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十四五”期间，各地在

推进农村改厕过程中，

要注重同农村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

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

调。有关部门和地区

将持续开展干旱、寒冷

地区适用技术研究和

试点示范。

近年来，农村“厕所

革命”取得积极进

展。截至 2020 年

底，全国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达68%以

上，累计改造农村户

厕4000多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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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黄田街道

聚焦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城市

发展理念，抢抓建设“温州北站高铁新城”和

打造“县城主中心重要窗口”的战略机遇，以

高铁新城千亿级平台为支撑，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精心谋划重点项目，助推新

兴产业迅速集聚、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未

来社区”打造进入新赛道。

蓝图绘就，谋定快上。该街道聚焦县委

大干“五三一”战略部署，抓住县域主中心

“重要窗口”期，奋力提速“高铁新城”建设。

2021年，该街道第一件大事就是强势推进

“高铁新城”首期2个重大项目，全面打响新

一轮建设攻坚战。

借建设高铁新城之势
全力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原动力

6版

□ 侯雪静

正值暑期，无论是乡村旅游还是卫生

防疫，都要求加快推进农村改厕工作，让群

众更方便，让环境更宜人，让生态更优美。

厕所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尺。从新中

国成立之初仅是解决“方便”问题，到20世

纪80年代的初级卫生保健、90年代的卫生

城市创建，再到如今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厕所映射着社会进步。

厕所事关乡村文明树新风。农村改

厕，常常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污水治

理、乡风文明提升等“打包”实现，不仅仅带

来文明习惯的改变，也带来健康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进而转化为经济效益，迸

发出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农村厕所革命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正

视问题。当前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5%以上，但在有的地

区，因为模式不适应，建了没法用；有的因

为缺乏管护机制，锁上不让用；有的因为质

量不高，建了不耐用。

这些问题的背后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的影子——没有考虑本地的经济社会

发展程度和承受能力，盲目拔高标准；推

进方式简单化，搞一刀切，缺乏后续管护；

没有考虑群众意愿和需求，盲目下指标、

定任务……

补上农村厕所这块民生短板，需发挥

群众主体作用，掌握群众意愿，满足群众需

求，既不能贪大求洋，也不能降低标准，要

因地制宜，尊重规律。

具体来说，就是要注重同农村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

相协调，坚持宜水则水、宜旱则旱，选择

简单实用、成本适中、技术成熟、群众乐

于接受的改厕模式，建立健全长效管护

机制。补齐农村厕所这块民生短板，提

升群众幸福感。

□ 于文静 白田田 许晋豫 杨 静

小厕所，大民生。近年来，农村

厕所革命在各地持续推进，目前情况

如何？农民群众有何期盼？下一步

如何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新华社

记者近日深入湖南、宁夏、云南等地

乡村，就上述情况进行采访。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68%
地上挖个坑、上盖两块板，臭气

熏天，蚊虫滋生……这是过去很多农

村地区旱厕的真实情况。近年来，这

件关于“方便”的事情，在很多地方真

正方便起来了。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洪市镇余

田村，村民李桂芝家的新厕所去

年 10 月建成并开始使用，“三格

式”的化粪池即使在夏天也很少闻

到异味。

“刚开始听说要改厕还嫌麻烦，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李桂芝说，附

近几户邻居也跟着“通了思想”，把原

来敞口的老式化粪池改掉，由政府补

贴资金，自己只需投工投劳。

如今，农村厕所建设进一步完

善。在湖南衡阳市珠晖区等地，“三

格式”化粪池旁边种植了水生植物，

形成小型人工湿地，使污水达到排放

标准；有的还以村组为单位建立了集

中式污水处理系统。

数千里外的宁夏西海固地区，

由于干旱缺水、冬季寒冷，改厕难度

不小。近年来，随着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提升，农村改厕中的水问题基

本解决。

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城关镇咀

头村，记者看到村里不仅建设了新厕

所，配备化粪池、马桶、电暖气，而且

进行了污水管网改造。从2018年开

始，隆德县共改厕近2万户，卫生厕

所普及率达到79%。

“以前家家户户旱厕建在家门

口，现在新厕所干净卫生，方便又省

心。”村民刘万军说。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自

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

开展以来，各地农村“厕所革命”取

得积极进展，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68%以上，每年提高约5个

百分点，累计改造农村户厕4000多

万户。

机制创新破解建管难题

民生“小事”，但办起来难度不

小。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大、农户

居住分散、有的技术不成熟等因素，

近年来一些地方改厕出现质量不过

关、管护不到位等问题。

对此，各地在建管机制等方面积

极进行创新和探索。

在湖南，实施“首厕过关制”，即

各乡镇改造或新建的第一个厕所，选

址、安装、调试、验收、管护等各环节

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合格后才能全面

推开。所有厕所改造的流程和质量

标准，均比照“首厕”进行。

“第三方机构对改厕项目进行

全程监理。”株洲市渌口区农业农村

局局长周铁刚说，每个乡镇的“首

厕”建成时，组织周边群众现场参

观，让群众看到效果，从“要我改”变

为“我要改”。

三分建、七分管。一家一户分散

式厕所的管护是“老大难”问题。宁

夏多个县市区探索一体化建设和运

营维护，建立“互联网＋智慧运维”服

务平台，农户通过手机客户端、打电

话等就能预约粪污清理、设备维修等

服务。

在云南省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

处，柳树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周恩华

说，村里除了改造了210座旱厕外，

还新建了2座公厕、修缮了2座公厕，

每座公厕都安排一名管护员。

“虽然目前管理效果比较好，但

后续化粪池清理等工作依然需要重

视，希望有关部门加大投入，以便能

及时清理，并尽快开展雨污分流项

目。”他说。

强化问题反映和督促整改

农村改厕提升了群众获得感，改

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下一步如何深入

推进？

近日，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农

村厕所革命现场会提出，要把农村厕

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切

实抓好。要坚持改厕与保障供水和

污水处理同步推进，要因地制宜探索

适宜方式和技术，试验成熟后再推

广，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全

面加强组织领导，转变工作作风，抓

好问题摸排整改。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各地在推

进农村改厕过程中，要注重同农村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文化和风

土人情相协调。坚持宜水则水、宜旱

则旱，选择简单实用、成本适中、技术

成熟、群众乐于接受的改厕模式，建立

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有关部门和地区

将持续开展干旱、寒冷地区适用技术

研究和试点示范。

同时，各地要建立健全问题反映

和督促整改机制。有关部门依法开

展改厕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定期组织

第三方对标准规范执行情况进行抽

查，结果将进行通报。

□ 高 敬

正值伏天，村民李孟月家院子里

的菜园，绿意盎然，看着清凉养眼。

谁能想到，这里之前是他家用了

20年的老旱厕呢！

62岁的李孟月家住山东聊城市

东昌府区堂邑镇教场李村。2000

年，教场李村200多户村民集体搬

迁，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带院子的两层

小楼。然而，由于没有污水处理设

施，楼里的卫生间成了摆设，村民们

只能在院子里盖上旱厕。

去年，当地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对村里的污水管道进行改造，让

楼里的卫生间连上了“厕所革命”配

备给旱厕的三格式化粪池；同时启动

污水处置设施的建设。

闲置了20年的卫生间，终于能

用了！李孟月把旱厕扒了，还掘地3

米换土，今年开春种起菜来。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厕所

革命”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

要一环。

近年来，农村“厕所革命”取得积

极进展。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8%以上，累计改

造农村户厕4000多万户。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

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系统推进，不光村民自己家里更加干

净卫生，农民的生活更加便利了，村

里的村容村貌也在发生变化。

走进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江村，

一排排藏式民居整齐排列，道路宽

阔，乡村环境干净整洁。

“以前村里禽畜粪便多、苍蝇多、

垃圾也多。现在，村里垃圾有专门的

收集地，村里干净整洁了，我们也更

加爱惜村里的卫生环境了。”江村村

民琼巴珠说。

各地将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

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等作为重要的

民生工程扎实推进，“污水靠蒸发、垃

圾靠风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目

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不断

提高，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

行政村比例超过90%。

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村生态环境

面临的另一个顽疾。近几年，各地下

功夫整治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探索有

机肥替代化肥，高效低风险农药替代

化学农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

一体化等技术，推进绿色防控……

盛夏时节，内蒙古河套大地麦浪

滚动，76万亩小麦喜获丰收。

“今年我种了237亩小麦，麦穗

大、籽粒饱、产量高。”村民吴二海指

着麦垄介绍说，“每亩小麦化肥用

量减少 15 斤左右、农药用量减少

30%左右、耗水量减少30%以上，产

量比过去增加8%以上，增收幅度超

过8%。”

不少农民发现，化肥农药的用量

少了，但农产品却比原来“大水大肥”

种出来的品质更好，更受市场欢迎，

自家的收入也提高了。

农业生产正在变得更绿色。

2020年，全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

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和农药利用率

分别达到40.2%、40.6%，较2015年分

别提高了5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全

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6.72%，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地膜

覆盖面积和使用量实现了负增长，农

膜回收率达到80%，重点地区“白色

污染”得到有效防控。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

部将指导全国加快推进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优先解决长江经济带、黄河

流域等国家重点战略发展区域的突

出问题，促进水土环境质量改善。

“方便”的事情如何真正方便
——来自一线的农村改厕调查

农村环境整治让乡村更美农业更“绿”

暑期加速改厕
补齐民生短板

盐碱地盐碱地上的上的““熊猫电站熊猫电站””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杜庄乡土井村的大同熊猫电站是以熊猫为造型的光伏电站。该电站建设在1851亩盐碱地上，年发电量达8000万千瓦

时。图为8月3日拍摄的“熊猫电站”。 新华社记者 曹 阳 摄

夏日高夏日高原牧场景色浓原牧场景色浓
夏日时节，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沁县当洛乡的草原生机勃勃，牛羊、帐

篷点缀其间，牧歌回荡在高原牧场。

近年来，玛沁县通过落实草畜平衡制

度，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采取禁牧封

育、轮牧休牧等多种措施，形成生态保护

和畜牧业生产的良性发展。图为 8 月 3

日，在玛沁县当洛乡贡龙村的夏季草场

上，牧民准备挤牛奶。

新华社记者 张 龙 摄

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全国加快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促进水土环境质量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