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传真

2024年2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孙宗亮 新闻热线：01084395123 E-mail：nmrblc@126.com 5乡村建设

人居环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近日，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举办以“持
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助力美丽
湖北建设”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会上
介绍，2023 年，湖北省严控农业农村污
染，持续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全省新增完
成 1917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全省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2.05%，新增完成208
条纳入监管清单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2024年，湖北省将强化美丽湖北建
设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紧密衔接流
域、省域等重要战略规划，融合湖北特
色，加快编制出台美丽湖北建设规划纲
要及实施意见，谋划好美丽湖北建设的
战略路线图，强化组织领导，夯实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推动任务
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美丽湖北
建设工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同时，探
索推进美丽河湖、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
丽社区、美丽学校、美丽园区等不同层级
的美丽细胞创建工作；做好美丽湖北建设
同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相衔接，
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
缔造美丽湖北。按照“应治尽治、利用为
先、建管并重”的总体思路，2024年，湖北
省将因地制宜、选准模式，以资源化、生态
化和一体化工艺为导向，分级分类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和黑臭水体整治，持续
开展监督性监测和帮扶指导，不断巩固
农村环境整治成效，2024年度全省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率计划达到46.58%。

湖北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2.05%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近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
厅等六部门出台《四川省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办法》要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履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主
体责任，明确县（市、区）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运维主管部门、运维管理模式及运
维单位，建立设施运维管理协调机制，保
障运维管理经费，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明确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职责，探索建立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机制。

《办法》提出，鼓励以县（市、区）为单
位委托有实力的专业企业作为运维单
位，运维管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对
于规模较小、工艺相对简单、操作简便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可根据当地实
际，采用乡镇（街道）或村（社区）属地自
行运维的模式，保障设施正常运行。鼓
励优先聘用当地村民对污水处理设施运
维进行辅助管理，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培
训。运维单位应定期对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出水水质进行监测，并应按照有
关规定自行或委托有实力的专业企业对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进行无害
化处置或综合利用。

《办法》强调，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按国家、省有关规定落实地方财政事权，
加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资
金投入，将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
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按照“污染付
费”原则，探索随自来水费征收污水处理
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付费、村（居）民约
定付费等机制，并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四川

出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办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近日，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
公路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今年，广
西将力争完成普通公路投资120亿元，力
争完成新（改）建普通公路 6000公里，新
增2000个自然村（屯）通硬化路。

2023年，广西不断扩大公路规模，提
高公路等级，畅通路网循环，全年完成普
通公路投资287.51亿元，新增二级及以上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374公里，二级及以上
公路比重提升至78.1％；新增10个乡镇通
三级以上公路，新增8068个自然村（屯）通

硬化路，全区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建制
村通等级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屯）通
硬化路比例分别达到 98.5％、99.6％、
81.8％。截至2023年底，全区累计建成乡
村道路约10万公里，建制村100％通硬化
路、通客车；全区普通公路总里程达17.45
万公里，同比增加1.04万公里。2024年，
广西将以加快公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
面加强普通公路养护管理、建设更便捷优
质的服务体系、打造牢固可靠的平安公
路、推动智慧绿色融合公路建设为目标，
加快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
容、韧性的可持续公路交通体系。

广西

今年新增2000个自然村（屯）通硬化路

近年来，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将大汶河畔5个村连点成线，规划为汶水
西畔研学实践基地。截至目前，研学基地承接研学活动100余场近7000人（次），带动
研学片区村集体增收300余万元。图为小学生在研学基地学习传统版画制作。

曹儒峰 摄

□□ 殷开军

“村污水处理站建成后，家里的生活污
水直接通到村里污水主管网，家门前的小河
变清了，环境变美了。”望着眼前的花园式污
水处理站，江苏省灌南县北陈集镇尹荡村村
民尹继民说。

近年来，江苏省灌南县以综合提升水环
境质量为重点，紧盯生活污水治理短板，高
质量推进污水治理提质增效，推动全县绿色
可持续发展。

在新安镇闸北村唐海军家，门前的小水
塘清澈见底，宽敞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院

里的小花园里，淡黄的腊梅香气四溢，给冬
日的农家小院带来生机和活力。“过去，村里
的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房前屋后都是污水
沟。”唐海军介绍，如今每家每户的生活污水
由村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家门口的池塘、
沟渠水变清了。

据了解，建设一座像闸北村这样的污水
处理站需投入20多万元，通过采用厌氧+缺
氧+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艺，每天能处理污
水10吨左右，基本可以实现村庄常住区域范
围污水处理全覆盖。

闸北村污水处理厂的顺利建设，得益于
灌南县近年来实施的城乡一体化污水治理

项目。2021年，灌南县引进葛洲坝水务（灌
南）有限公司开展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总投资 29.22亿元，主要涉及新建污水
管网、泵站、道路工程、污水处理厂提升改
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等。通过新建
污水管网集中收集污水，将生活污水和工业
污水分别处理后达标排放，有效改善县域内
河湖水质和生态环境。

新建成的污水管网也让家住桥西新区
的王发兵少了桩烦心事。“过去，我们小区没
有做雨污分离，污水直接排到周口河，夏天
暴雨的时候，河里污水倒灌，经常是满地臭
泥汤。”王发兵回忆道。

王发兵家门口的周口河是贯穿灌南县
城南北的重要河流，过去由于污水管网不配
套，河道水质差，垃圾漂浮，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的生活质量。如今一条条入户的污水管
道将污水和雨水分开，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
标后再排入周口河。“河里的水变清后，鱼也
变多了。”王发兵说，以前的臭河沟如今成了
他和邻居们散步、钓鱼的好去处。

据介绍，目前，灌南全县 90座农村污水
处理站已全部建设完成，建成农村污水管网
137.2 公里，镇（区）新建市政污水主管网
80.65公里，11座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工程
也已全部完成。

江苏灌南县

污水治理绘就水清岸绿“高颜值”

□□ 高婉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乳白色的墙面，灰色的蹲坑遮挡板，白
色的排气管直通到屋顶，几平方米的厕屋里
没有任何异味。去年新建的卫生旱厕解决
了新疆石河子市石河子镇霍斯阿尔克村村
民苏力坦·那比一家的如厕问题。

可就在一年前，苏力坦·那比家的厕所
还和牛圈连通，环境不好还不卫生。改厕是
好事，村里改厕之初苏力坦一家却很犹豫。

“把茅房和牛圈隔开，淘粪不方便，牛要赶出
去，改还是不改？”苏力坦·那比说。

“当初不愿意改厕的村民不少。”青岛市
援疆干部宋晓文解释道，动员村民改厕改
圈，既要选择村民认可的改厕模式、处理好
人畜粪污，还要解决好改厕改圈后牲畜的养

殖问题。
原来，霍斯阿尔克村是典型的哈萨克族

牧民集中居住的村落，由于缺少独立的畜
圈，家里的厕所大多与圈舍直接连通。这种

“人畜混居”的居住环境，不仅严重地影响村
里的环境，也导致该村布鲁氏菌病（一种常
见的动物源性传染病）发病率较高。

村“两委”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商议，最终
确定将改厕和建设养殖基地同步推进。“方案
确定后，我们先逐户向村民介绍改厕改圈带
来的益处，再组织村民到旱厕建设试点开展
得早的地方参观，让村民直观了解卫生旱厕
的便捷性和养殖基地的科学性。”宋晓文说。

看到了干净、无味的卫生旱厕，参观了敞
亮的养殖基地，苏力坦·那比一家才下决心改
厕。把厕所和牛圈隔开，家里用上了干净的

厕所，几头牛住上了新“宿舍”，粪污沤肥当肥
料，一举多得。崭新的卫生厕所和养殖基地
给苏力坦·那比一家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
变。“现在我家院子里干净多了，也不用担心
娃娃得布病（布鲁氏菌病），粪污还能加工成
肥料卖钱哩！”村民苏力坦·那比高兴地说。

据介绍，截至目前，霍斯阿尔克村累计
投资 158.5 万元，已完成养殖基地一期建
设。目前，建成牛羊圈舍 7 栋、活动场地
1400平方米，基本完成了人畜分离的改圈目
标。与此同时，霍斯阿尔克村在村中人员密
集处建起 2座公共厕所，人畜粪污也实现了
统一收集和就地资源化利用。

除了改厕，去年更让村民王丽华高兴的
是门口的垃圾不见了。“以前村民房前屋后、
村道两旁都是垃圾聚集的重灾区，夏天路过

都要捂着鼻子，更别说在村里遛弯散步了。”
晚饭后正在村里散步的王丽华说，“去年我
们都参与了村子的垃圾清理行动，看着自己
动手打扫出来的好环境，会更加爱护。”

“去年我们一共开展了 3次垃圾清理专
项行动，采取小型区域家庭包片、大型区域
集中处理的组合方式，对各类积存垃圾进行
了彻底清理。”霍斯阿尔克村党支部书记木
拉里·对山介绍，2023年霍斯阿尔克村对照
文明村庄创建标准，集中时间、集中人力多
次开展垃圾清理和卫生整治。

据统计，去年全村共出动村干部、保洁
员60余人（次），清运车辆5辆，200多名村民
主动参与到行动中，共清理宅前屋后 60 多
处，村域道路9条，排污沟14条，村域卫生死
角10余处，清理垃圾近20吨。

新疆石河子市石河子镇霍斯阿尔克村

改厕改圈一体推进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朱凌青

春节假期刚过，河南省西峡县回车镇
垱子岭村党支部书记王世平就拎着奖品，
到 1 月份户容户貌评比先进户家里“颁
奖”。“以前我们村内环境脏乱，现在孩子
和老人在村里的公园就能跳舞、下棋，春
节回来的村民都夸村里干净漂亮。”说起
村里的环境治理工作，王世平露出自豪的
神情。

垱子岭村的变化，离不开西峡县把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
要工作来抓。近年来，西峡县不断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越来越多环境秀
美、村民乐居的村庄涌现出来。美丽宜居
的村庄不仅让回乡的村民眼前一亮，也吸
引来了不少游客。

垃圾堆不见了

这个春节，家住五里桥镇前营村白庙
组的乔小红发现村里有了变化。“现在村
里干净敞亮，彩绘文化墙随处可见，看着
就开心、舒心，一吃完饭就想出来遛弯。”
午饭后，趁着日头好，乔小红领着儿子在
村里闲逛。这个假期返乡后，她发现，村
里的垃圾堆不见了，妈妈还教起小外孙垃
圾分类的知识。

说起变化，垱子岭村保洁员王国峰也
有同感。“以前过年可不像今年这么轻
松。”王国峰一边检查村民垃圾分类是否
准确，一边介绍，“现在大家都养成了（垃
圾分类的）习惯，垃圾再多也能按规定分
门别类处理好。”

在王国峰看来，垃圾分类是个细致
活儿。村民先在家里将垃圾进行初步分
类，等他上门收取时，进行二次分类后，
再将垃圾按照可腐烂、可回收、有毒有
害、其他不可回收四类，分别投放到村里
的垃圾回收站。王国峰介绍，以前节假
日村里垃圾一多，村民有时分得不细致，
他的工作量就会比平时增加不少。“村里
通过实行评比、积分等奖优罚劣制度，动
员大家实行垃圾分类，现在村民垃圾分
类做得很好，我的工作量少多了。”王国
峰笑着说。

收好垃圾后，记者随王国峰来到垱子
岭村村口的垃圾回收站。他熟练地将厨
余垃圾倒入堆肥池，并将其余垃圾准确地
投入分类垃圾桶。“现在收上来的垃圾基
本都分得比较准确，我只要分类投入垃圾
桶就行。”王国峰指着回收站里的垃圾桶

说。记者看到，垃圾回收站点里，可腐烂
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不可回
收垃圾等垃圾桶依次排开，桶上还用简笔
画形象地标记出可以投放的垃圾种类。

“现在垃圾分类，小娃娃都知道怎么分。”
王国峰笑着说。

村民自己在家将垃圾分类之后，由村
里的保洁员收上来进行二次分类。这就
是西峡县实行的“二次四分”垃圾分类法，
实现源头减量，提高综合利用率。据了
解，“二次四分”法推广后，可实现农村垃
圾源头减量60%左右。

村里家门口的分类垃圾桶不仅“消
灭”了村里的垃圾堆，还促进了西峡县生
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厨余垃圾堆肥还
田，纸壳、玻璃等垃圾回收再利用，剩余部
分垃圾则进行焚烧发电。据了解，西峡已
建成日处理生活垃圾 1000吨的焚烧发电
项目，目前已累计发电3.2亿度。

污水沟变清了

一大早，五里桥镇黄狮村油坊组村民
周彦常就开始忙碌起来。他认真地将自
家院内院外打扫了一遍，连门前的水泥路
也一并清扫干净。“以前村里水沟恶臭熏
人，现在河水清了，环境美了，咱还不把家
里的院子拾掇干净。”周彦常说。

一说起家里的生活污水有了“出路”，
周彦常就打开了话匣子。“以前家里洗菜、
洗碗的水没地儿排，只能倒到家门口的大
街上。夏天特别脏，冬天结冰后人经过很
容易摔跤，大孙子都不愿回来。”周彦常指
着家里新安装的排污管道说，以后家里的
生活污水都通过管道流走，家门口干净
了，心情也舒畅。

从周彦常家里出来，走在宽阔整洁、标
线清晰的村路上，黄狮村党支部书记张青
云介绍，就在这条柏油路下，埋着村里的一
根根排污管道，村民家中的生活污水就通
过污水管网，直接流入村里的污水处理站。

在黄狮村村头，一个由栅栏围起的
“小花园”，正是村里处理生活污水的人工
湿地。“别看湿地不大，我们黄狮村所有的
污水都靠这儿呢！”随着张青云指点的方
向看过去，记者看到，一股清水正缓缓地
从管道里排出。

原来，村里的污水通过管网汇入到这
块湿地后，经过沉淀和人工湿地吸附水中
的氨、氮、磷等物质，即可排出符合农业灌
溉标准的清水。“湿地生态系统不仅处理
了村里的污水，还能变废为宝，节约灌溉
用水，一举两得。”张青云说。

除了黄狮村的生态湿地模式，西峡县
还结合山区县的特点，探索出了庭院式分
散处理、村落集中处理、纳入集镇污水处

理厂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目前，各
乡镇因地制宜选择治污模式，全县建成乡
镇污水处理厂15个，铺设污水管网198公
里。据统计，西峡县已整治坑塘500余个，
1.2万农户生活污水直连乡镇污水管网或
小型生态湿地。

生活环境变好了

桑坪镇桑坪村岭根组村民杨祖伟今
年过了一个忙碌的春节。他和老伴不仅
要给回家的孩子准备团圆饭，还要忙活家
里的农家乐。“过年家里热闹，生意也红
火！”杨祖伟坐在自家院里的石凳上，喜滋
滋地给记者算起了这段时间的收益。

“村里的环境好了，游客们住得舒服，
玩得开心。”在杨祖伟看来，今年生意好与
村里亮丽的景色分不开。走在桑坪村乡
间小道上，旧陶罐做成的花盆排列整齐，
随处可见用蒿草装饰的拱门，旧轮胎做的
秋千，还有就地取材、方便村民和游客休
息的石桌、石凳。“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生态
景观廊道，里面的大小物件有群众自己做
的，有在外乡贤捐的，村民都踊跃参与到
环境清洁中来。”杨祖伟感慨道。

好环境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生意很红火，去年暑假每天都有好几
拨客人来院子里采摘。”春节假期刚过，五
里桥镇前营村村民翟青峰家已经把庭院
中的架子整理出来。“要是夏天来，满架子
都是葡萄呢！”翟青峰说。原来，他利用家
里的小菜园种起了葡萄，去年夏天就有不
少游客来他的院子里采摘。

“以前院子里面放了很多杂物，又脏
又乱，现在大家都比着干，看谁把院子收
拾得更干净，不仅种菜，还种了很多花草，
生活环境越来越美了。”翟青峰说，“葡萄
树从四月初开始起苗，固定、定枝、打叉、
定穗，到七月就可以上市销售。”提起院子
里给他家带来好收益的葡萄种植，翟青峰
满面笑容。

村里的大环境好起来，越来越多的村
民参与到扮靓村庄的行动中来。村民不
仅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用心装
扮自家的小院。有的做了好看的盆栽，有
的在院里布置了水车微景观，还有的用废
弃的房梁装饰了鸡舍。干净整洁、别具特
色的乡村美景也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
道。据介绍，西峡县 85%的行政村已开展

“六乱六清”整治工作，村容村貌得到显著
改善。去年，西峡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061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58.9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8.7%和15.2%。

村里环境有了大变化
——河南省西峡县环境整治提升村民获得感

春节期间，龙潭沟景区旁边的华山村村民正在进行文艺汇演。 受访者供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

近年来，山西省太原市坚持因地制
宜、科学引导，全区域谋划、全流程提质、
全方位保障、全覆盖检查、全过程宣传，
使厕所革命走进千家万户，全市农村无
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3.2%。

全区域谋划。坚持全市农村卫生户厕
改造“一盘棋”，从宣传发动、技术指导、模
式选择、使用维护等方面统一安排部署，逐
步建立“市级统筹指导，县级具体负责，乡、
村逐户落实”的工作机制，财政、卫健、文
旅、教育等多部门积极配合，打好农村户厕
改造“组合拳”。全流程提质。各县（市、
区）结合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口规模、管
网配套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选择改厕模
式；合理布局建设服务网点，形成规范化的

管护制度；同时，合理确定粪污处理模式。
全方位保障。近年来，全市各级安排专项
资金用于农村改厕，各县（市、区）积极探
索财政补助、村集体补贴、用户适当付费
等资金渠道，用于户厕维修管护和粪污资
源化利用；开展多种形式的户厕改造技术
服务活动。全覆盖检查。2023年，组织对
全市 10个县（市、区）2013年以来各级财
政支持改造的农村户厕，逐村、逐户、逐厕
进行拉网式排查“回头看”；委托第三方对
全市问题厕所摸排整改“回头看”情况、新
（改）建户厕质量情况、改厕大比武情况进
行抽查，共计抽查6个县（市、区）、15个乡
镇、18个行政村1988户。全过程宣传。充
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群众做
厕所革命的“支持者”“参与者”“管护者”，
用改厕故事引领文明风尚。

山西太原市

“五全”工作法助推农村改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