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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房永壮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吉林长春  130103）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且指出乡村振兴，

人居环境是基础。这是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

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提出来的，

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重要抓手。然而长春市乡村人居环境改善还

面临许多问题，应该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农民主体的鲜明导向，

遵循乡村建设规律，突出乡村建设特点及文化传承，以更加扎实有力有

效的行动，拉开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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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春市地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 
1.建设主体单一，财政负担过重。 
在人居环境建设中应该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既有政府的统一规划，高位统筹，又有村集体的统一
意志，农民的个人力量。而现实是由于长春市地区农村经济基础
薄弱，造成农民主体地位常常缺位，再加上许多农民的生活重心
迁移，空心化现象减少了人居环境建设的力量。几乎把所有的担
子都压在了政府肩上，政府是主导或者说是唯一主体，难以覆盖
农村各项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同时也造成政府财政负担过重，
以致于在建设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 根本都来源于此。 

2. 农村垃圾积攒量大，污染环境，产业化低。 
长春市地区乡村垃圾处理目前实行的是“村收集、镇转运、

县（市）处理”的清理模式，由于成本限制不能日日清理，造成
农村垃圾积攒量大对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农民环保意识薄弱。由
于受长期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环境卫生意识、保护意
识薄弱，日常管理措施不强，垃圾随手随处乱扔。二是垃圾产量
大,治理任务重。一个镇垃圾月产量约为 600 吨，年产量约为 7200
吨。一些固体废弃物在风力、水流等外力的作用下汇入河流污染
水源，危害健康，其中固体废物中所含的有毒物质和病原体,可
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疾病。三是农村垃圾清理资金不足。虽然市、
镇两级在垃圾处理上的资金投入在逐年增加，但随着有偿服务成
本不断提高，政府投入的经费远远不能支撑垃圾处理庞大的运行
维护费用。四是垃圾产业化程度低。垃圾处理体系分成源头、中
间和末端，是一个完整处理产业链，原则上必须遵循"源头减量、
物质利用、能量转化、填埋处置"的优先顺序，现实情况是由于
乡村没有对垃圾进行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大量可利用资源白白
被浪费掉。 

3. 黑臭水体污染严重，基础设施与科技力量薄弱，治标不
治本。 

一是生活陋习导致水体污染。因为村民习惯将垃圾掷于门前
排水沟中，利用夏季排水沟中的水流将生活垃圾冲走。村民家饲
养的各种家禽排放的粪便没有专门的地方堆积，随意堆放、抛洒
的现象较为普遍，一旦堆积时间过长，蚊蝇滋生、臭气熏天，严
重影响周边百姓的生活。更严重的是粪便经长期堆积以及雨水冲
刷产生的脏水渗入地表也会对周围的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形成
了“垃圾围村”、“粪便围村”的现象，其对河流的污染程度不亚
于企业排放。二是企业污水直排导致河道污染。许多食品加工厂
大多把厂房建设在河道附近，污水直排臭气熏天导致每天要关上
门窗才能睡觉，水呈黑色，只有冬天结冰时臭味才较轻。污水处
理设备一旦启动，不仅耗电量高、噪音大，而且需要定期更换处
理设施中的净化剂，而工厂利润有限，导致生产成本提高，为了
能够维持经营，就弃用了净化设备。三是废弃物科学利用不充分。
本来养殖场产生的粪便，部分可提供给蔬菜大棚作为肥料，但因
粪便未做相关分离处理，粪便中存在的大肠杆菌等有害物质会对
蔬菜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而弃用粪便又会使其含有的大量有机
物及氮、磷、钾等营养物质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造成经济效益的
下滑及资源的浪费。四是废弃物运输，高成本重污染。鲜粪清运
车大多是临时改装的农用车，距处理中心较远，加之道路凹凸不
平，耗费油量较多，造成运输成本较大。由于缺少政府等相关部

门的政策、资金支持，养殖户对于高昂的运输费用苦不堪言。 
4. “厕所革命”自身复杂性决定了环节多、问题多、意见

多。 
一是部分农户存在畏难情绪。长春市乡村历史上长期使用旱

厕，祖祖辈辈的如厕习惯造成主观上不愿改变。冲水式厕所会产
生额外的水费，农民花钱一向节俭，上厕所还要交钱是一件不愿
接受的事情，更有一些贫困户家里还没有接通自来水，因此有一
部分村民不愿意改造厕所。二是原有建筑格局没有预留空间。许
多农户家中没有预先留有室内厕所的空间，或是有独立空间但要
破土刨墙，大多数村民怕麻烦，不想改造。三是高科技较难掌握
有畏难情绪。由于微生物一体化处理设备是创新型科技产品，其
使用原理、过程维护、后期保养、注意事项等都需要具备一定的
专业知识，多数农户对接受新知识存在畏难情绪。四是设备维护
成本较高。厕所在正常使用中要不断投入生物菌，生物菌在不使
用的情况下只能存活 7 天，放置期间过长生物菌存活时间就会大
大缩减室内厕所的使用，如若不能及时发现并向内投放有效的生
物菌，便会导致粪便无法分解，设备阻塞。五是缺乏系统有效的
监管服务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及服务，部分企业在安装之初
就存在设备本身质量不合格、安装工艺不达标的问题，导致部分
农户由于反复维修需要人力物力不愿使用。 

二、积极探索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方法，让农村环境好起
来美起来。 

1.大力扩展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党政主导，社会共治，
重点激发村民主体内生动力。 

多元主体带来多元资金、多元模式与活力。社会组织发育越
成熟的乡村，经济发展越快，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乡村人居
环境治理所需的资金，还能够调解乡村利益纠葛，补充乡村治理
力量的不足。同时，政策在多元主体的交互过程中还可以涌现出
全新的执行模式，从而进一步激励基层政府和村民探索出超越政
策设计初衷预期的治理机制， 有效地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增
强治理成效。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第三方力量，其特点是主体
本身主要就是农民，活动范围主要就在农村，目标是追求农村经
济活动效率和农民社会福利，他们更熟悉农民的需求，比私人部
门更具有社会使命感，比政府部门更具有针对性。 

2.垃圾分类是聚力破解乡村垃圾问题的 佳途径 
垃圾资源化是解决乡村垃圾的 佳途径，通过强化垃圾分类

减量，注重源头治理。垃圾分类减量是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垃
圾处理运行成本的重要环节，对垃圾处理工作成效具有决定性作
用。按照垃圾处理“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的要求，政府要
在各村投放垃圾桶，各户免费发放可降解的垃圾袋，但是根据中
国国情大可不必像国外一样将垃圾分类分的很细，可将垃圾桶分
为四种颜色，蓝、绿、黄、黑四色。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装
植物垃圾，黄色装果皮、食物垃圾，黑色装建筑垃圾。植物、果
皮、食物垃圾可运送到堆肥场利用搅碎机搅碎后进行堆肥处理，
建筑垃圾可用于铺垫坑洼路段。对垃圾进行综合利用，不仅大大
减少农村垃圾量，同时也节省了垃圾运输费用。政府应进行宏观
调控提高废纸、塑料瓶、易拉罐等废品的回收价格，使村民能够
自发储存、收集废品进而卖给回收站，不可回收和不易降解的惰
性无机物和有毒有害垃圾经乡镇中转后统一运送至就近的垃圾
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3. 依靠基础设施改善及粪污的产业化彻底解决黑臭水体问
题 
一是针对污水集中处理必须建设地下管网。黑臭在水里，关键在
排口，核心在管网。对各类排水口调查、改造、检查并进行检测、
评估，强化对排水管网及检查井的各类结构性缺陷的修复和混接
点的治理，杜绝地下水、水体水等外来水进入排水系统。二是推
行标准化设施改造，建设无害化沟池。大力推行标准化清洁生产，
全面推行粪污处理基础设施标准化改造。场内修建沟池，实行粪
污的分离处理，粪便制造有机肥、污水制造液体肥料及时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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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养殖场外修建围墙，使生产生活区全面
隔离，防止粪污气味的扩散。对于散养型养殖场，政府及相关部
门出资 40%每天定时收集，统一运送到镇内无害化沟池，同时对
堆放场所实现地面水泥硬化并加强管理和维护，防止畜禽废弃物
溢流、渗漏、雨水淋失、恶臭气味等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
害。三是推进社会化服务进程，构建粪肥合作社。改变以往向外
运输粪污的模式，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政策激励下，鼓励村民集
体开展粪肥合作社，做到乡镇间畜禽粪污处理的良性循环。养殖
场将粪污利用无害化沟池做基本处理后，用专门设立的运输车将
分离后的干粪、污水运送到镇内的粪肥合作社，合作社进一步运
用厌氧处理等工序将粪便制成可直接利用的有机肥产品。将污水
制成可直接灌溉农田的液体肥料，运输到附近的蔬菜大棚直接被
利用。如此一来，即节省了养殖户的运输成本，防止了长途运输
由于道路不平造成粪污泄漏带来的生 环境二次污染，也为百姓
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在改善生 环境的同时也为人民群众走上致
富道路打下基础。 

4.以“厕所革命”为龙头，织“一张网”，管万千事。 
一是长春市地区提高冬季室内温度是农村旱厕改造的关键。

采取户厕防冻措施，对于户厕上水上冻的问题，首先可以通过安
装自来水防冻管的方式来解决，费用大概在 400 元左右，可由政
府适当补贴且农户自愿承担剩余费用，此方法价格合理农户易接
受；其次可以依照美丽乡村建设相关制度，给每家每户安装太阳
能板，此法既能使房屋内温度升高，又能提升健康卫生水平，但
安装费用较高在 3000 元左右。二是加强农户水循环利用意识是
农村旱厕改造的重点。首先政府可采用给每户旱厕改造的家庭分
发蓄水桶的方式，鼓励村民将生活用水积攒起来用于冲厕，并发
放家庭循环用水使用手册，让村民学会如何节约用水、变废为宝。
其次，政府也可协调村委会为旱厕改造的家庭给予一定的水费优

惠，解决旱厕改造的后顾之忧。三是农村旱厕改造应遵循“三分
建设，七分管理”的方式。首先，政府应配备齐全后续保障服务。
为确保改造后的户厕长期管用,相关政府部门应把户厕使用注意
事项印制成宣传手册，发放到村民手中，指导村民正确使用户厕，
避免出现管道堵塞等情况，并留用专门维修人员电话指导村民维
修，也可设置几个月为期，规定专门维修人员进村维修一次。其
次,还可以拿出经营农业合作社的部分收入，建立专门账户，定
期维护和清掏粪污处理系统，确保改造后的户厕长期管用。据测
算，改厕的投入产出比为 1:5.3，经济和社会效益非常显著，干
净卫生的厕所提高了民众健康水平，也节约了医疗支出，减轻了
社会医疗负担。农村改厕与沼气池建设、改厨、改圈相结合，可
以实现粪便、秸秆、有机垃圾等农村主要废弃物的无害化综合处
理、资源化利用，有效降低对土壤和水源的污染同时美化了乡村。
现在非常期待科技对“厕所革命”带来进步，一项无水冲干封式
厕所特别适用于长春市农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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