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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 破解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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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

关注“农村垃圾治理”系列报道③

整 洁 的 村
街，白色的民宅
围墙，村民家门
前的花坛内，种
植着花草灌木。
这是记者近日在
郾城区孟庙镇何
庄 村 看 到 的 情
景。良好的环境
卫生，在于村民
的自觉维护，也
在于辛勤的环卫
工不懈努力，当
然，也离不开政
府的大力倡导。

3月18日早上7时许，郾城区孟
庙镇何庄村的魏桂花便出现在村文化
广场，她负责广场以及附近地段的垃
圾清扫。

魏桂花在全镇环卫工中的编号是
90 号，全村与她一起清扫卫生的还
有 3 位环卫工。“俺四个各有各的责
任区。”魏桂花告诉记者。每天上
午，三个多小时就能把责任区清扫一
遍，下午的时间可以用来保洁。

10 时许，魏桂花给关闯打了个
电话，告诉他村西头的垃圾箱已经满
了。关闯是孟庙镇的垃圾清运工，和
其他同事一起负责全镇的垃圾清运工
作。

20 多分钟后，垃圾清运工关闯
开着垃圾车来更换装满垃圾的垃圾
箱。他告诉记者，他刚去其他村庄清

运垃圾了，接到魏桂花的电话来到何
庄村。关闯在去年5月份开始承担垃
圾清运这份工作，每天在全镇范围内
来回清运垃圾。

关闯的小货车上拖着一个空垃圾
箱，只见他操纵设备，把空垃圾箱卸
在一旁，然后将那个装满垃圾的垃圾
箱拖上了车。更换好垃圾箱后，他会
把装满垃圾的垃圾箱运到垃圾处理中
心，然后再带着空的垃圾箱去换下一
个，来回往复。

关闯开车走后，村民杨胜利从家
里掂出一袋子垃圾倒在了刚刚换过的
空垃圾箱内。杨胜利告诉记者，十年
前，乱扔垃圾没人管，当时村里有几
个坑，村民都把垃圾倒坑里。三年
前，那些坑都被填上了，有的在上边
建了广场，有的修了路，现在垃圾都

不再乱倒了。村里有六七个垃圾箱，
这个垃圾箱离自己家只有几十米远，
现在家家户户的垃圾都提出来直接倒
入垃圾箱里。

专人清扫，村民定点投放，清运
工及时清运，三个步骤就将农村垃圾
问题解决了。看似简单的三个过程，
体现的却是村民的自觉性和政府对农
村环境卫生的重视程度。

去年，孟庙镇加大力度，整治全
镇的人居环境，还成立了孟庙镇环卫
公司，专门配备保洁员负责八条主干
道的环卫工作。全镇各村成立环卫队
伍，对村内进行日常保洁和垃圾入
箱，环卫公司负责垃圾清运、转运工
作。依托市环卫处建成并启用纬八路
垃圾中转站，垃圾实现了“村收集、
镇转运，市、区处理”。

一个村庄的清洁模式

孟庙镇何庄村的垃圾管理措施
只是我市开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
一个缩影。去年，我市以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为导向，深入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着力加强长效保洁机
制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

去年，我市建立了“市里引
导、县区主抓、部门支持、乡镇实
施、村里主动作为”的工作机制，
形成了政府引导、县乡主体、部门
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2015
年，市财政拿出 1000 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对农村环卫队伍建设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以奖代补。县
（区） 财政每年拿出不少于 500 万元
的工作推进经费，按照市级奖补数
额1:1的比例进行资金配套；各乡镇
负责辖区内所有保洁人员的工资发
放；村级拿出一定比例的村级经

费，多方筹措资金，负责村内环卫设
施、环卫工具配备和日常维护更新，
逐步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联动
的投入机制。同时，加强涉农资金整
合，加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投
入。2015 年市财政累计投入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8227万元，整合使用
各类资金1.86亿元。

与此同时，我市坚持培育典型
和全面整治相结合，坚持点上示范
引领、面上整体提升，以“环境整
治月”“清运秸秆净化环境”“百日
攻坚”、示范乡镇创建等活动为载
体，在全市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定期清理农村积存垃
圾、杂物和卫生死角。

我市还在全市开展结对帮扶，
合力推动。建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领导分包指导和部门督促帮扶
责任制，在全市结对共建村开展

“清洁家园、美丽乡村”环境集中整
治活动，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
帮扶工作队的作用，建立合力推
进、上下联动的帮扶机制。同时，
组织开展“春晖”行动，积极引导
在外创业有成人员支持家乡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

建立了“市、县、乡、村”四
级联动督查工作机制，村级对卫生
保洁工作做到一周一评比；乡里每
月开展评比观摩，即时兑现奖惩；
县区每季度进行一次观摩讲评，按
照观摩情况对乡镇进行排序；市级
每半年观摩讲评一次，根据督查情
况对乡镇进行评比排序，对工作推
动力度大、有创新性举措的乡镇给
予奖励，对工作不力、环境整治效
果差的乡镇，督促其加快整改落
实。对年度排名靠前的乡镇将在市
委农村工作会议上给予表彰。

财政投入提供支持

农村垃圾治理是“三分建，
七分管”，管理如果跟不上，仅
仅依靠突击式、运动式的工作方
法，往往治标不治本。为做好城
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尽快实现全
覆盖目标，我市建立健全了各项
农村垃圾治理机制。

以乡镇为单位，着力推动农
村保洁人员全覆盖，加强农村卫
生保洁、垃圾清运长效机制建
设。保洁人员定岗到人，范围涉
及每个村庄，并具体到乡镇范
围内的各级道路。以达标村、
示范村、示范路段为基点，辐
射带动乡村主干道及周边村庄
逐步实现环卫保洁常态化管理，
通过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
村庄和乡镇，带动全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体上水平、上层次。
全市按照不低于农村人口2‰的
标 准 ， 配 备 农 村 保 洁 员 4906
名，基本实现了农村保洁队伍的
全覆盖。

以源汇区为例，为确保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步入常态化、
规范化的轨道，源汇区积极探
索，不断完善各项工作机制。按
照每200 户配备1名保洁员的标
准，在全区 78 个行政村配备了
300名保洁人员，统一购置了垃
圾转运车、垃圾中转箱和人力保
洁车等环卫工具，建立了“户三
包、村保洁、乡（镇）收集、区
处理”的清扫保洁机制，并对每
个环节的岗位职责进行量化明
确，实现无缝衔接，杜绝了责任
不清、推诿扯皮的现象。

我市积极探索垃圾收集清理
模式，对于孟庙镇、干河陈乡、
姬石镇等近郊型乡镇，主要采用

“户三包、村收集、环卫处理”

模式，村里负责垃圾运送到垃圾
集中收集点，由市、县环卫部门
负责后面环节的运输和处理。对
大部分距离市县垃圾处理场较远
的乡镇，主要采取“户三包、村
收集、镇村处理”、“户三包、村
收集、乡镇转运处理”等收集清
理方式。

我市在着力解决垃圾、污水
“无人管”问题的同时，积极破
解垃圾和污水“无出路”的问
题。在垃圾处理方面，在集中填
埋处理的基础上，试点探索垃圾
无公害焚烧处理方式，破解垃圾
减量难题。目前，全市农村建成
区域性无公害焚烧处理场 3 个。
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着手建设
污水管网，选择试点集中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对村内的沟渠和坑
塘，一部分村庄采用清垃圾、撒
石灰粉，种植芦苇、莲藕，定期
补充水源等措施进行水体净化，
一部分村庄直接把坑塘填平，变

“垃圾坑”为健身广场或小游
园；还有一些村庄把坑塘租给村
民种植、养殖，由租用者负责管
理。

坚持一手抓农村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一手抓示范村、达标村
创建，整合涉农项目资金，不断
加强村庄道路、供排水、文化广
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美
化村容村貌。同时，我市还把环
境整治与文明创建有机结合，以

“三留守”人员爱心服务站建设
为载体，深入组织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家庭矛盾调解、
志愿者服务等工作，开展“美丽
之家”“星级文明户”“清洁卫生
户”等评比活动，不断提升农民
群众的幸福指数。

长效机制注入活力

↑专人清扫，定点投放，及时清运，三个步骤看似简单，体现
的却是村民的自觉性和政府对农村环境卫生的重视程度。

↑良好的环境卫生在于村民的自觉维护，也在于辛勤的环卫
工不懈努力，当然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倡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