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厕所改造是否严格按照国标和湖南省首厕过关制要求施
工？”“施工的主要环节有哪些注意事项？”“排气管要怎么装？”日
前，在湖南省湘潭县排头乡团结村首厕过关制培训现场，今年参与
农村厕所改造的施工员、监理员纷纷提问。这次培训标志着今年
湘潭县农村“厕所革命”正式全面铺开。

培训现场，有关村及改厕施工队负责人，观摩学习了首厕施工
程序和技术标准以及整体式三格化粪池的选址定位和规范安装。

据了解，按照“十四五”期间基本普及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的总体目标要求，到 2025 年底，湘潭县 85%以上的农户将用上无
害化卫生厕所，旱厕 100%消除；今年须完成农户无害化厕所改造
15670座。

今年，湘潭县将以“三园两镇”规划核心区域重点村、省市县三
级美丽乡村创建村、省级精品乡村创建村、国省道沿线、高标准农
田示范片和“两山”铁路沿线等为重点，率先整村推进无害化厕所
改造，集中连片开展示范建设。 武慧

湖南湘潭
今年将改造农户厕所15670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朱凌青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四
月，漫步在安徽黄山市潜口镇东山村，风景宛
若水墨画般秀美，山野田间，秀丽的田园风光
尽收眼底。

东山村村民们趁着春光正拾掇着自家的
菜园、果园、花园，推进多景合一的村容村貌
整治工作。走在崭新的村道上，民居各有特
色，花圃清新雅致。

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安徽全省已建和
在建美丽乡村中心村 8290 个，认定美丽乡村
示范村（以行政村为单位）1612 个、重点示范
村544个，一大批和东山村一样具有徽风皖韵
特色的美丽乡村在江淮大地上遍地开花，成
为群众向往的幸福宜居家园。

改厕治污，让环境干净起来

“以前生活垃圾都是随处乱倒，天气一
热便臭气熏天；现在好了，家家户户门口都摆
放了垃圾桶，每天都有保洁员来清运垃圾。”
东山村村民鲁继肃满意地说。

和鲁继肃满意村里的环境相似，与东山
村相距近 200 公里的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东
垅村村民张长海对自家改造的卫生厕所也非
常满意。“原来厕所就是臭嘛，有苍蝇不卫
生。现在厕所干净了，有水冲，粪污接到化肥
池里，定期也有人来清掏。”张长海说。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过程中，
安徽省立足当下群众感受最深的如厕难和村
庄脏乱差问题，持续推进以农村生活垃圾、

“厕所革命”、污水治理为重点的“三大革命”，
切实打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补齐短板。

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期
间，已累计完成自然村改厕258万户。其中19
个一类县（市、区）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已
达到 90%以上，59个二类县（市、区）卫生厕所

普及率已达到 85%以上。在 32个县开展了农
村改厕提升与长效管护机制示范县建设，在
其他县开展了试点示范，从体制机制上，探索
解决厕所坏了无人修、粪污满了无人掏的问
题。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70%以上，基本完成 289个非正规堆放点整治
任务。全省已建和在建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
水治理设施1188座，实现全覆盖。

多元投入，有了钱才能把事情办好

一条条整洁的农村水泥路、一排排修剪
整齐的绿植，怀宁县清河乡温桥村像城里的
小区一样整洁美丽。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
路灯亮起，照亮了人们饭后散步的道路，也照
出了孩子们快乐追逐、奔跑的身影。

“这几年村里大变样，路通了、灯亮了，这
个大广场也让我们晚饭后也有个好去处。”正
在跳广场舞的村民黄南珍高兴地说。

为了维护整洁的村容村貌，温桥村几经会
议研究最终决定，倡导每户根据家庭情况每年
自愿缴纳150元，家庭困难人员可不用缴纳。

和温桥村一样，安徽省部分地区探索村
庄人居环境领域适当付费机制。如天长市李
坡村推行“一人一天一毛钱，干干净净一整
年”，探索开展垃圾处理付费机制。五河县自
2019以来收取“一人一月一元钱”的垃圾保洁
服务费，累计收到1312万余元，全部用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

安徽省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
中，积极探索社会力量支持的多元化投入机

制，通过PPP项目、村民缴费等方式拓宽资金
渠道。据统计，2018—2020年期间，安徽省累
计实施“三大革命”PPP 项目 61 个，总投资
232.3亿元。

动员群众，从自家庭院做起

阳光映照下，挂在大门旁的“美丽庭院”
奖牌闪闪发光，霍山县下符桥镇下符桥村村
民戴立如每天都要细心地把奖牌擦拭一遍。

“我们家可是‘五星’的‘美丽庭院’，而且是镇
上第一家挂牌的，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的荣
誉！”话语间，戴立如脸上满是自豪之情。

下符桥镇以“美丽庭院”创建为载体，大
力引导群众参与其中。村民们从自身做起，
从家庭做起，摒弃日常生活陋习，大大地改善
了乡村环境面貌。

说起发动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合肥市肥东元疃镇按照部门职责分工，沿河
而下打捞河面漂浮物，清理河道垃圾，为元疃
大河“换装整容”。“党员先锋志愿者+村民组
长+村民”的人居环境管护志愿小分队，是元
疃镇三合社区发动群众的新模式。同时，该
社区党员干部带头做好“门前三包”，配合保
洁公司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形成了全民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局面。

为了更广泛的动员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东山村还成立了“村容村貌提升
队”“环境整治卫生队”，并根据工作表现按月
发放工资和奖励，使村民参与村庄清洁的热
情格外高。

据统计，村庄清洁行动启动以来，安徽省
1.5万多个行政村发动了春夏秋冬等多轮清洁
战役，累计发动3047万余人次参加行动；开展
清洁卫生宣传教育活动122万余次，清理村内
塘沟 65万余个、农业生产废弃物 717万余吨、
乱搭乱建107万余处、废旧广告牌186万余个、
无功能建筑 1500 多万平方米，村容村貌明显
改观，群众卫生习惯逐步改善。

打造秀美村庄 留住徽风皖韵
——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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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错落有致的房屋、整齐划一的小区，构成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美景。通过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安徽省宿松县复兴镇展现出新农村美景。 李龙 摄

为了给下乡游玩的游客提供如厕便利，近日，浙江省诸暨市开发
了一个云平台系统，将全市近2000座农村公厕“搬上网”。如此一来，
只要用手机就可完成一键搜索、精准导航，让不少游客为之点赞。

近年来，东和乡十里坪村在诸暨人气暴增，原因是这里有个春
风十里小镇，年接待游客达 30多万人次。游客多了，“如厕难”的
烦恼也随之而来。

但记者发现，如今到了村里，只要一扫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
屏幕上就会跳出“诸暨农村公厕”小程序，像最近的公厕位置、厕位
数量、配套设施等信息一应俱全，若要前往，一键导航即可。除了
解决“找厕难”外，万一遇到“用不了、蹲不下”的情况，也可在平台
上即时上报，还能进行如厕评价。

记者了解到，通过近三年的努力，诸暨市已投入近亿元资金，
总共改造提升了 1977座农村公厕，消灭了 1332座农村旱厕、1696
个露天粪坑，厕所污水也都得到有效处理，实现所有行政村规范化
公厕全覆盖。

建好更需维护好。为此在两年前，诸暨就建立了村级“厕所
长”制度。十里坪村的4座公厕，其“厕所长”就是该村党总支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卓任翔。除了落实每日巡查制度外，一旦有人上报
问题至小程序的监督平台，平台工作人员就能即时派发给各镇街，
第一时间通知村里予以解决。尽管该小程序上线才几个月，但已
发挥出显著效果。

“实际上，完成这项农村公厕的智慧化改造，只花了 8 万块
钱。这就是花小钱，办成了一件民生大事。”在诸暨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张国锄看来，通过“云数据”解决寻厕难，“云互动”解决用厕
脏，“云追踪”解决管厕难，其背后就是真正利用现代化数字技术，
来提升政府的服务效能，也能让老百姓更加有获得感。

方成 俞仕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浙江诸暨
2000座农村公厕“搬上网”

□□ 于志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2019年以来，只要天气允许，打扫院子和
大门口卫生，整理院中绿植花草，是81岁的杨
福源和 80 岁的老伴儿杨桂芳每天的必修课。
4月 8日，走进这处位于山东潍坊市寒亭区杨
家埠旅游开发区西杨家埠村的庭院，青砖瓦、
木窗棂，雕梁画栋、绚丽满园，不少村民都来
他家参观学习。也因此，杨福源的庭院成为
2020年潍坊市十大美丽庭院之一。

在寒亭区，与杨福源家的庭院类似的还有
不少，该区已涌现出“美丽庭院”示范户 5085
户，占农村庭院的13.35%。“近年来，寒亭以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人居环境向往为导向，把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
础性工程，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推动农村向

‘家家庭院美、村村大花园’迈进，奋力绘就乡
村振兴的生态宜居底色。”区委书记滕双兴说。

实现“专班+细化”，高位高效推进

高里街道牟家院村，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
原先村里的各条胡同没有硬化。“遇到下雨天泥
泞难走，开着汽车外出都费劲；而现在，村里的道
路都铺上了水泥，路好走了，大家伙心情舒畅了，

村里红色纪念馆也有了人气。”村民魏培敏说。
据滕双兴介绍，为高质量完成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任务，寒亭坚持高位推动，高位设置
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分
管副区长靠上抓，区直主管部门和街道具体
抓。从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等部门抽调
人员组成工作专班，集中办公，统筹协调全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开展
现场调度、业务培训，建立“1+6+N”的区、街、
村三级立体化宣传架构，营造浓厚氛围。

同时，以区委、区政府“两办”文件印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把
工作任务细化分解为“环卫一体化攻坚提升
行动、村庄清洁攻坚提升行动、农厕改造攻坚
提升行动”等 10 项具体任务，并建立配档表，
明确了具体责任单位、责任人，列出明确的时
间节点，有力推动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瞄准“难点+堵点”，找准整治重点

在杨家埠旅游开发区东马家村党支部书
记马守波看来，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
程中，清理“四大堆”、硬化绿化相结合、改厕
和污水处理等，是重点，更是难点，既要到村

民家拉家常、做工作，还要科学合理的推进。
采访中发现，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

的难点和堵点，寒亭区明确整治提升的重点
任务，狠抓落实，促进乡村人居环境由“外在
美”向“内在美”“一时美”向“持续美”转变。

在农村改厕上，累计完成农村改厕4万余
户，确保应改尽改，实现了全覆盖，并为全区
300 户以上的 83 个村庄建好了村级公共厕
所。在通户道路方面，全区农村道路“户户
通”涉及的248 个村庄全部完成建设任务，极
大地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寒亭采取单户或
整村集中收集处理方式，累计完成农村污水
治理村庄159个，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环渤海
区域50%以上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

在村容村貌整治方面，寒亭区突出“三清
一改”重点任务，全力推进村庄清洁行动，累
计投入资金 1550 余万元，出动人工 3 万多人
次、机械 9500 余台次，清理各类垃圾 5.5 万立
方米、“四大堆”1680处、残垣断壁686处，整治
河道沟渠34.75公里。

强化“压力+激励”，凝聚整治动力

“区财政有专项资金，我们街道也列支一

部分，构成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资金来
源。然而，这些资金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
照各个村完成情况的督查考核结果来拨付，
谁先完成并通过验收，谁得到的资金就最多，
以此类推。”开元街道党工委书记鞠洪刚说。

据区委副书记、区长刘金国介绍，为了增
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寒
亭区聚焦督导考核，抽调专门力量成立5个督
导组，每半个月开展一次拉网式集中督导检
查，综合采取专项检查、暗访检查等方式，实
行清单管理、即时通报、对表督战、跟踪督促，
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到位。

同时，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纳入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把暗访检查情况、
问题整改情况、日常工作调度情况等作为主
要考核内容，加大赋分权重，强化结果运用，
切实传导工作压力、激发工作热情。

一手抓考核，一手抓激励。寒亭区实行
“区级+街道+村集体+社会捐助+村民自愿捐
款”多方资金筹集办法，考核成绩成为获得

“区奖街补”的关键，有效保障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的顺利推进。同时，通过“美丽庭
院”创建和评选，激励农村居民以自家庭院为
基础，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家家庭院美 村村大花园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人居环境整治绘就乡村振兴底色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田家沟，几大湾，十年就有九年干；顿顿
红苕苞谷饭，吃水要翻几座山；不少男的往外
走，姑娘不愿嫁进山……”这首民谣唱的是十
多年前的贵州省湄潭县兴隆镇龙凤村的田家
沟。如今的田家沟，青山、碧水、茶园交相辉
映，青瓦白墙的黔北民居点缀其中，无论你从
哪个角度望去，都是一幅自然和谐而又不失
灵动的美丽画卷。

田家沟的变迁仅是贵州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贵州省为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逐步改变了
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脏乱差面貌，取得了农
村改厕成效明显、农村垃圾治理有序开展、农
村污水治理率逐步提高、村庄规划编制基本
完成、长效管护机制初步建立、村庄环境明显
改善、村容村貌不断提升的好成绩。

近日，贵州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联席办
公室对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进行
验收考核，贵阳花溪区、遵义赤水市、湄潭县、

铜仁碧江区、毕节黔西县、黔南福泉市、黔东
南从江县获评贵州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验收优秀县（市、区），其余全部达标。三
年行动目标任务已全面完成。

清澈的老榜河静静流淌，沥青路宽阔平
整，座座白墙黛瓦的民房掩映在绿水青山间，
墙体雕塑和绘画充满布依风情……花溪区黔
陶乡黔陶村老榜河组紧邻青岩古镇，是小有
名气的“溪南十锦农旅观光带”景点之一。

老榜河村民组的美，除了自然条件外，也
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的实施。当地
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元，通过农房改造、村庄
环境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一系列举措，
开展村居清洁行动。通过改造，以前破损的
道路变成了沥青路，破旧的旅游长廊修复一
新，村民的房前屋后不再“脏乱差”，旱厕改造
成了卫生厕所。

作为此次考核7个优秀县之一，花溪区充
分发挥党支部基层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作
用，由党支部通过党员大会、群众大会、院坝
会等形式，发动党员带头、农民群众积极参与

的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完
善《村规民约》、落实农户“门前三包”制度，督
促农户做好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整治；通过

“垃圾换生活用品”“主题党日大扫除”等活
动，鼓励群众参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通
过“流动红旗”“红黑榜”等形式，互相监督、互
相比较、互相促进，鞭策后进，表彰先进；通过
村庄清洁行动各季战役，以春节、清明节、“五
一”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为时间节点，上下
联动，对街、路、沟、塘等进行全面的清理，工
作取得良好成效。

建得好，更要管得好。去年以来，湄潭县
以基层治理为抓手，采取“3+N”模式，组织推
动全县 600 多个村寨实行“寨管家”管理模
式，形成镇、村、寨三级上下联动的管理服
务体系。通过一系列举措，湄潭县农村生活
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
遍增强，管护长效机制全面建立，广大农村
呈现“庭院美、村庄美、环境美、田园美”的全
新面貌。

大数据作为贵州的发展战略之一，在改

善农村人均环境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运
用。水城县运用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对
全县农村垃圾收运车安装数字化监测系统
（GPS），并实现了所有乡镇全覆盖。在水城县
城乡规划和城市管理局管理中心，记者通过
电脑屏幕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辆辆闪着黄色标
识的“小汽车”来回穿梭于各条“道路”，GPS系
统实时收集数据传回平台，每次垃圾清运如
同完成一次“打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久久为功的
过程，要巩固提升整治成效，必须坚持治理工
作常态化、系统化、制度化。”贵州省农业农村
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处长王瑶说，贵州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任务是
最为繁重的省份之一，乡村要美丽，就要坚持
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产业发展、乡风
文明建设、乡村治理、农民收入增加结合起
来，统筹推进，标本兼治，从最基本、看得见、
农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抓起，建成“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让广
大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绿水青山傍村 宜居美景入画
——贵州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侧记

“俺把十多年没住人的破旧房屋拆掉，在老宅基地上种植蒲公
英药材，别看只有几分地，去年卖了 1000 多块钱呢！”河南省汝南
县常兴镇西王庄村村民王雪刚高兴地说。

王雪刚家的小花园是该镇实施“三园工程”扮靓美丽乡村的一
个缩影。

常兴镇有废旧房屋 1000 多座，因长期无人居住，有的房倒屋
塌，有的长满杂草，既影响村容村貌，也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去年，该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将农村长期无人
居住的破旧房屋纳入环境整治范围，在征得农户意愿的基础上，集
中时间，组织大型机械对破旧房屋进行集中拆除。同时，大力实施
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三园工程”，鼓励农户在老宅基地上种植
果树、蔬菜、药材，栽植花卉树木，发展致富项目，并从政策、资金、
人才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在常兴镇，像王雪刚一样利用老宅基地兴建小菜园、小花园、小果
园的农户有1000余户。如今的常兴镇村庄，凋零破败的旧房屋不见了，
一处处果园、花园、菜园映入眼帘，美了环境，富了百姓。 杨明华

河南汝南县常兴镇
“三园工程”扮靓乡村

近日，甘肃省永昌县红山窑镇王信堡村以农村环境整治为抓
手，在开展“两净一亮”村庄清洁行动中，干部群众共同参与，因地
制宜变废为宝，倡导绿色环保理念，营造宜居生活环境。

王信堡村充分发挥乡贤能人地熟、人熟、事熟和乡亲信任的优
势，在村庄清洁行动中出谋献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共同治
理环境、珍惜环境的良好氛围。

二组村民柴文荣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铁匠，他将收购来的废旧油桶
加工改造成垃圾桶。这种垃圾桶不但存储容量大，也方便清运，目前，
共有200个这样的垃圾桶被配备到该村每一户常住户门前。王信堡
村还将拆除破旧房子院落产生的废弃木头，制作成样式美观古朴的木
栅栏，重新利用美化院落，受到了村民的赞扬。 孙岳

甘肃永昌县王信堡村
废物利用环境美

福建省近期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完善生活垃圾治
理长效机制，以县域为单位，“打包”推进村庄保洁、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农村公厕管护市场化，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资
源化利用，有序推进乡镇全域落实分类机制。

意见还提出，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统筹农村改厕和
污水、黑臭水体治理，因地制宜促进粪污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
用，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落实农民建房用地保障，规范宅
基地审批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提高农房设计水平和建设质
量。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推进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
震改造。健全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监管体制，三年内完成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选取部分县（市、区）开展“崇尚集约建房”建设，
2021 年全省整治既有农房 10 万栋。有序推进村庄杆线规整，引
导合理共杆。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活动。开
展“三个百千”绿化美化行动，推进绿盈乡村建设。健全农村人
居环境设施管护机制。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唐旭 见习记者 朱凌青

福建将推进村庄环境管护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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