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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沧州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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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沧州  061001）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是推动沧州农村实现城市化、现代化、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

为此，沧州市政府根据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对农村的人居环境的治

理做出了实施方案，有效的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本文在对沧州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措施做出了分析与论

述，对沧州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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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政府的支持、在各级乡镇政

府和农民的共同努力下，农村的经济、文化、人文素养等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农村在物质生活、精神生
活和人居环境等与城市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农村人居环境
的差距尤为突出。积极借鉴其他省市的农村人居环境的治
理经验，勇于实践和创新，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方法、
巩固提升治理成果是一项迫切任务。 

1  沧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现状 

经过两年来对沧州人居环境的治理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仍然存在几点问题： 

（1）村边和公路边的垃圾还没有彻底清除，户内外垃
圾也有随处丟放的现象，村中的沟壑内，小巷里有积存的
垃圾等现象。 

（2）污水处理不到位，污水处理设备缺乏。 
（3）村庄的街道狭窄，道路不平坦，水泥路没有全方

面覆盖。 
（4）农作物秸秆和柴草还有存放不得当的问题。 
（5）厕所改造不彻底，效果不理想。 
（6）村民的环保意识还有待加强。 

2  沧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计划 

沧州市在2018年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乡村振兴实施战略，把垃圾处理、厕所改造、村容村
貌提升和污水治理作为重点。 

2.1  治理内容 
2.1.1  垃圾的治理 
杂物的全方位清除，倒塌房屋和庭院的清理和障碍物

的清除，不合法建筑的拆除，并配备农村清洁员和垃圾转
运站。对城区周边农村的垃圾采取集中填埋或焚烧的方
式；对边远乡村以乡镇为单位建设小型垃圾填埋场。 

2.1.2  厕所措施 
农村卫生厕所实现全覆盖，采用三格式和双瓮式两种

方式，解决厕所防冻、防臭、节水等问题。 
2.1.3  污水的治理 
对污水处理要采用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

等污水处理技术，有效管控农村生活污水。 
2.1.4  村庄绿化和美化 
在村边街道两侧、房前屋后、院子里和空闲宅基地上

栽种树木，做到村庄到处有绿色。 
2.2  治理目标 
2018年，所有县（市、区）行政区域垃圾处理率要达

到90%。 
2019年，清除村庄里长期积存在沟壑、池塘、马路边

的垃圾，清除房前屋后的杂物，地头的农业废弃物，破旧
的倒塌房屋，解决村庄 “脏、乱、差”问题。 

2020年，对农村户厕进行改造，建设配套的公厕，对
乡镇卫生院和农村中小学厕所进行改造；农村生活垃圾的
治理，实现“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垃圾处理模
式，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实现生活污水不出户、不出村；村容村貌整治，采取“五
清三建一改”和“四化”措施。聚焦七项任务，围绕重点
区域，捎带周边区域，提升治理质量和水平。在组织领导，
依靠政策支持，调动群众，实现人人参与的局面，坚决完
成三年行动的目标任务，实现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 

3  沧州人居环境治理的治理措施 

3.1  2019年沧州市人居环境治理措施 
3.1.1  五项行动 
村庄清洁方面，重点清理生活垃圾、塘沟垃圾、畜禽

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抓好“清、拆、建、管”，提升
村容村貌；开展“厕所革命”，将整村、整乡镇、全县域
厕所进行改造，并建立后续的长效机制；清理田园废弃物，
解决农田环境“脏、乱、差”的现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城镇污水管网向周边农村延伸覆盖，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实现有效管控。 

3.1.2  城乡环境卫生“攻坚月”“提升月” 
农民群众广泛参与、集中整治，实现了村庄的清洁，

解决影响农村环境的突出问题。 
（1）环境治理方面，治理沿高铁高速线路、大运河两

岸、白洋淀周边环境。主要清理破旧倒塌房屋、生活和建
筑垃圾，治理坑塘和臭水，整治广告标语和土地。造林绿
化方面，主要建设高铁高速沿线绿化带和景观林带，建设
绿色村庄和美丽田园，实现绿色经济。村容村貌提升，搞
好规划设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五清”方面。房前屋后、公共场地、道路和
河流沟渠两岸，大门口、马路口、村口和河口等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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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和院落内外的垃圾，对这些生活垃圾要日产日清；
有序堆放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农用物资等；利用农业
生产废弃物资源，清除破旧房屋和围墙，有效管控生活
污水，做到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建设小游园、小菜园、
小果园的“三建”工作，加大村庄绿化、硬化、美化、
亮化力度。加强宣传力度，完善村规民约，改变农民不
良生活习惯，杜绝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现象和不文
明行为。 

（3）对厕所进行改造。制定改厕模式，科学制订实
施方案，并开展农村厕所改造“回头看”，围绕突出和
发现的问题，全面落实大排查、大整改要求，做好粪污
无害化处理。到2019年度全市整村推进厕所改造村庄有
930个。 

（4）建设长效机制，建立专门队伍，制定管理工作
经费、管理制度和考核奖惩的制度。服从专业化公司的
监管，实现对垃圾处理一体化、污水管网一体化等，做
到严和细的日常管护。建立健全村环境保洁制度，推动
民建、民管、民享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村民规约，
增强农民主人翁意识，防止反弹。依靠群众，坚持“干
部带头、全民动手、互助共建”，推进“清、建、管、
改”一体化。 

3.2  2020年沧州市人居环境治理的措施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收官之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也
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0年收官之战既要全面
完成三年行动任务，又要巩固提升整治成果。为切实做好
2020年工作，沧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百乡镇联创、
千村示范”活动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改造厕所、
治理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和提升村容村貌为主要内
容。在全市选择不少于1000个村庄，通过集中连片打造，
创建村容村貌整洁有序、荒草清理常态彻底、垃圾污水管
控有力、厕所革命优质高效、“三区同建”率先挺进、长
效机制稳定运转、文明素质明显提高的示范村，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向纵深推进。 

为确保“百乡（镇）联创、千村示范”活动有力有

效开展，沧州市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把活动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

挂帅督战，乡镇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实行乡

镇领导分包示范村责任制，采用县直部门帮扶示范村工

作机制，将示范村创建作为乡镇党委、政府的考核内容，

在全市每季度对各乡镇进行大排名，表彰奖励先进，通

报批评落后，调动乡镇工作积极性，高质量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 

4  沧州人居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果 

4.1  生活垃圾处理成果 
2019年，在雄安新区及鹿泉区、晋州市、无极县、宽

城满族自治县、徐水区、涉县等试点县（市、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新增4000个村庄，累计9000个村庄实现生活污水治理，

15000个村庄生活污水完成管控；2020年沧州市有14个县

（市）的5450个村庄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实现全覆

盖，有77座乡镇垃圾转运站，有20.2万个分散式垃圾桶，

4212个集中收集点。 
4.2  污水处理成果 
2019年，全面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全面完成

农村生活污水管控机制的建设；2020年，全面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具备条件的村庄全部建成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厕所污水也得到全面治理，新增完成400个村庄、累

计实现1600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完成任务的28.4%。各县

（市、区）要加大工作力度，将傍水的农村水环境的治理纳

入河长制、湖长制管理，农村污水管控长效运行机制，增

加了2328个村庄，累计4028个村庄生活污水实现管控。 
4.3  厕所改造成果 
2019年有在计划完成146327座，目前已经有12083座

无害化厕所改造完成，完成目标的8%。2020年继续完成
2019年没有完成的任务。 

4.4  村容村貌成果 
2019年有66975亩完成绿化，村内油柏路完成37.8万

平方米，路灯5924盏，清理庭院81935个，精品院14624
个；2020年有512个市级示范村，594个县级示范村在开展

“百乡（镇）联创、千村示范”活动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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