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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LUOHE 11漯河

垃圾围村 别样“乡愁”
编者按：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
时，绿水人家绕”，诗词歌赋中的
乡村，是如此美好与纯净。然
而，随着城镇化进城的发展，垃
圾成灾、污水横流成为不少乡村
环境的缩影。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
约有6.5亿常住人口，年产生生活
垃圾约1.1亿吨，其中有0.7亿吨未
做任何处理。我们无法想象，“垃
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家里现
代化、屋外脏乱差”的乡村，如
何承载得了浓浓的乡愁？

农村垃圾像美丽碧玉上的一
块疤痕，影响了漯河形象，恶化
了居住环境。本报从今日起推出
系列报道，记者深入我市村镇，
直击农村垃圾问题的现状，探讨
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元良 王海防
见习记者 杨 淇

市民

关注“农村垃圾治理”系列报道①

如今，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
高，但农村的环境卫生问题依然令人担忧。只
要到农村走一走，就不难发现一堆又一堆散发
着异味的生活垃圾堆积在路边、村头、田边、
坑塘里。这些垃圾日积月累，越堆越多，造成
的垃圾围村现象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网友“云游四野”是一位在外创业的农
村青年。经过数年的打拼，如今小有成就。

“前些年只顾在外打拼，如今想家了，就回去
看看。”他说。于是，今年春节，他带着家人
回到了漯河老家。

下了火车出了站，堂哥开着一辆新车接
他回家。堂哥告诉他，这辆车是自己刚刚买
的。“咱村里有不少人都买了车。”堂哥说。

家离市区不远，20 多分钟就到了村口。
“云游四野”发现，村里又修了一条水泥路，
小车竟然直接开到了家门口。他看到，村里
四邻又添了几处小洋楼，而且一些村民家门
口都停着一辆小轿车。

不仅如此，春节期间，“云游四野”串门
时发现，家家都添了新电器、新家具。男孩
女孩穿着时髦，有时尚小青年还染了彩色的
头发。“几年没回家乡，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
裕了，穿着打扮越时尚了。”他感叹道。

闲暇之余，“云游四野”在村里四下转
转，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村头有一个废弃的
坑塘，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那里玩耍。
那时，坑塘里还有水，过了几年干涸了，村
民开始往坑塘里倒垃圾，而且越倒越多。

“回来一看，那个坑塘里依然堆着垃
圾。”“云游四野”说。后来，他又去村边上
的一条小河沟看看，里面一潭死水，水面上
被各种垃圾所覆盖，散发着恶臭。“回去猛一
看，村子变化不小。但仔细一看，到处是生
活垃圾，一刮风，塑料袋就乱飞。”“云游四
野”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要说亲近自
然，连多住几天都需要勇气。

记忆中的家乡虽然没有如诗如画的美
景，但也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村庄，如今的
情景却让他有些失望，更有些担心。“别说我
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
们的乡愁该何处安放？”“云游四野”感慨道。

“只有环境改善了，生活环境好了，农
村才更适合居住。”这位网友说。如今，农村
教育、出行、医疗等问题都在逐步解决，农
村环境治理也是一项重要民生工程，也需要
逐步解决。在这位网友看来，农村的发展，
不仅要修路、建房，还要提高村民的生活质
量，最重要的是改善村民的环境质量。

被垃圾污染了的“乡愁”

网友“云游四野”的感慨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在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的同时，人
们的生活质量如何，这与卫生环境有着莫
大的联系。连日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
农村许多地方都被垃圾所包围，而且不是
一处两处。那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
发”的现象依然不少。

3月9日，记者驾车向北出市区，沿龙
江路东行，并拐入李漯路，一路上不时能
看到堆积在路边的垃圾和随风飘来挂在路
边杂草上的塑料袋。

在行进了大约两公里后，在道路东
侧，记者看到了一个硕大的坑塘。靠近坑
塘边，坡沿上的垃圾映入记者的眼帘。各
色的塑料袋，剩饭剩菜，瓜果皮塑料袋等
散布坡上，甚至还有烧过的秸秆。在这个
大坑塘的北侧，有一条 500 米左右长的水
泥路，水泥路旁有一些村民的住宅。

在坑塘东头，有几位村民在一起闲
聊。当记者问起这个坑塘的形成时间时，
一位村民说：“这是多少年的老坑了，谁也
不知道。”关于坑里的垃圾，大家都说很早
之前就往这里倒垃圾。“没办法，不往这到

往哪倒？”村民反问记者。大家都说，这离
垃圾箱远，如果往垃圾箱倒还要穿过公路。

在大坑塘边居住的村民应先生告诉记
者，附近村民都把垃圾倒在这个坑塘坡沿
上。对此，应先生和家人也很无奈，“都倒
习惯了。都是一个村的，不好说。”

其实，这几位村民都在坑塘沿边居
住，他们告诉记者，谁都不愿意自家门口
有一堆垃圾，本来心情很好，一出门看到
这么一堆垃圾心情就变得很糟糕。孟女士
告诉记者，一次，这里垃圾堆得实在太多
了，就有人放火想把垃圾烧掉，但最终垃
圾没烧多少，却把旁边的树给烧死了。

交谈中，这几位村民均表示，看到有
人往这里倒垃圾也会制止，但大家都是一
个村的，怕伤了和气，最后也就放任不管
了。再说了，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很长时
间，一时半会改不了。

“其实，大家都不想把垃圾倒这里，
破坏环境不说，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害处。”
一位村民还表示，如果没有了这些垃圾，
大家都希望可以一起在坑塘边种些花花草
草，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家门口就是垃圾堆

通过调查发现，在一些村庄，那些无人
管理的坑塘、水沟，往往成为藏污纳垢之
地。“倒在街面上影响村容，倒在家门口不好
看，倒在这里就没人管。”一位村民说。

3 月 13 日，记者在临颍县皇帝庙乡王老
庄村发现，街道上比较干净，一些村民在路
口打牌聊天。记者继续深入村庄，便看到一
个废弃的坑塘。这个坑塘已经干枯，北临进
村的道路，东西南三个方向被村民住宅围
着。其中，有一户村民住宅的大门正对着
垃圾坑，直线距离不到 5 米。虽然还未到夏
季，但坑塘里散发出来的臭味大老远就能闻
到。

离开这个垃圾坑，记者出村时询问了那
几位打牌聊天的村民：“坑里倒那么多垃圾，
没有垃圾箱吗？”“说是要配，还没弄回来
哩。”村民纷纷回答。现在倒垃圾，没垃圾
箱，只好往坑里倒，没地方倒。

“年前村里也说这事了，放垃圾箱的地
方都找好了。”一位村民说。现在就等着垃圾
箱到位了。目前，村里只有坑塘，倒在地上
影响村容，倒在废弃的坑里还好一些。

“要是垃圾箱运过来，环境卫生肯定要
好些。”村民们打包票说。

采访中，不少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村民
的环保意识通过这几年的教育普及提高不
少，但是缺少了硬件，光说要爱护环境，不
乱倒垃圾，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有村民指了
指身旁一块整洁的地坪告诉记者，原来这也
是一个大坑，以前也有人往这里面倒垃圾。
但是村里将这个大坑填平后，村民们再也不
往这块地方倒垃圾了。“这里要建个广场
哩！”有村民接过话茬说。

村民说的情况记者在个别村采访也有所
验证。因为无人管理，硬件设施跟不上，废
弃的坑塘和暂时不用的空地，就成了农村垃
圾的堆放点。

村里乱倒垃圾，村外的情况也不乐观。
垃圾向农村田间地头转移的现象也愈演愈
烈。3 月 20 日上午，记者沿龙江路驱车向
西。在高铁以西的田间，发现了一堆堆垃
圾。“看看，这些塑料泡沫是几天前刚倒
的。”一位村民指着干枯的水沟里倾倒的一堆
从简易板房夹层中拆除的塑料泡沫说。记者
发现，有些碎泡沫已经随风吹到了四处的田
野里，白色的塑料垃圾与绿油油的麦田形成
了很强的反差。

坑塘成了最大垃圾场

由于疏于管理，农村田间地头成了村民
偷倒垃圾的场所。

村旁的河堤、坑塘成了垃圾场。

↑ 垃 圾
堆到了家门
口。

→ 垃 圾
堆离村民家
近在咫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