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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明宝 文/图

忙了一天农活的梁宇，回到家顾不
上休息，就忙着给自家院内的小菜园施
肥，用化粪池里处理过的“液态肥料”浇
灌蔬菜，院子里的小青菜，碧绿鲜嫩，生
机勃勃。

这一幕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
市福绵区十丈村。记者在福绵区采访时
发现，这里的“厕所革命”不仅重“面子”，
更重“里子”，看得见的地方实现整洁卫
生，看不见的粪污实现生态循环利用。

“我们把‘厕所革命’作为推进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来
具体抓。农村生活污水量大、点多且分
散，收集处理率和利用率低，尤其是农村
厕所粪污处理一直是难点问题。福绵区
探索、应用‘三个两’农村厕所粪污生态
循环治理模式，为全区整村推进‘厕所革
命’趟出可行路子。”福绵区委书记黄雕
告诉记者。

科学精准分类
污水分类处理

玉林市福绵区，总面积 829 平方公
里，总人口 43 万人，农村总户数 11.7 万
户，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厕所粪污治理
是整村推进“厕所革命”的难点。

“推进厕所粪污生态治理，摸清农村
生活污水现状，分类处理是重点关键。”
据福绵区委副书记、区长冯克森介绍，在
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工作中，福绵
区农业农村、住建部门和乡村设计团队
走村串巷开展前期调研，对农村生活污
水进行精准科学分类，为做好农村“厕所
革命”整村推进规划设计、优化治理模式
打下基础。

根据水质污染情况，福绵区将农村
水体分为白水、灰水、黑水三大类别。白
水主要是雨水、地表水，通过明渠引流排
放，可直接用于灌溉用水。灰水主要是
厨房污水和洗涤污水，含有大量氨氮、总
磷等污染物，利用水位自然落差通过暗
渠管道、沉沙井、出口过滤池，从排水渠
进入小湿地、大湿地自然消纳。黑水主
要是厕所污水，经过处理得到肥料，发展
有机农业。

记者采访时，福绵区良表村塘表屯
一条 60 多米的排污沟渠已经铺设完
成。村里以前污水横流的现象已经一去

不复返。“刚开始不理解，怕污水排不出
去倒灌回来。现在这么一弄，村里环境
好多了。蚊虫少了，污水不见了，变得很
干净很卫生。一直在外面打工，现在打
算回来发展。”塘表屯一户返乡村民告诉
记者。

“三个两”治理模式
走出生态循环路子

在农村生活污水分类的基础上，福
绵区综合考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地理
条件、经济能力、维护使用等因素，探索
形成厕所粪污“两次处理，两次利用，实
现两化”的“三个两”生态循环治理模式。

据福绵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谢朝良
介绍，“三个两”生态循环模式分两个环
节。第一环节：三级化粪池+微菜园，
即各家各户建造三格化粪池，并在化粪
池周边及房前屋后建设微菜园、微果
园，用化粪池第三格的粪水来浇灌菜
园、果园，实现第一次处理和第一次利
用；第二环节：收集池+种植园，在本村
屯有一定规模的果园、甘蔗地、玉米地、
稻田等周边建造适中的粪污集中处理
池，通过管道接通各家各户的化粪池，
再用集中处理池的粪肥在有机蔬菜园
和种植基地就地就近消纳，实现第二次
处理和第二次利用。

据了解，该粪污处理系统全程密闭、
无渗漏，产出高质量粪肥用于庭院经济
和产业发展，实现粪污治理无害化和资

源化的“两化”目标。以樟木镇古陂村为
例，该粪污处理系统建成后，运行费用低
廉、操作管理简单、安装施工方便，每月
只需到村里粪污水集中处理池中抽取一
次到两次，每年可以为群众节省请人掏
粪的开支、运输、污水治理等费用 15 万
余元。

黑水在户用三级化粪池中经过一
定时间周期的厌氧发酵分解和沉淀杀
菌，在第三级池中化成优质肥料。农户
在房屋周边使用经过厌氧发酵的粪液
肥料灌溉后，其余量通过黑水集中收集
池进行收集，可有效避免黑水与空气直
接接触，防止蚊蝇、蛆虫滋生，达到无害
化处理效果。

经过两级处理后的黑水肥料可以有
效改良土壤，既为农民提供廉价、高效的
农家肥，又促进绿色农业发展，实现粪污
资源化利用。

在十丈村有 40 多亩的合租果园，种
有沃柑、柠檬、百香果等果树，果农每月
会到村里粪污集中收集池抽取粪污水浇
灌果树，用不完的粪污水会存放在果园
收集池里待下次使用。

“以前果园每年一亩需要使用 4000
多元的化肥，现在化肥和粪污水联合使
用，一年下来能节约4万多元。果园使用
村里集中收集的粪肥浇灌出来的果树长
势喜人，结果率高，果实个头大、口感
好。”十丈村村委会主任卢强介绍说。

该模式将在福绵区 11 个农村“厕所

革命”推进示范村推广应用，而且区里正
在组织编制《福绵区“两次处理两次利用
实现两化”厕所粪污治理模式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建设指南》。

双向转变角色
形成“厕所革命”合力

厕所虽小，却事关“大民生”。福绵
区成立农村厕所改造工作领导小组，镇
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积极争取上级资
金、技术等支持，强化乡村建设政府保
障力度。

福绵区 2019 年获中央支持农村“厕
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资金777.73万
元，2020 年获中央支持农村“厕所革命”
整村推进方向资金391万元。通过对“厕
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屯优先进行规
划设计、优先安排项目资金、优先开展改
造建设，以点带面、串珠成线，形成示范
带动，让群众看得到“厕所革命”带来的
成效。

在推进农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厕所革命”工作中，福绵区充分依靠群
众、发动群众，通过召开区、镇、村、屯四
级动员会议，充分运用宣传牌、宣传单、
宣传标语和微信群、技术群等手段，组织
群众代表到示范点现场参观，全方位、多
角度、高密度立体宣传，引导农民自愿改
厕，从“政府唱主角”转为“群众唱主角”，
从“政府自己干”转为“群众主动干”，引
导群众转变角色，自觉参与农村“厕所革
命”建设。

同时，农业农村、住建等部门成立技
术指导小组，深入各试点村屯开展技术
服务，及时帮助解决农村改厕遇到的重
点难点技术问题。

在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方面，动员农
民群众组建村民理事会，目前已成立村
民理事会500多个，通过村民理事会讲明
讲透农村“厕所革命”的意义和要求，凝
聚群众自觉参与厕所改造、美化家园的
精神力量。

“厕所改造深受村民欢迎，现在村里
干净整洁，村民生活得越来越舒心。”樟
木镇古陂村村委会主任阮国民介绍说。

截至 2019 年 12 月，福绵区卫生厕所
普及率约达 90.5%，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
率约达 88.3%；2017 年至 2020 年，财政补
贴农村户厕无害化改建约 2.2万户，整村
推进示范村11个。

广西玉林市福绵区

“三个两”模式整村推进“厕所革命”

玉林市福绵区福绵镇十丈村村民正在修建粪污集中处理池。

□□ 戚善成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大坊
桥村的金家里，是一个远离都市、曾经陈
旧杂乱的自然村落，经过当地政府和村
民群众一年多齐心协力的改造，如今水
清岸绿、干净整洁，成为具有浓郁江南特
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样板。更重要的是，
金家里改造建设项目摆脱了过去的“政
府端菜、百姓吃饭”模式，从立项、设计到
改造、管理的每个环节，都通过政协“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这个平台，请基层
干部、政协委员和村民群众一起“商量着
办”，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使改造建设
过程和和气气、平稳顺利，可以说是一个

“商量”出来的美丽家园。

纸上的美丽家园在“商量”
中落地

走进大坊桥村，从大马路一拐入金
家里村口，就能看到一面别具江南特色
的照壁，以及一栋经过精心修缮面貌焕
然一新的历史建筑。村里的道路是新铺
设的沥青路面，两边绿树和草坪错落有
致，一幢幢民宅粉墙黛瓦掩映其间。

大坊桥村党总支书记夏峰与村民一
起漫步在新建的小游园里，“这里过去是
村民养鸡养鸭的空地，还有私自开垦的
菜地。”他指着如今绿树成荫、景色怡人
的村民公园说，经过整修改造，金家里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生活质量迈
上新台阶。这一切都源于去年 7 月的一
次“有事好商量”。

2019年7月，大坊桥村启动美丽乡村
建设试点项目。全村共有 41 个村民小
组、30多个自然村落，第一个项目定在哪
里呢？夏峰说，这个投资上千万元的建
设项目并非完全由领导“拍板”，而是请
来当地政协委员、乡贤长者、村民代表，

认真研讨、多方权衡。经过多次头脑风
暴，大家的意见逐渐统一：项目定在金家
里。之所以选定金家里，是因为大坊桥
村最具历史底蕴的地方就在这里，沿河
的一条老街曾是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的
繁华市集。

项目确定后，实施方案也是大家“商
量”。“我们把设计效果图公开摆在村
里，请大家来看，多提意见。”夏峰说，专
业设计公司拿出初稿后，又吸收了村民
许多意见、建议，几易其稿才最终付诸实
施，所以，项目建成后，大家的满意率也
非常高。

“新家”建设遇到麻烦大伙
“好商量”

村庄改造，必然触动一些人的利益，
出现矛盾纠纷在所难免。金家里改造中
一共拆除 3000 多平方米违章建筑、20 多
个鸡鸭棚，还有不少村民在院前屋后私
自耕种的菜地。大坊桥村在这个过程中
是如何做到“和和气气”的呢？“大家坐在
一起，好好商量。”全程参与金家里改造
项目的区政协委员吴喜明，对此给出的
答案十分简单。

在金家里小游园有一个供村民休
闲、聊天的凉亭，同时也是一个“村落协
商议事亭”。“改造项目施工的时候，这里
几乎成了我的‘第二办公室’。”吴喜明笑
着说，很多难题就在这里通过干群之间
亲如家人般的聊天说笑得到解决。

一次次的“商量”中，村民看到了改
造后自己的家园效果图，听到了村干部
对未来村庄建设、管理切实可行的计划，
原来的疑虑慢慢消除了。吴喜明说，为
了让村民更加真切感受美丽乡村建设的
好处，他们还把协商的地方搬到周边地
区已经改造好的村庄，让大伙边走边看
边议。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村党总支和
村委会挨家挨户上门协商，并发动共产
党员、村民小组长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拆除违章建
筑的任务，为美丽乡村建设搬掉了最大
一块“拦路石”。村民俞伟钰家原来有
80 多平方米违章建筑，用于堆放杂物和
农具，“一开始心里总归不愿意的，但看
了‘新家’的设计图，就想通了。”身为村
民小组长的老俞带头拆违，他的两个兄
弟也很快主动拆除了违章建筑。“你看
看，现在的环境多么舒心。”一边说，老
俞一边在他家屋子周围转了一圈，干净
平整的场院绿树环绕，放眼望去处处都
是风景。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有一次电线
的铺设出现了计划外的情况，埋线需
要先挖开居民家门口的路面，村委会
干 部 立 刻 召 集 有 关 家 庭 代 表 进 行 商
量，得到居民的理解和同意后，再进行
施工。拆危房、整立面、净公厕……每
一次遇到麻烦事，“有事好商量”都成
为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吴喜明说，有
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众人的事情由
众人商量，让金家里在环境面貌大变
样的同时，也收获了党和政府与人民
群众间的信任与和谐。

乡村振兴离不开干群共同
“商量”

“商量”出来的美丽乡村，现在成
了金家里全体村民共享的宜人家园。
58 岁的村民代丽君在这次改造中主动
拆除 50 平方米的“车库”兼杂物间，但
她得到的更多。“现在村里的环境真是
比以前好多了，出门就是公园，到处干
干净净。”代丽君如今的生活非常充
实：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上午到家门口
打一通腰鼓；中午吃过饭，到公园里唱

唱歌，与邻居聊聊天；晚上，忙完家务
后，约齐舞伴跳一两个小时广场舞。
她把自己的生活场景发在“抖音”上，
常常引来许多点赞，“不但其他村的亲
友经常来玩，就连很多无锡城里人也
会在周末过来玩。”

硬件设施提档升级了，软件管理也
齐头并进。今年4月，鸿山街道政协委员
联系小组在大坊桥村召开了一次社情民
意座谈会，政协委员与村民代表面对面
交流，征集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建
议。如何进一步优化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环境整治和精细化管理，村民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对乡村振兴发展中古村落
文化保护等问题，村民也给出了建设性
意见。

委员小组通过议题筛选、确认，开展
了美丽乡村精细化管理提升“有事好商
量”专题协商议事活动，推动金家里自然
村的各项管理服务同步提升。徐纪英是
大坊桥村保洁工作的负责人。她每天都
沿村道看看垃圾收集设施，一路走来，只
见分类垃圾收集桶摆放井然有序，村道
上一尘不染。“你看看，现在农村的保洁
完全可以跟城市比啦。”徐纪英说，41 个
村民小组每年投入卫生保洁的资金超过
100万元，“环境整洁了，村民的卫生意识
也随着提高，很多人‘不好意思’乱扔垃
圾了。”

据悉，金家里改造的经验，将在更大
范围内得到推广。夏峰介绍，接下来即
将启动的姚更上、寒儒桥两个自然村改
造，也将采用同样的“商量”模式，在取得
高度共识的基础上把好事做得更扎实。
新吴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提名候选人
吴胜荣说，目前全区 116 个村和社区“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已实现全覆盖。
乡村振兴、社区治理，这些都有必要大家
一起“商量”着来。

□□ 黄彦辉 张浩 本报记者 范亚旭

正值秋高气爽时节，漫步在河南省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的幸福
湖边，深吸一口气，令人心旷神怡。“俺村这两年变化可大，改造了原有
的老年活动广场，新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幸福湖边建了花坛，种
花栽树，还修建了环湖健身步道，这农村不比城市差。”在幸福湖边散步
的村民赵国义满脸得意。

水磨河的新变化只是长葛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长葛市坚持城乡协调、多元投入、因地制宜，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加大农村环境治理，以生态文明为基，以美丽乡
村为韵，以乡风文明为魂，勾勒出一幅幅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醉人
画卷。

共建共享共治，才能建设好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是全国农村建设
方向，全国都在美丽，孟排能不美丽？违建拆除看似去砖去瓦，但舍小
家为大家，就是为美丽孟排增砖添瓦啊。”坡胡镇孟排村82岁的村民胡
中华激动地说。为推进孟排村建设，该村拓宽原本 20 米宽的东西大
街，仅用三天时间就拆除了南北两侧83户共212间临街房屋。

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与管理常态化、制度化，长葛市建立政府补
助、村集体投入、群众参与的机制，实现多元投入，共建共享。近年来，
全市镇村累计投入6.7亿元，用于修建村庄道路、排水、公共设施，改善
村容村貌。试点开展“五分钱”工程，每人每月缴纳五分钱，累计自筹清
洁费用415.6万元，弥补资金不足，更重要的是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主动
监督，用“五分钱”办成“大事情”。同时，实施奖补政策，筹资社会资本
3000余万元，推进“排前路”硬化全覆盖工程，当前全市 95个村庄实施
了排前路硬化工程，硬化主次道路 1792 条，累计硬化道路 295.6 公里，
极大改善了村庄环境。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以群众满意为目标，长葛市立足实际，
加快推动厕所革命，探索出以粪污集中收集处理模式为重点，以“户
厕+抽粪车（管网）+粪污无害化处理终端”为技术路径的改造方式，实
现了粪污无害化及资源化利用。目前，全市建设粪污处理终端 46座，
配备抽污车 239 辆，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59323 户，182 个村完成整村改
造，农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59.8%，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到88.6%。

移风易俗，引领风尚。近年来，长葛市还以文明村镇创建为统领，
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广泛开展道德模
范、五星级文明户、“五好”模范评选。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村 3个，省级
文明村镇 6个，许昌市级文明村镇 43个，各级文明村镇数量达到 50%，
实现乡风文明与美丽乡村创建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我们要以‘三结合’示范镇（办）创建为统领，统筹做好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最大的民生，推动美丽
乡村建设由点到面，不断向全域拓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目标，打造乡村振兴的长葛样板。”长葛市委书记尹俊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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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海洋

“书记，咱楼里邻居，非得做个锦旗送
社区，这次您就收下吧。”徐招云径直推开
门，音还未落，看到有记者采访，又将话给
咽了回去。

这里是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的鹿
城社区。一问才知，67岁的徐招云是一家
食品公司的退休会计，在这里住了几十
年。8年前，徐招云自告奋勇当志愿者，如
今成了楼道长，“专职”服务 12户人家，其
中绝大部分是独居老人。

为何送锦旗？原来，楼道没灯，夜里
乌黑，由于线路老化，墙壁还漏电。前不
久，社区与供电部门多次对接，重新盘线
路、布夜灯。一分钱没花，就解了心病。
老早，大家就想给社区送锦旗，被几番婉
拒后，这次说啥都要送。

社区党委书记方华芬依旧推辞：“徐
老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锦旗还是别送
了。要说感谢，社区感谢你们才是。”

方华芬今年 58 岁，2011 年到了鹿城
社区当党委书记，本来退休就该卸任，可
居民们集体挽留，这才继续留任。说起十
年前，这“当家人”，可难当哦。

论规模，鹿城社区在全省都响当当。
2.5 万的常住人口，相当于一个镇街。这
其中，近一半是外来人口，光 60岁以上老
人就有5000多人。

“500 多幢房子，800 多条楼道。住在
这里的，不是老居民，就是小摊小贩、农民
工。因为房子老、面积小、总价低，农民进
城买房的特别多。你看那，一溜全是中
介。可这么大的社区，没有一个封闭式小
区，更没有一家物业公司。”方华芬直言道。

由于居住密度高，再加上人员流动性
大、结构复杂，过去，鹿城社区真是个“闹

事区”。最多一年，光刑事案件就有 4000
多起，占了临海全市的四分之一。方华芬
刚上任那年，新买的电动车被偷了三回。

这么个烫手山芋，怎么来管？方华芬
决定从发挥党员队伍作用入手。2012年6
月，她动员 24名社区老党员和老干部，组
建起一支“夕阳守护队”。还别说，正是这
支队伍不计报酬日夜巡逻，周末无休、风雨
无阻，第二年，刑事案件数量明显下降。

为动员更多党员投身社区治理，方华
芬挨个上门拜访每位党员。同时，严格落
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组织开
展“党员义工日”等活动，不断激发社区党
员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与激情。

随着社区面貌的逐渐改善，大家的积
极性由此激发。于是，文明劝导队、夕阳
红调解队、老人陪聊陪医队……截至目
前，社区已涌现出 29个社会组织，志愿者
达到1450多人，平均年龄68岁。

就说上门维修队。退休工人奚丙生
啥地方也不去，就化身一名义务电工，与
杂货店老板邱帮地等一同加入“为老服务
队”。只要是 6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家里
电器坏了，水管堵了，龙头漏了，一个电
话，就有人免费上门服务。7年下来，维修
记录已有数千条。

如今，社区“小组织”，治理“大作
为”。550 名具有较强能力的党员担任楼
道长，80名小组长分别领管约10条楼道，
再由 11 名社区工作人员承担“片长”，构
建起社区治理的“神经脉络”。按方华芬
说的，“咱有个治理共同体”。

这次疫情中，采取包片、包户、包人的方
式，细致化、网格化的管理服务模式，就彰显
出独特价值，织出一张严密的群防群控网。
现在每年，社区内刑事案件只有个位数，昔
日的“治理乱点”蝶变成“治理高地”。

□□ 本报记者 杨娟

小厕所大民生。为确保改厕标准规
范、质量过关，9月3日至12日，湖南省“首
厕过关制”培训班在浏阳举行。

“首厕过关制”是指按照农村改厕统
一的质量目标要求，科学确定改厕模式、
工程施工总承包方式、工程监理及运维方
式，建立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形成一
整套规范的农村改厕模式并实践于第一
个厕所，经过验证切实可行后再面上推开
的工作机制。不能简单理解为先建一个
标准的厕所，然后复制推广，而是把经过
实践验证可行的“首厕过关制”整套模式，
贯彻到每一个改（新）建的厕所，体现到厕
所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中，以首厕过关带动
每厕过关。

湖南共分五批次对全省 14个市州农
业农村局分管负责人、科室相关负责人和
18个一类县市区政府分管人员，以及部分

乡镇、行政村、改厕施工总承包方的负责
人进行轮训，以现场观摩教学和集中学习
为主，系统学习“首厕过关制”及工作流程
解读、农村改厕项目管理与评估、农村厕
所粪污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等内容。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唐道明在培训会上指出，要切实提高思想
认识，全面推行“首厕过关制”，深刻理解

“首厕过关制”的内涵，准确把握农村改厕
质量目标要求，严格执行规范化全过程质
量控制体系，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总结符
合各自实际的改厕模式，在经过“实兵演
练”验证可行后再整村、整镇、整县推进，
确保改一个、成一个、用好一个。

开班仪式当天，全体人员观摩了古港
镇梅田湖村和官渡镇竹联村，详细了解浏
阳市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首厕过关
制”工作基本情况、经验和做法，并在竹联
村人居环境示范基地进行了现场教学及
答疑。

浙江临海市鹿城社区

这里有个治理共同体

湖南“首厕过关制”培训班浏阳开班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大坊桥村

大家有事好商量 村落旧貌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