

主要的

受纳体

形式

10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内湖

村委

会

埔美

头村
304 1606 171 115.530225 22.780231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11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红湖

村委

会

红湖

新乡
28 121 3 115.3027 22.4558 A C / / / / / 周边林地 是 林地 否

2020
年 /

12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红湖

村委

会

田心

村
110 609 22 115.508214 22.76602 A C / / / / / 周边林地 是 林地 否

2020
年 /

13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红湖

村委

会

浮山

村
112 596 35 115.508214 22.76602 A C / / / / / 周边林地 是 林地 否

2020
年 /

14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红湖

村委

会

格坡

村
77 436 20 115.509586 22.773416 A C / / / / / 周边林地 是 林地 否

2020
年 /

15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红湖

村委

会

吉厂

村
251 1435 192 115.508737 22.764985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16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红湖

村委

会

山岗

村
49 319 9 115.518615 22.766493 A C / / / / / 周边林地 是 林地 否

2020
年 /

17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南联

村委

会

南町

村
783 4045 1873 115.519293 22.725658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2

年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于

2022年可

进行调试

18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南联

村委

会

上内

寮村
109 583 170 115.519293 22.725658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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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
街道

行政

村

自然

村

户籍户

数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地理位置 1

人口聚集

程度 2
主要治

理模式 3

纳厂模式 4 建设设施模式 资源化利用模式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拟完

成时

间 8
备注

经度 纬度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名称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的状态

（拟）建

成年份

初步拟采

用治理工

艺

拟执行

排放标

准

拟采用的

主要资源

化模式 5

是否已

完成 6

拟选用

主要的

受纳体

形式

19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南联

村委

会

下内

寮村
115 594 125 115.519293 22.725658 A C / / / / / 周边林

地、农田
是

林地、

农田
是

2020

年

规划 2024
年纳厂处

理

20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南联

村委

会

坑尾

村
110 622 179 115.514167 22.729972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3

年
/

21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石新

村委

会

过洋

埔村
419 2560 604 115.483754 22.727439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2

年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于

2022年可

进行调试

22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石新

村委

会

新美

地村
225 1156 219 115.471415 22.728756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2
年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于

2022年可

进行调试

23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石新

村委

会

石岗

寮村
138 612 260 115.480267 22.725283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2
年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于

2022年可

进行调试

24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石新

村委

会

石新

新乡
231 1190 268 115.478061 22.730237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2

年
/

25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石新

村委

会

石牌

村
258 1170 150 115.48418 22.735911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2

年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于

2022年可

进行调试

26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石新

村委

会

马巷

村
170 1046 196 115.461987 22.735448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2
年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于

2022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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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
街道

行政

村

自然

村

户籍户

数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地理位置 1

人口聚集

程度 2
主要治

理模式 3

纳厂模式 4 建设设施模式 资源化利用模式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拟完

成时

间 8
备注

经度 纬度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名称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的状态

（拟）建

成年份

初步拟采

用治理工

艺

拟执行

排放标

准

拟采用的

主要资源

化模式 5

是否已

完成 6

拟选用

主要的

受纳体

形式

进行调试

27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石新

村委

会

小马

巷
24 124 8 115.455348 22.738812 A C / / / / / 周边林

地、农田
是

林地、

农田
否

2020
年

规划 2024
年纳厂处

理

28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北山

村委

会

望高

村
55 65 76 115.490897 22.734143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2
年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于

2022年可

进行调试

29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北山

村委

会

北山

村
300 1534 266 115.486869 22.736978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2

年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于

2022年可

进行调试

30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北山

村委

会

东洋

村
24 125 11 115.473787 22.735476 A C / / / / / 周边林

地、农田
是

林地、

农田
否

2020

年

规划 2024
年纳厂处

理

31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田墘

街道

塔岭

村委

会

塔岭

村
429 2366 1108 115.502935 22.73576 A A 红海湾污

水处理厂
已建成 2010年 / / / / / 否

2020
年 /

32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湖东

村委

会

桥仔

头村
187 762 60 115.310414 22.410482 A C / / / / / 周边林地 是 林地 否

2020

年

现状已完

成治理，

治理方式

为资源化

利用，有

条件时可

考虑建设

设施处理

污水



78

序

号

行政

区
街道

行政

村

自然

村

户籍户

数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地理位置 1

人口聚集

程度 2
主要治

理模式 3

纳厂模式 4 建设设施模式 资源化利用模式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拟完

成时

间 8
备注

经度 纬度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名称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的状态

（拟）建

成年份

初步拟采

用治理工

艺

拟执行

排放标

准

拟采用的

主要资源

化模式 5

是否已

完成 6

拟选用

主要的

受纳体

形式

33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湖东

村委

会

一村 131 646 180 115.300607 22.420849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34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湖东

村委

会

二村 136 654 146 115.300302 22.420683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35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湖东

村委

会

三村 180 993 260 115.300522 22.420504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36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湖东

村委

会

四村 131 615 170 115.301306 22.42053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37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湖东

村委

会

五村 143 733 364 115.301406 22.420607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38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湖东

村委

会

六村 255 1354 438 115.301328 22.420629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39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湖东

村委

会

七村 121 560 60 115.300264 22.415646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5
年后

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

处理工艺

40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一

村委

会

前山

江村
116 535 364 115.314709 22.425896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4
年

/

41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一

村委

会

前山

石村
158 720 376 115.315212 22.425501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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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
街道

行政

村

自然

村

户籍户

数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地理位置 1

人口聚集

程度 2
主要治

理模式 3

纳厂模式 4 建设设施模式 资源化利用模式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拟完

成时

间 8
备注

经度 纬度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名称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的状态

（拟）建

成年份

初步拟采

用治理工

艺

拟执行

排放标

准

拟采用的

主要资源

化模式 5

是否已

完成 6

拟选用

主要的

受纳体

形式

42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一

村委

会

东门

村
744 4092 2418 115.314552 22.424903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43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二

村委

会

北门

村
290 1274 620 115.530868 22.710083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44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二

村委

会

西门

村
274 1360 506 115.530831 22.710392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45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二

村委

会

新区

村
306 1626 1193 115.530717 22.708952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46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三

村委

会

石古

村
338 1570 706 115.321239 22.425646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47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三

村委

会

南门

村
605 2975 1633 115.314284 22.424073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48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三

村委

会

下乡

仔村
88 440 242 115.314771 22.424234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49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四

村委

会

饶潭

村
128 538 260 115.3243 22.423319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50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东洲

街道

东四

村委

会

钟秀

园村
741 3602 2463 115.315502 22.423683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51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东尾

村委

会

东风

村
68 312 112 115.563426 22.699383 A B / / / 三级净化

池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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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
街道

行政

村

自然

村

户籍户

数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地理位置 1

人口聚集

程度 2
主要治

理模式 3

纳厂模式 4 建设设施模式 资源化利用模式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拟完

成时

间 8
备注

经度 纬度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名称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的状态

（拟）建

成年份

初步拟采

用治理工

艺

拟执行

排放标

准

拟采用的

主要资源

化模式 5

是否已

完成 6

拟选用

主要的

受纳体

形式

52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东尾

村委

会

新岭

村
67 360 204 115.562439 22.669779 A B / / /

厌氧+生
物接触氧

化+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0
年

加强运维

53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东尾

村委

会

西岭

村
271 1560 480 115.562439 22.660979 A B / / /

厌氧+生
物接触氧

化+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0
年

加强运维

54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东尾

村委

会

东尾

村
178 884 280 115.563469 22.669462 A B / / /

厌氧+生
物接触氧

化+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是
2020
年

加强运维

55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新围

村委

会

西湖

村
134 751 306 115.573101 22.736125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2
年

纳入 2022
年民生实

事

56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新围

村委

会

新围

村
88 446 50 115.57309 22.736125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2
年

纳入 2022
年民生实

事

57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施公

寮村

委会

芝兰

港村
143 891 300 115.573556 22.754672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2
年

纳入 2022
年民生实

事

58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施公

寮村

委会

施公

寮村
336 2004 500 115.573556 22.754672 A B / / /

调节池+
水解酸化

池+人工

湿地

DB44/2
208二
级标准

/ / / 否
2022
年

纳入 2022
年民生实

事

59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桂林

村委

会

五家

村
65 327 25 115.538882 22.674825 A C / / / / / 周边林

地、农田
是

林地、

农田
否

2020
年

规划 2025
年纳厂处

理

60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桂林

村委

会

东联

村
162 896 123 115.54049 22.680511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4
年

/



81

序

号

行政

区
街道

行政

村

自然

村

户籍户

数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地理位置 1

人口聚集

程度 2
主要治

理模式 3

纳厂模式 4 建设设施模式 资源化利用模式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拟完

成时

间 8
备注

经度 纬度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名称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的状态

（拟）建

成年份

初步拟采

用治理工

艺

拟执行

排放标

准

拟采用的

主要资源

化模式 5

是否已

完成 6

拟选用

主要的

受纳体

形式

61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桂林

村委

会

桂林

村
225 1220 167 115.540338 22.676233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4
年

/

62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桂林

村委

会

东联

圩村
152 725 47 115.545015 22.677461 A C / / / / / 周边林

地、农田
是

林地、

农田
否

2020
年

规划 2024
年纳厂处

理

63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桂林

村委

会

湖尾

村
317 1668 380 115.56799 22.661701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5
年

/

64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合港

村委

会

合港

村
430 2202 1198 115.488281 22.674847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65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田寮

村委

会

田寮

村
306 1534 960 115.568893 22.685583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66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宫前

村委

会

宫前

村
302 1424 1368 115.488281 22.674847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67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宫前

村委

会

新湖

村
117 608 556 115.582059 22.632112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68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红坎

村委

会

红坎

村
293 1420 700 115.562439 22.669779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4
年

/

69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红坎

村委

会

四石

柱村
198 946 530 115.562439 22.669779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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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

区
街道

行政

村

自然

村

户籍户

数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地理位置 1

人口聚集

程度 2
主要治

理模式 3

纳厂模式 4 建设设施模式 资源化利用模式

是否为

重点区

域

拟完

成时

间 8
备注

经度 纬度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名称

拟纳入的城

镇污水处理

厂的状态

（拟）建

成年份

初步拟采

用治理工

艺

拟执行

排放标

准

拟采用的

主要资源

化模式 5

是否已

完成 6

拟选用

主要的

受纳体

形式

70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长沟

村委

会

长新

村
138 603 190 115.551915 22.68947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4
年

/

71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长沟

村委

会

长沟

村
168 764 149 115.557519 22.692263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4
年

/

72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长沟

村委

会

新沟

村
48 220 29 115.555024 22.686709 A C / / / / / 周边林

地、农田
是

林地、

农田
否

2020
年

规划 2024
年纳厂处

理

73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长沟

村委

会

径尾

村
57 270 36 115.560769 22.697349 A C / / / / / 周边林

地、农田
是

林地、

农田
否

2020
年

规划 2024
年纳厂处

理

74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长沟

村委

会

西地

村
72 428 76 115.549395 22.693755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否

2024
年

/

75

红海

湾经

济开

发区

遮浪

街道

水龟

寮村

委会

水龟

寮村
525 2295 1721 115.488281 22.674847 A A

汕尾市东

部水质净

化厂（一

期）

在建
2023年
10月 / / / / / 是

2024
年

/

备注：

1.地理位置填写自然村最主要的人口聚集区域的坐标，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2.人口聚集程度按照以下规定填写相关序号：A.人口聚集程度高、B.聚集程度一般、C.聚集程度低；

3.结合现场调查情况，按照《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指引》等要求，确定各个自然村的治理模式，根据三种模式处理污水量的占比填写 1个最主要的治理模式的序号：A.纳厂模式，B.建设设施模式，C.资源化利用模式；按

规划实施后自然村最终治理模式填写，如某自然村 2022年过度治理模式为资源化利用，最终治理模式为纳厂处理，则治理模式填 A纳厂模式。

4.拟纳入污水处理厂的状态分为三类，A.已建，B.在建，C未建。

5.拟采用的主要资源化利用形式主要包括：“接入村庄周边农田、林地、草地进行资源回用”、“接入村庄周边生态沟渠、湿地系统消纳处理”、“就地回用于房前屋后‘四小园’浇施”、“接入生态化改造后的池塘等水域生态系统消纳”、
“输送到农田浇灌系统”；
6.对于常住人口在 30人以下的村庄，已经完成卫生改厕，且已经明确污水资源化利用途径和受纳体，且村庄周边不存在黑臭水体或严重污染情况，可认定为完成资源化处理。

7.重点区域类别：A、人口规模大于 800人且集中居住；B、中心村；C、水源保护区；D、黑臭水体集中区域；E、旅游风景区；F、美丽乡村风貌示范带。重点区域重叠时可填写多个序号，如 ABC。
8.各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处理工艺以项目施工设计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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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规划近期新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一览表

序号 镇街 行政村 自然村
设计处理规

模（t/d）
治理模式 处理工艺

是否重点区

域
排放标准

建设总投资

（万元）

运维费用（万

元/年）
实施年限 规划排水去向

1 田墘街道 内湖村委会 海埔村 20 集中治理
调节池+水解酸化

池+人工湿地
否

DB44/2208

二级标准
204 1.46 2022年 农田灌溉、地表水体

2 田墘街道 内湖村委会 海圩村 50 集中治理

调节池+水解酸化

池+人工湿地或一

体化处理设备

否
DB44/2208

二级标准
377 3.65 2022年 农田灌溉、地表水体

3 遮浪街道
施公寮村委

会
施公寮村 50 集中治理

调节池+水解酸化

池+人工湿地或一

体化处理设备

否
DB44/2208

二级标准
609 3.65 2022年 农田灌溉、地表水体

4 遮浪街道
施公寮村委

会
芝兰港村 30 集中治理

调节池+水解酸化

池+人工湿地
否

DB44/2208

二级标准
279 2.19 2022年 农田灌溉、地表水体

5 遮浪街道 新围村委会 新围村 10 集中治理

调节池+氧化塘+

农灌或调节池+水

解酸化池+人工湿

地

否
DB44/2208

三级标准
145 0.73 2022年 农田灌溉、地表水体

6 遮浪街道 新围村委会 西湖村 50 集中治理

调节池+水解酸化

池+人工湿地或一

体化处理设备

否
DB44/2208

二级标准
149 3.65 2022年 农田灌溉、地表水体

注：各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处理工艺以项目施工设计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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