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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傍晚，初春的太阳仍暖意融融。近日，在江
苏省常熟市辛庄镇桃园村的小公园里，60 多岁的吕
素英和“老伙计们”扯了半天家长里短，天色渐晚，打
开“老年机”瞅一眼时间，5点 30分，该干活了。吕素
英拎起扫帚，开始村里31户公共区域的清扫工作。

“工作量不小，但和以前‘地里的活’相比，轻松
多了，村里干干净净，再没有垃圾满地起灰尘，心里
舒服得很。”吕素英说。

旧貌换新颜的桃园村，是过去几年全国范围内
村庄清洁行动的美丽缩影。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公布
数据显示，过去几年，全国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
洁行动，14 万个村庄经“绿化美化亮化”后焕然一
新。这些村落镶嵌于广袤大地，承载起亿万农民的
幸福生活。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仍需秉
承“长期主义”，近些年，人们的关注点已从“如何建”
向“如何管”转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方案（2021—2025年）》中明确指出，要健全农村人居
环境的长效管护机制，要基本建立起有制度、有标
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督的系统方案。

江苏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起步较早的省份，
集中整治已颇见成效，全省持续开展人居环境后续
管护的探索，比如：如何解决基础设施管护难题？如
何利用数字化拓宽管理面？如何在“管”与“放”之间
找到平衡？这些问题直接关乎乡村能否“美得长久”

“美得科学”。
日前，记者探访江苏常熟、无锡多地，记录这些

地区人居环境长效管理的有益实践。

最难啃的“骨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硬件设施的后续管
护是最难啃的“骨头”。仅污水处理设施一项，无锡
市锡山区就花了几年时间才摸到门路。

锡山区厚桥街道谢埭荡村地处太湖流域，村内
湖荡密布，渔业是村里的经济支柱。生活污水要处
理、渔业用水要循环利用，对此，村党支部书记华东
明心里像明镜似的，把这些“水”的事情管好，就是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

在华东明看来，治污设施好建，管理却不容易。
“以前村里各种模式的污水处理设施建了好几茬，但
不是承担不了污水量，就是治污效果不理想。”华东
明介绍，上一套设施是2007年起锡山区推广的“微动
力”模式，最大程度简化了后续管护流程，村里只要
把收集起来的污水输送到附近污水处理厂即可。但
由于管护不到位，污水设施运行十几年后，设备陈
旧、管道老化、污水池容积不够用等问题一起涌现。

这种“管不好”的现象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并
不少见。

在 2018 年开展村庄清洁行动以前，污水治理设
施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
授张亚平，在2017年对太湖流域苏州、无锡和常州地
区210套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调查后发现，正常运行的
比例仅为48.6%，设施闲置率达到了21.9%。

设施管理的“痛点”在哪里？“技术工艺选择随
意、后期管护不到位，是多数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
果达不到设计要求的主要原因。”张亚平说，“近年
来，工艺虽然有所提升，但后续管理跟不上仍是普
遍难题。”

“施工前，施工队多次进村调研，就是为解决污
水设施技术选择的问题。”江苏省环保集团下属环
保产业公司运营部副总经理孙珍虎解释说，“很多
设备后续不好管、管不好，跟前期没选好模式有很
大关系。”

为保证后续管护到位，这次谢埭荡村再建污水处
理项目，区水务公司要求施工方反复调研踏勘线路，并
和村民深入沟通布点和管路走向。在孙珍虎看来，把
施工方案做细做扎实，是保证后续管护效率的前提。

“各村对卫生间和厨房等生活污水处置要求不一，必须
采取‘一村一策’的施工模式，制定最符合本村实际的
方案，才能减少后续管护难度。”孙珍虎说。

“村里鱼塘的生态循环用水也被纳入污水整治
项目。”华东明看到方案是“因村施策”，心里踏实了
不少，但他还是操心之后如何管护的问题。

“还是由施工方全程负责！”孙虎珍介绍，“现在
全市新建的农村污水处理项目都要按‘1+8’模式管
理，即：当年期次的投资，按照1年建设期和8年运营
期为一个生命周期计算，9年期满开启新一轮周期投
资建设运营，以此避免出现‘建管脱钩’的一锤子买
卖，让施工方为后续管护运营持续护航；由于资金投
入分散到9年，也减少了财政压力。”

“待到9年周期一过，通过对设施和管网的评估，
再决定如何进行下一运营周期的工作。做到管护的
可持续。”孙虎珍说。

如今，白色的矮栅栏围着几十平方米的湿地，随
着进门处小房子发出嗡嗡的响声，进水口浑浊的生
活污水经过层层处理，在出水口已变得清澈无味，回
流到“一路之隔”的宛山荡中，泛起阵阵涟漪。

目前，江苏省已推进782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建设，并深入开展已建设施“回头看”行动，制定
出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
全省生活污水治理率达42%（2021年底全国农村污水
治理率为28%），设施正常运行率达80%以上。

除污水设施外，江苏省对其他农村环境基础设
施的管护工作也进行了探索。在改厕方面，苏南地
区推广以四格式、纳管式和集中式等为主的生态户
厕，在苏中、苏北地区则推广三格式无害化卫生户
厕。一方面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粪污处理模式，另
一方面提高管理水平，确保建好管好，让群众满意。
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方面，徐州市沛县还探索出生
活垃圾“阳光堆肥房”长效治理模式，在实现全年村
里垃圾减量 30%以上的基础上，同步生产有机肥
164 吨。

“与污水设施管护类似，无论是卫生厕所改造还
是垃圾处理，选择适宜的技术工艺、组建专业的管护

队伍和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是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管
护有成效的保证。”张亚平说。

“数字化管理”加速渗透

与谢埭荡村相隔几公里的港南村网格员王健，在
最近一次日常巡查中发现，村里的一处污水处理设施
出水口水流特别缓慢。“咱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就赶
紧通知管护队。”王健说，“按以往检修速度，空出一整
天的时间配合施工人员应该就能把设施修好了。”

实际仅用半天时间就解决了问题。“原来是厌氧
滤池出了问题。”王健说。

奥秘在哪？孙虎珍摊开港南村的污水管网图
纸，记者看到，每一根管网都有详细标注。“最近这次
设施建设，我们不但更换了村内污水管网，还对每一
根污水管、每一个连接点都进行了数字化标注，做到

‘物联网’管理系统和智慧水务运管系统互联，打通
设计、建设、运营、维修之间的障碍，实现数据互通。”
孙虎珍介绍，运维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就可以了解每
个站点运行状态，并通过二维码查询设计图纸、所用
材质、使用寿命等信息，为快速解决问题打下基础。

这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景正在江苏多地不断
拓展。与锡山区相邻的常熟市古里镇康博村的“80
后”网格员陆闽祎，每天在村里巡查时，只要遇到违
规摆摊、车辆乱停等情况，就会通过手机的人居环境

“随手拍”App拍下照片并上传到古里镇集成指挥中
心；后台系统会根据情况协调城管、环保、安监等部
门人员前往处置，同时会将整个过程留痕。

“过去很多情况连找哪个部门都很难搞清，现
在有了数字化管理技术后，解决问题顺畅多了。”陆
闽祎说。

“不仅是网格员，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环境的监督
员。”康博村党支部书记高晓东打开手机的“随手拍”
小程序向记者展示，通过简单几下点击，环境问题就
被小程序录入，很快便被进行分类并显示待解决。

“问题解决后，会再上传对比照片才会显示解决完
成。”高晓东说，这样就形成了解决问题的闭环。

常熟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宏认为，小程序不
仅可以高效解决环境问题，还降低了以往检查、评比
的难度。“以往依靠人力来检查环境，多数只能进行
村庄抽查，每次只能检查到20%的村庄。”陈宏说，“如
今有了小程序，随时都可以检查各村问题，大家都不
再抱侥幸心理了。”

“网格化巡查、数字化赋能、精细化管理”的思
路，让“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在农村人居环境长效
管理中大显身手。

放眼全国，数字化在管护中的应用并不少见。
有的建立信息系统，如山东省莒县将所有户厕信息
录入系统，只要扫码便可获取；有的开发小程序缩短

维修时间，如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在小程序“下单”
便可解决户厕问题；有的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设备安
全度，如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镇给化粪池安装可以
对粪污容量预警的探测仪……

江苏的数字化管理管护探索也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在苏州市吴江区农村公厕的选址和管护人员配

备上，就利用数据和算法为决策提供了依据——划
半径、定数量，用信息化的方式解决农村公厕布局不
合理难题。吴江区先摸底区内农村公厕的数量和布
局，用数字化模拟公厕的使用半径和使用频率，明确

“每 600 人设置一座，服务半径不大于 500 米，面积
25—90平方米”的标准；并根据使用频率确定后续管
护人员的数量，以此来探索保证公厕后续管护质量
与人员用工成本的双赢模式。

“数字化管理绝不是数字技术的简单叠加。”中
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院长李道亮说。在他看来，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既要采纳前沿先进技术，又要考虑
基层实践水平。“我国现代化程度存在差异，必然要
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类型乡村的数字化发展方式，数
字化不仅能让‘管’变简单，更应该依靠数字系统

‘理’出决策；通过数据的利用为管理决策服务或许
将成为未来数字化管理的推进方向。”李道亮说。

“管”与“放”的平衡

在古里镇坞坵村陈家湾，干净整洁的村道、雅
致优美的庭院映入眼帘，路灯、绿化树相互映衬，小
游园、停车场一应俱全。这两年，坞坵村的村容村
貌有了大变化，但村民陈雪根很长一段时间却闷闷
不乐，他总觉得村里环境再美，也应该“养养鸡鸭、
喂喂猫狗”，环境变好了，家里再想随便养点什么都
不允许。

桃园村的吴荣生跟他有同样想法。“以前村里池
塘周围到处是村民喂养的家禽跑来跑去，开始环境
整治后，几乎都见不到了。”

去年夏天，老陈和老吴的烦心事有了回应。“村
里有一个用于农事研学体验的共享农场，村里人在
这里养了不少鸡鸭，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接触这些
家禽，鸡鸭成群才有农村的味道嘛。”陈雪根说。

农村社区既是生活空间也是生产空间，有别于
城镇建设，环境怎么整，还是要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的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和相应的
设施建设。不仅要对农村公共设施提档升级，更要
在尊重农民传统生活习俗的前提下，合理提升他们
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

“对环境有要求，不少村就变成了‘无鸡村’‘无
猪村’。”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体在调研
中发现，“一管就僵，一放就乱”还是乡村自治能力的
缺乏。“要找到村里‘管’与不‘管’的结合，既要适当

‘放权’，让村民自治激发村民活力，又要制定规范，
让村级组织正常运行。”谢德体说。简而言之，如何
把握“管”与“放”的尺度，关键在于以村级组织为中
心实现“管放结合”。谢德体表示，村民自治要在法
律法规、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作保障的前提下，在村
级组织去“行政化”方面发力，让基层自治组织回归
群众性和自治性。

“长效管护细则中明确规定了‘规范圈养，不在
公共区域散养家禽家畜’。”坞坵村党支部书记唐青
指着村里活动广场旁的积分评比细则说道，“这样规
定既规范了村民养鸡鸭的行为，又保证了公共区域
的清洁。”

同样琢磨如何在“管”与“放”之间找到平衡的，
还有古里镇陈塘村党支部书记张雪燕。

“你看我们村里的绿化都靠蔬菜、果树呢！”张雪
燕笑着介绍村民的房前屋后都被打理成了精致的小
菜园、小果园。起初，陈塘村通过常熟市“千村美居”
工程，将河道两旁的废旧房屋拆除后，村民的房子也
跟着翻修一新。房前屋后都请绿化公司种上了草皮
和花卉，村里被打扮得像一座花园。

“前年，老党员黄鹤鸣找到我说，可不可以把绿
化带换成小菜园。”张雪燕说，“黄鹤鸣算了一笔账：
绿化后村里每年要花费十几万元来维护，村民吃菜
又要花钱，何不变成菜园？我当时就想，即使要种
菜，也要打造‘美丽菜园’，要种的有规矩、有讲究。”
张雪燕说。随后，陈塘村又把打造“美丽菜园”“美丽
果园”等写进了积分评比的规则中。

目前，陈塘村村民的房前屋后空地、撂荒地变身
为一个个“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既提升了零星
土地利用率，更满足了村民的“种菜情结”和日益增
长的健康需求，节约了村庄后续管护成本，可谓是一
举多得。

“村委将建好的村庄交给村民来管理，让村民有
了主人翁意识，才能‘建一个，管一个，靓一个’。”张
雪燕说。在她看来，村民是村里环境长效管护成败
的最关键的因素。

从“小菜园”的“自治”出发，陈塘村党委还推行
“党建引领，村民自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6 名新乡贤自主捐资，建成红色乡邻·陈家段先锋
站，设置村民议事厅等功能室。张雪燕告诉记者，从

“我来建”到“我来管”，陈塘村无论是 70多岁的老党
员，还是年轻的“后浪”，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越来越
强，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也越来越高。

“开展生态美、环境美、人文美、管护水平高（‘三
美一高’）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示范建设，是江苏省

‘十四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中的
明确要求。”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社会事业处处长孟德
富介绍，“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参与长效管护，是提升
管护水平的内在动力。”对于引导村民“自治”，江苏
各地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不仅发动群众打好村庄清
洁行动季节战役，2022 年，累计清除农村生活垃圾

760余万吨，清理村内河塘沟渠、排水沟26万余处；还
通过村民参与议事等形式，在全省范围内推动建成
3000 余个村内道路等村级公益事业项目；持续推进
乡村绿化美化亮化，开展“万千妇女争创美丽庭院”
活动。

“无论是党员先锋带动村民自治，还是农村工匠
组建管护队，要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推动农民积极参
与到乡村的兴建共享共治中来。”南京农业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于水表示，可以从“强化农民
社区认同”“提升农民参与组织化程度”“提升农民参
与和决策的话语权”这三个方面，激发农民成为农村
环境治理可以依托的主体力量，让农民成为农村环
境治理可持续的源泉。

节本能否增效

打听到常熟市尚湖镇新向村的工匠朱根元组织
村民成立村级管护队，能给村里省下不少开支，常熟
市辛庄镇潭荡村党支部书记朱芳赶紧将朱根元请来
做指导。

通过朱根元的设计，村民将不用的旧瓦罐变成
盆景，废弃的瓦片垒起围墙，木头桩子圈起了一个个
小菜园，就连碎砖碎石也成了村口停车场里能渗水
的“地板”……通过“废物利用”，初步预估可以为潭
荡村省下20来万元的材料费。

人居环境的持续管护工作，资金始终是绕不开
的关键。从村庄道路清洁到村里垃圾清运，再到村
里绿化美化亮化……各种管护费用让朱芳倍感压
力，在她看来，“省钱”是在农村搞建设亘古不变的
主题。

据了解，2022年，财政部对农村环境整治这一重
点民生保障领域的支出，同比增长13.8%。而在江苏
省内，2018年以来，省级财政共安排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类资金近400亿元。如此大力度的财政支出下，资
金的缺口为何仍频频出现？

江苏省为使乡村长洁久美，建立了多重资金保障
机制。即按每个村8万元对村庄环境管护进行补助，
又通过“红黑榜”评价机制“以奖代补”承担一部分管护
费用。以在苏南地区收入处于中档水平的潭荡村为
例，每年村集体收入700万元左右，每年环境管护的费
用就有近140万元，占村集体收入的20%。

而收入接近的谢埭荡村，去年一年不仅负担了
100 万元的管护费用，还要为苗木、大件垃圾这些无
法集中处理的垃圾支付约 160 万元的清理费。如此
看来，尽管村庄建设费用已由政府承担，管护费用仍
然带给村集体不小的压力。

怎样解决管护费用？潭荡村最先想到的是“收
管理费”。很快朱芳发现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村民
收费多是‘按人头’收取垃圾处理费，也就是说只要
交了‘人头费’，产生多少垃圾就没上限了，反而会导
致村里垃圾量有增无减，增加垃圾清运的费用。”朱
芳说。于是调动大家共同参与、降低成本就成了更
可行的方案。

“现在村民都陆续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来，第
三方保洁公司工作量没有原来的多了，成本可以降
下来。”朱芳算了一笔账，“房前屋后的清扫工作村民
自己就可以完成，这部分的保洁费用可以省下来。
垃圾分类村民现在做的也很标准，垃圾减量了，清运
费用又可以省下一部分。”朱芳告诉记者，村里在与
保洁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工作内容和范围都清晰明
确，这给降低成本提供了操作空间。

常熟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宏表示：“常熟市不
少村子的长效管护费用都有压降的空间，关键是要
有制度、有措施、有抓手去推动落实。目前，常熟一
方面严格规范市场化保洁，另一方面鼓励以村庄劳
务合作社、村民个人等多种方式参与村庄保洁工
作。”在他看来，压降费用的同时，也可以防止村里的
管护工作对外“一包了之”，激励村干部与村民参与
到人居环境的整治中。

比如古里镇坞坵村对保洁费用进行严格管控，
定保洁人数、定工作量；辛庄镇桃园村则通过实施垃
圾分类、源头减量的方式，压降垃圾清运费用；古里
镇下甲村、陈塘村则用小菜园代替村内绿化带，降低
了绿化费用……

“管护费用压降是减少管护负担、提高管护效率
的手段，不是目的。”陈宏表示，常熟始终通过积分榜
和“红黑榜”的评比制度，做到环境检查评比不松懈，
从而保证人居环境的管护质量。

“多数地方还是‘以奖代补’解决费用，决不能为
压降费用而压降，而是优化管理费用的支出，将不必
要的费用省去。”苏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社会事业处
处长张强强调。

记者采访时，正好赶上陈塘村2月份的“长效管理
考核积分榜”出炉，村民在榜前讨论着，有谁连续得到
几次满分，又有谁这次因为什么扣分，甚是热闹。

张雪燕告诉记者：“村民认真核对考核分数，是
因为真的有奖励呢！”原来，陈塘村将村庄环境长效
管理纳入“星级文明户”考核评比，将从付给保洁公
司省下来的6万元村庄保洁费中提取出来，作为奖励
资金，激励村民落实包干责任。

“常熟市通过压降管护成本，缓解了管护资金的
部分压力，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可借鉴的方法。”于
水表示，压降管护成本在村集体经济不发达、财政补
贴没那么充裕的地方显得更为必要。“除了压降成
本，经济薄弱的村庄还可以建立村集体经济带动、乡
贤协助、政府项目支持的多维资金支持模式，缓解管
护资金紧张的困境。”于水说。

在常熟市压降成本解决资金难的同时，全国范
围内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对付费机制进行试点探索。

“在经济较好的地区，对农村人居环境管护的收费机
制进行探索仍有必要。”于水说。他认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等文
件都提到要建立合理的收费制度，在发达国家和国
内的一些试点中，都有不少施行合理付费制度的成
功案例。通过调研，于水发现，通过村民参与、梯度
收费等方式制定合理付费制度，可以激发群众对环
境的保护意识、促进环境持续美。

常熟市古里镇陈塘村老党员组成的村庄清洁队正在清洁环境。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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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14万个
村庄经“绿化美化”后
焕然一新。这些村落
镶嵌于广袤大地，承载
起亿万农民的幸福生
活。如何解决基础设
施管护难题？如何利
用 数 字 化 拓 宽 管 理
面 ？ 如 何 在“ 管 ”与

“放”之间找到平衡？
这些问题直接关乎乡
村能否“美得长久”“美
得科学”。

美
丽
乡
村
，
怎
么
美
得
长
久
？

常熟市海虞镇河口村唐家巷干净整洁有序的村庄风貌。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