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祥市
钟祥市推进农村厕改从“建得好”向“用得顺、能长久”转变，建立了农厕

抽、运、排、修常态化服务，农厕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一是无害处理
全域化。结合山、丘、湖地形推广三种建设模式，实现了 14.1 万余户农厕粪污
全域化、无害化处理。二是农厕粪污资源化。全市150口村级粪污储存池建在142个农业基地旁，辐射种植
面积26456亩，带动了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三是农厕服务社会化。选聘家庭农场等农厕服务运行主体23家，
通过市指导、镇管理、户评议，建立“农户预约，主体上门，储存池收集，基地利用”服务模式。四是投入保障
制度化。坚持量化服务、政府购买，投入中央项目资金2000万元，配套服务设施；投入市财政专项资金300万
元/年，购买农厕社会化服务。

松滋市
松滋市以“平原大会战”“山丘提质战”为抓手，大力实施“百村示范、百村整

治”工程。全员参与，“四大班子”领导包点抓、三级书记挂帅抓、市直部门联动
抓、“五老”人员上门抓，实现了从“要我干净”到“我要干净”的转变；全域治理，
坚持“面子”与“里子”同步抓，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域覆盖，日均转运处理农村生活垃圾260吨，探索多模式集
中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村庄108个；全力保障，在荆州市率先成立富美农业投资公司，累计融资6亿元，重点投
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补短板等领域，确保资金不断链。

通城县
通城县2018年整合资金2500万元，以购买公益性服务的形式，从贫困户中

定向聘请“四员”（农村保洁员、生态护林员、河湖库巡查员、农村道路护路员）
3120名。2020年，通城县将“四员”调整为“四员一岗”，组建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队，由村党支部书记或驻村第一书记兼任队长，实行“村级主管，乡镇考核，部门督办，县级保障”。共投入服
务经费1993万元，聘请人员1582名，组织开展村庄保洁、护林、护路、河湖库巡查保洁等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覆盖。

枝江市
枝江市紧盯“建设现代化田园城市”的目标，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改建

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创新全面统筹、全域治理、全民参与、全新升级“四全”
模式。全面开展拆棚子、美院子、清池子、堵管子、撒花籽“五‘子’行动”，探索看、

开、定、比、评、带“六字”路径，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了“蔬果田园”“玛瑙寻幽”“浪漫仙一”“古意花
韵”美丽风景线，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形成城乡1小时交通圈、半小时经济圈、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实现
城乡融合发展。

枣阳市围绕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系统谋划，统筹考虑，综合治
理，探索推行“三二一”农村污水处理模式。“三”就是粪便污水、洗涤污水和餐厨
污水三水分流，“二”就是大小三格两级处理，“一”就是一片湿地净化过滤。通过

综合治理，有效解决了农村粪便处理难、污水治理难、垃圾清理难的“三难”问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面貌
显著改观。

枣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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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千湖之省，九省通衢！极目楚天，楚楚动
人！疫后重振的荆楚大地，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湖北省
委、省政府把全面对标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重大举措，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
手，因地制宜提出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全域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截至目前，湖北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基
本实现全覆盖，96.2%的行政村达到了“五有”治理标
准。全省累计建（改）农村户厕 375.9 万户、公厕
29240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0.15%。897个
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全面建成并运行，乡镇污水处
理能力达170万吨/日，实现乡镇全覆盖；村庄生活污
水治理覆盖率33.65%。在2019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国家第三方实地监测评估中，湖北位居中部第一、全
国第十。

坚持规划先行，扭转村庄“散乱杂”

3年来，湖北坚持规划先行，要求省内各地全面
编制村庄环境整治与建设的“3+1”规划体系：以县为
单位编制村庄布局规划，以村庄为单位编制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规划和“多规合一”务实管用的建设规
划，每县提供 10-20种农民建房图集，使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建有规划、治有依据、改有效果。3年来，全省
需编制规划的86个县（市、区）有73个已形成初步成
果。4411个行政村已开展“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
划编制，已形成初步成果 2636个。2000个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已经完成村庄规划编制1190个。

黄冈市以县（市、区）域为单位，以自然村为单
元，按照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
撤并类、其他类5种类型进行村庄分类，推动“多规合
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扭转了以往村庄无序建
设和整治的局面。

创新治理模式，根治村庄“脏乱差”

随州市随县万福店农场凤凰山移民新村，村民

家中都有两个垃圾桶，一个装干垃圾，一个装湿垃
圾。通过垃圾的源头分类治理，万福店农场垃圾日
产量从16吨降到了6吨。宜昌市的枝江市同样推进
农村干湿垃圾分类，创立了“一坑两桶三上门”分类
新模式，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
理，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减量达60%。

3年来，湖北紧盯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难点，
着力夯实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完善升级农村生
活垃圾运行管理体系。全省已建成乡镇垃圾中转站
1872座，中转能力达到 8.23万吨/日，“户分类、组保
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运
行管理体系已初步形成。全省农村地区保洁员配置
由 2018年的 11.9万人增至目前的 12.6万人。武汉、
宜昌国家垃圾分类试点全面启动，全省各市（州）均
选取了一个区或街道开展试点，现已有4662个村（社
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同时，湖北突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重点区域和
重点环节，建成并试运行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
897个，新建、改造主支管网9500公里，污水处理能力
从 114万吨/日提升到 170万吨/日。十堰市采用“整
县推进，丹江口水库周边村庄全覆盖”的模式，投资
12.2亿元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了丹江口市、
郧阳区、郧西县、房县等 10 个县（市、区）的 1578 个
村，累计建设污水处理设施2025座，污水日处理能力
超3万吨，确保了一库清水永续北送。鄂州市梁子湖
周边采用城乡一体化污水处理全覆盖模式，确保了
梁子湖的水质安全。襄阳市的枣阳市统筹厕所粪污
治理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探索推进了“三水分
流、两级治理、一片湿地”的“三二一”治理模式。

进度服从质量，保障厕所“大民生”

小厕所，大民生。3年来，在农村“厕所革命”中，
湖北按照进度服从质量的要求，将“自上而下分任务”
调整为“自下而上报意愿”，做到有意愿改的坚决支持
改，暂时不愿意改的不强迫命令改。多次组织举办农
村改厕专题培训班，深入16个一类县抽村“解剖麻雀”
式精心指导。深入调研，在全国率先颁布了农村改厕

地方标准。同时将审计部门纳入全省农村改厕工作成
员单位，将农村改厕实施情况列入年度审计工作计划，
结合市县长经济责任审计、各季度重大政策跟踪审计
以及行业专项审计，将农村改厕情况作为必审内容。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和统一固定模式，总结推
广了多种模式。黄冈市黄州区成为全国9个农村“厕
所革命”优秀典型案例之一，枣阳市位居全国10个农
村厕所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典型范例首位。

荆门市的钟祥市在农村改厕中，建立了全域化
无害处理粪污、资源化利用厕所粪污、社会化服务农
村厕所、制度化保障资金投入的“四化”机制，不仅极
大改善了农民群众的如厕条件，还推进了农村改厕
从“建得好”向“用得顺、能长久”转变，实现了农厕

“设施坏了有人修、粪污满了有人抽、抽了粪污有地
用”，做细做实了农村改厕的后半篇文章。

补齐短板弱项，实现村庄“强富美”

湖北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纵深推进村
庄清洁行动，着力改善农村水环境，强化农业生产废
弃物综合利用。

3年累计新建和提档升级农村公路 7.4万公里，
创建美丽农村路3.1万公里，提前一年实现“组组通”
目标。全省农村公路达到 25.4万公里，位居全国第
二、中部第一，实现了所有乡镇、行政村、20户以上自
然村通硬化路。累计完成了4664个小城镇及2.19万
个村的电网改造建设，全省“两率一户”提前一年完
成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农民实现了从“用上电”
到“用好电”的重大转变。全省行政村通光率 100%，
4G网络覆盖率100%，20户以上自然村通光率、4G网
络覆盖率均在95%以上。累计精准灭荒造林200.8万
亩，长江两岸造林绿化 72.1万亩，乡村绿化面积 18.3
万亩。累计建设国家森林乡村369个，省级森林城镇
65个、绿色乡村1493个。

村庄清洁行动中，湖北以“五清一改”为重点，2.3
万多个村全覆盖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全省累计清
理农村生活垃圾1000余万吨，清理村内水塘数量近3
万口，清理村内沟渠 7万多公里；累计拆除废旧电线

杆（塔）3.2万基、废旧线路0.43万公里；整治农村电信
线路2.29万公里，更换线杆3万余根。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紧盯农村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和关
键领域，在全省农村广泛开展了“干干净净战疫情，
健健康康忙春耕”的“五清”农村大扫除活动，全省
700余万人次参加行动，220多万人参与村庄防疫消
杀，全面筑牢了农村抗疫防线。枝江、随县、通城、武
穴荣获2019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作为千湖之省，保持良好的农村水环境，对水生
态保护至关重要。湖北狠抓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以
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位，开展了全省农村黑臭水体
排查识别工作，建立了国家级和省级两类清单。全
省共排查出黑臭水体 994 条，234 条列入国家清单。
江陵、罗田、保康、崇阳4县纳入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试点名单。同时，湖北在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
湖长制体系的基础上，将河湖长制范围延伸到村一
级，共明确 2.4万多名村级河湖长，成为农村水环境
的守护神。科学设置小微水体河湖长、管护员、监督
员“一长两员”，打通了农村水环境治水护水的“最后
一公里”。此外，还将黑臭水体整治纳入“一河湖一
策”实施方案编制范围，纳入河湖长履职范围，确保
农村河畅水清。

作为农业大省，湖北围绕畜禽粪污、农业废弃
物、农业面源污染等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难点，
着力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整县推进项目，实现了畜
牧大县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全覆盖，同时省级还安排
资金对非畜牧大县也加以推进。全省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95.64%，万头规模养殖场配
套率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6.83%以上。集成
推广了一批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模式，加速农机农
艺融合，化肥使用量连续8年下降，农药使用量连续7
年下降，农业面源污染对环境影响进一步降低。全
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1.73%，农用地膜回收率达到
80%以上，有效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

近年来，湖北结合实际，围绕资金投入、机制保
障和群众参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资金保障方面，3年来，湖北累计统筹中央

和省级财政资金 395.29 亿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中，农
村“厕所革命”除累计统筹落实中央、省级奖补资金
31.26 亿元外，还转贷了地方债券 52.67 亿元保障支
持。2020年，湖北还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入“疫后
重振补短板强弱项十大工程”内容，每年安排50亿元
一般债、连续3年给予支持保障。

——工作机制方面，湖北强化“省负总责、市抓
调度、县抓落实、乡镇实施”的工作责任体系，实行

“一季一盘点、半年一调度、一年一总结”，形成全省
“一盘棋”的工作格局。每年都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纳入对各级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了
省、市、县、乡四级监督举报机制，聘请第三方对 107
个县〔市、区（含功能区）〕三年行动成效进行了实地
监测评估。

——群众参与方面，湖北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纳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妇女、青少年学生作用，把
环境整治和厕所文明知识引入中小学课堂，坚持党
员干部带头引领，建立垃圾环境治理积分制，将农
户垃圾分类、改水改厕、庭院绿化等情况纳入积分
管理，通过评先表模、大评小奖、积分兑奖，形成“村
比村、湾比湾、户比户”的争先氛围，实现干群共谋、
共建、共享。咸宁市通山县大畈镇成立 14 支“巾帼
志愿服务队”，形成“1 支巾帼志愿服务队带动多个
村民小组、辐射 1个村（社区）”的示范带动作用。荆
州市大同湖管理区农艺社区充分发挥妇女、儿童作
用，定期组织开展“美丽庭院”创建评选活动，以小
家带大家，引领“庭院美、家庭美、家乡美”。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湖北将进一步增
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自觉性，充分尊重农民
群众的主体性，统筹环境治理的整体性，把握人居环
境治理的规律性，密切结合实际，科学制定目标任
务，加大投入，加力整治，持续推进，不断改善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水平，着力打造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
福乐园，绘就一幅天蓝、山青、地绿、水美的荆楚美丽
乡村画卷。

本版文/图由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灵秀山水展新颜灵秀山水展新颜 荆楚乡村绘新篇荆楚乡村绘新篇
——湖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综述湖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综述

松滋市卸甲坪乡曲尺河村松滋市卸甲坪乡曲尺河村

枝江市董市镇曹店村枝江市董市镇曹店村
钟祥市石牌镇正在开展户厕粪污抽排服务钟祥市石牌镇正在开展户厕粪污抽排服务

通城县北港镇横冲村通城县北港镇横冲村

枣阳市吴店镇西赵湖村枣阳市吴店镇西赵湖村

黄州区
作为湖北省“厕所革命”试点县，黄冈市黄州区秉承“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

设、高效能管理”理念，采取“EPC+O”的模式，招标引入浙江双良商达公司进行农
村公厕、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终端项目建设，在“户厕改造标准化、污水收集管网
化、厕所管护智能化、文明如厕常态化”上下功夫，改建户厕27710座，建成农村公厕435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终端141座（日处理规模为5吨-50吨之间）、管网111.174公里、检查井5674座、大三格化粪池83座。组建“农村
污水治理运维中心”，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农村污水站点管理，实现在线监控、数据搜集、人员管理、数据分析、
故障报警、远程控制等日常管理工作，全面做好厕所改造、污水处理的“后半篇文章”。

荆州开发区滩桥镇武当园村油菜花田荆州开发区滩桥镇武当园村油菜花田

黄州区陈策楼镇阮家湾村污水处理终端黄州区陈策楼镇阮家湾村污水处理终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