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尤政文〔2019〕157号

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尤溪县农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尤溪县农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委、

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尤溪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9 月 2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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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农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实施方案

为扎实有效推进我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据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的通知》（闽

政办〔2016〕116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精准扶贫工作的通知》（闽政办网传

〔2019〕17 号）和《中共三明市委、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明委发〔2019〕7 号）精神，

帮助灾区群众早日重建家园，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

安定稳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及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

实行统规自建、分散自建的 2019 年度重建户，在 2019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重建、2020 年元旦前全面搬入新居。今后原

则上，上半年受灾的在半年之内完成重建，下半年受灾的在春节

之前完成重建。

（二）基本原则

1.群众自救、政府帮扶。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政府

引导、政策驱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方针，充分发挥人民群

众主体作用，调动基层组织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群众自救、政府

帮扶、社会援助结合起来，共同推进灾后重建。

2.科学规划、有序推进。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认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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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灾害评估，统筹考虑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要素，突出重

点、兼顾一般，先急后缓、统筹安排，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恢

复重建工作。

3.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从灾区实际出发，尊重民意、

注重实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界定适宜重建和不宜重建

的区域，调整优化城乡布局、人口分布、产业结构。

4.公开公正、规范运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自觉

接受群众监督，确保规范运作。倒房重建规划、选址定点、对象

确认、恢复重建补助资金、政策优惠项目等内容，应在灾民所在

乡镇及村、组进行公示。

二、重建对象

重建对象是指因自然灾害造成住房倒塌、危房和受地质灾害

威胁的农户。住房倒塌户由县应急部门认定；危房户由县住建部

门鉴定，县应急部门确认；地质灾害户由县自然资源部门认定。

重建户分为贫困重建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单列)和一般重建

户两类。贫困重建户是指无经济能力或经济能力较弱的特困户、

低保户、重点优抚对象（含“革命五老”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

庭；一般重建户是指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户。

受灾前已在本县范围内建新房或另购住房的，受灾前无人居

住的旧房因灾倒损的，房屋有一定损坏但修复加固后仍可居住

的，不列为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对象。

三、重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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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方式分为统规自建、分散自建、进城购房等，由重建户

自行选择。同时，所有重建户必须退出原宅基地归村集体统一规

划。

（一）统规自建方式。由各乡镇政府在本辖区内统一成片规

划、落实“三通一平”后，按照重建户人口数安排新宅基地，由

重建户自行建房。

（二）分散自建方式。由重建户在本乡镇、村范围内自行选

择新宅基地，经县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进行选址把关后，由重

建户自行建房。

（三）进城购房方式。由重建户在本县区域内自行购买商品

用房，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经县住建部门核实确认后由应

急部门备案。

四、扶持措施

（一）资金补助

1.省政府补助标准：对一般重建户给予每户 2 万元补助，对

贫困重建户给予每户 2.5 万元补助；同时所有重建户列入造福工

程补助范围，按每人 0.3 万元补助标准[建档立卡贫困户按（闽

政办网传〔2019〕17 号）文件执行，不重复享受此标准］。

灾后重建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精准扶贫工作的通知》

（闽政办网传〔2019〕17 号）文件落实相应补助政策。省级财

政每户补助 2.5 万元，造福工程建房补助每人 1 万元（符合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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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搬迁政策的国定贫困户每人补助 2.5 万元）；同时享受叠加

补助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叠加补助 3000 元，困难计生户

每户叠加补助 3000 元，贫困残疾人户和少数民族户按家庭人口

每人叠加补助 1000 元，纳入地质灾害搬迁补助范围的每户补助

1 万元。由县扶贫办制定灾后恢复重建精准扶贫工作方案，负责

具体落实，并对接资金确保落实到位。

对受地质灾害威胁居民搬迁集中重建和受灾倒损房异地集

中重建户，省政府另给予每户 1 万元补助，由县自然资源部门负

责落实，并组织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并承担相应费用。

2.县政府补助标准：对一般重建户给予每户 2 万元补助，对

贫困重建户给予每户 2.5 万元补助。同时落实叠加补助：对一般

重建户给予每户 1000 元，对贫困重建户给予每户 2000 元补助；

对一般计生重建户给予每户 1000 元补助，对困难计生重建户给

予每户2000元补助；对一般残疾和少数民族重建户给予每人500

元；对贫困残疾和少数民族重建户给予每人 1000 元补助。

3.乡镇政府补助标准:对一般重建户给予每户 1 万元补助，

对贫困重建户给予每户 1.5 万元补助。同时落实叠加补助：对一

般重建户给予每户 500 元，对贫困重建户给予每户 1000 元补助；

对一般计生重建户给予每户 500 元补助，对困难计生重建户给予

每户 1000 元补助；对一般残疾和少数民族重建户给予每人 500

元；对贫困残疾和少数民族重建户给予每人 500 元补助。

为确保建房进度，各级补助资金按重建户建房进度拨付，即



— 6 —

分为动工、封顶和完成立面装修搬入新居三个阶段，分别按补助

资金的 20%、50%、30%给予支付。资金兑付由重建户根据施工进

度向村委会提出补助申请，再由村委会汇总报乡镇政府审核，经

审核无误后，由乡镇政府拨付给重建户。

（二）规费减免。对重建户收取的有关规费，按照依法依规、

能免则免、能减则减的原则给予相应减免。对重建户免收不动产

权证书工本费、基础设施配套费、耕地开垦费、农转用审批费用

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

（三）用地保障。可依法先行安排农村住房灾后重建用地，

在灾害结束后 6 个月内依法依规完善审批手续；2019 年农村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优先用于灾后房屋重建，不足部分向上争取新的

指标；整体搬迁项目予以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支持。

（四）配套设施。配套设施建设通过乡镇政府组织、部门支

持、企业让利、社会捐助、群众投工投劳等多渠道解决。县交通

运输部门要把道路建设列入农村公路建设计划争取财政或上级

补助；县水利部门要把通水工程列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

补助；县广电部门要及时做好广播电视信号接入；县电力部门要

综合考虑变电站站址和电力线路走廊建设规划，加快配套电力设

施建设；县通信部门要尽快完善通信设施。

（五）社会帮扶和保险理赔。发动社会力量，采取慈善捐助

等办法帮助农村住房灾后重建。认真落实政府主导、农户参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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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住房保险制度，各乡镇政府要配合县人财保险公司尽早做好

农村住房保险理赔工作，确保按时足额发放理赔金，并引导重建

户将理赔金全部用于重建。

（六）购房优惠政策。金融等部门落实购房优惠政策，对重

建对象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免征契税，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对

首次购买普通存量住房的，免收交易手续费。加大对重建对象购

房的信贷支持力度，对其购买首套普通住房的，购房首付比例和

贷款利率按国务院和省市有关规定执行最优惠政策。对重建对象

购买成套住房的，房屋所有权人及其直系亲属可将户口迁入城镇

落户，其医疗、社保、教育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政策。

五、实施步骤

（一）临时过渡安置。应急管理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

组织以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为辅等方式，妥善安置重建户。

通过投亲靠友临时过渡安置的，由当地政府适当补助临时过渡

费。无法通过投亲靠友临时过渡安置的，由当地政府通过廉租房

和学校、村部、敬老院（幸福院）等闲置房或避灾点，以及出资

租赁当地农民闲置房、搭盖简易房等方式，安排临时住所，确保

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临时住处、有干净水喝、有伤病能

及时得到救治。

（二）调查摸底。由县应急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住建、农业

（扶贫）等部门，在灾害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核查农房倒损等

情况，并逐户登记造册、建档立卡。因灾倒塌房屋的统规自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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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经本人申请、村委会评议、乡镇审核后，由县应急部门备案；

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搬迁点及其重建对象，经本人申请、村委会评

议、乡镇审核后，由县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县住建部门备案；属严

重危房重建对象，经本人申请、村委会评议、乡镇审核后，由县

住建部门会同县应急部门备案；属造福工程搬迁的重建对象，按

造福工程有关规定办理。乡镇要严格把好审核关，以上相关审批

工作应在灾害发生后 1 个月内完成。

（三）规划设计。县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扶贫）、

应急管理、住建、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有利于防灾避灾和发展

生产,方便生活、交通出行的要求，搞好重建选址和规划，避开

永久基本农田和地质灾害点，指导灾民建房充分利用旧宅基地、

空闲地和其他未用地。各级各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完成编制重建

规划和实施方案。重建规划要与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相衔接，避让基本农田保护区，坚持一次规划、逐步到位，

充分考虑水、电、路、广播电视、通信、排污、社区服务场所等

基础设施配套，为今后的新农村建设留有余地。重建房屋按照每

户人口 3 人及以下的 70 平方米宅基地、4 人及以上的 80 平方米

宅基地的标准设计，一般不超过 3 层。县住建部门无偿提供农房

建设通用图。

今后涉及重大灾后重建任务的乡镇，由各乡镇政府提出统规

自建房屋的选址意见，经县自然资源、水利等有关部门认定后，

提交县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分散自建的也要落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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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选址涉及农用地（含耕地）由乡镇、村负责调整。

（四）协议签订。各乡镇政府要按户分不同重建方式与重建

户签订重建协议，重建协议签订要于灾后 1 个月内完成。

（五）实施重建。统规自建由乡镇政府作为责任主体，村委

会及家园重建理事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相关县直部门配合支

持。分散自建由重建户自行组织建设，由乡镇政府进行指导，特

别是在安排土地、办理手续、采购建材等方面给予协助。进城购

房由重建户自行在本县区域内自行购买商品用房，乡镇政府积极

引导，协助沟通各部门享受购房优惠政策。

（六）竣工验收。今后统规自建的重建房屋完工 1 个月内，

由县灾后重建领导小组组织县应急、住建、自然资源、财政、农

业（扶贫）、监察等相关部门进行检查验收，对验收中发现的问

题要及时组织整改，并建立完整档案。

（七）登记发证。房屋竣工验收后，由乡镇政府协助重建户

依法向县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土地和房屋登记，领取不动产权

证书。

六、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尤溪县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灾后住房重建协调指导工作。各有关乡镇也要相应成立灾后

重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或设立专门工作小组，具体组织

实施灾后住房重建工作。重点灾后住房重建村要成立工作小组抓

好实施，一般受灾村也要指定专人负责灾后住房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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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协调服务。各乡镇要充分发挥领导组织作用，充

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动群众自己

动手，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各职能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改进

服务方式，开通“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手续，在资金、政策上

尽可能向灾区倾斜。县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建材市场监管，防止

哄抬价格，保证质量。

（三）加强监督检查。各项政策措施要及时公布，接受监督，

做到公正公平、公开透明。各乡镇要严把重建对象审核关，对弄

虚作假、隐瞒虚报的，一经核实，取消重建户资格，并严肃追究

相关工作人员责任。县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要严格检

查和审计资金使用情况，对侵占、挪用、贪污等违法行为，依法

严肃查处，使农村灾后住房重建工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群众

满意的阳光工程。

七、其他事项

（一）其他特殊情况及具体问题，由各乡镇提请县灾后重建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二）本实施意见由县灾后重建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三）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尤溪县灾后重建资金补助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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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尤溪县灾后重建资金补助明细表
单位：万元/户

项目名称

省政府 县政府 乡镇政府

一般

户

贫困

户

建档立卡
一般户

贫困

户

建档立卡
一般户 贫困户

建档立卡

省定 国定 省定 国定 省定 国定

政府补助 2 2.5 2.5 2.5 2 2.5 2.5 2.5 1 1.5 1.5 1.5

造福工程
0.3/

人
1/人

2.5/

人

0.3/

人

地质地灾 1 1 1 1

叠加补

助

贫困户 0.3 0.3 0.1 0.2 0.2 0.2 0.05 0.1 0.1 0.1

计生户 0.3 0.3 0.1 0.2 0.2 0.2 0.05 0.1 0.1 0.1

残疾/少数民族
0.1/

人

0.1/

人

0.05/

人

0.1/

人

0.1/

人

0.1/

人

0.05/

人

0.05/

人

0.05/

人

0.05/

人

备注：贫困重建户是指无经济能力或经济能力较弱的特困户、低保户、重点优抚对象（含“革命五老”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一般

重建户是指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户。



— 12 —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9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