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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LUOHE 11漯河

同心协力 扮靓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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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连续多日的
采访，让记者深
切感受到农村群
众对家乡环境改
善的期望，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以 及 对 天 蓝 水
碧、空气清新、
村 庄 洁 净 的 渴
望。在政府的支
持下，通过村民
的努力，这些美
好愿景在不久的
将来会逐步实现。

为了改善农村的环境卫生，我市近年
来做了许多努力。不过，钱从哪里来，如
何保证持续的投入并用到实处，始终是一
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采访中，记者将位于107国道旁漯河
段的一个普通村庄作为样本进行了调
查。在调查当中，村民们反映，全村每
家每天需要倾倒一到两次垃圾。这些垃
圾有些自家可以处理掉，比如一些浮
土、煤渣，但是有些生活垃圾就需要清
运。

“村里已经找好了清运工，人家也愿
意干，但是嫌给的钱太少。”村干部告诉
记者。由于村里没有什么集体收入，全年
聘请清洁工的 4000 元还是乡里补贴一部
分，村里出一部分。即便这样，村里出这
部分钱还是有困难的。

据了解，这位刚刚招聘的清运工是一
位60多岁的村民。“现在的年轻人谁愿意
干这个？话又说回来，全年 4000 元的年
薪，就是有点少。”这位村干部说。全村
每天产生的垃圾需要向外送两趟，劳动量
大。

除了工资，还要配置一些工具。比如
车辆、喇叭、扫帚，以及劳保用品等。
说白了，这些都需要钱。这些工具和资
金除了政府配给和补贴，村里也要自筹
一部分。

“关于村里的垃圾，村干部也十分头
疼。组织村民义务劳动，清理一次非常困
难。”这位村干部说。如果请专业清理
队，还得花钱。所以，村里有时候清理垃
圾还是主要靠村干部。

在记者采访期间，一些村干部表示，
如今的村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谁都希望
生活在鸟语花香的新农村。要解决农村垃
圾问题，需要加大投资，加强教育，加强
引导。“眼下，完全靠村民自觉是不实际
的。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改变不
了。要是硬件跟得上，相信垃圾围村的现
象会少很多。”这位村干部说。

“如今，人员工资和配套建设的投入
是两个最实际的问题。”这位村干部说。

资金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如今，我市许多村都配备了垃圾箱，有
的村还制定了垃圾投放管理办法：关于生活
垃圾，都要袋装，然后统一投放到垃圾箱
内，由清理人员运出。不过，每家每户都设
置一个垃圾箱也是不现实的。

“解决垃圾围村，不仅要有资金投入和
好的规划，还应该有管理到位的措施。”采访
中，孟庙镇镇长助理王广府说。

在工作中王广府发现，全镇30个行政村
（街道） 中，凡是在硬件设施的配套管理等方

面进行得早，村里的环境卫生就开展得不
错；凡是宣传开展得早，并且扎实的村庄，
村民的环保意识也树立得早，提升得块。

王广府给记者举了个例子。该镇有个村
庄，除了镇里配置的环卫工，村里又配备了
几位，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管理到
位，促进了村民环卫意识的提升。一次，他
去村里，看到一位村民骑着电动车将家中的
垃圾送到300米开外的垃圾箱中。

“由以前的督促村民去做，而转变为村

民自觉去做，这是农村环卫工作最大的挑
战。”王广府说，这就需要发挥典型的作用。
比如，党员和村民典型的带动，以及村委会
的监督管理。

在采访中，一些乡镇干部认为，在治理
农村环境，打造美丽乡村的工作中，还是要

“抓人”。也就是说提高人的环境保护意识，
让“保护环境关荣，破坏环境可耻”深入人
心。人的环保意识提高了，美丽乡村才能真
正从本质上美丽起来。

改变陋习还需循序渐进

在2014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全面启动村庄规划、深化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作为2015年的两大重点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有关专家认为，村庄规划
是美好乡村建设的第一道工序，是为美丽“乡
愁”打下长远而深厚的根基。目前，村庄缺少
规划，缺少风貌管控，更缺少严格的执行。农
村随意建设，有些村庄面目全非。并指出，建设
美好的乡村，要从龙头抓起，借科学规划之

“手”，为过于随意的乡村深谋划、巧“梳妆”。
在郾城区孟庙镇何庄村采访时，记者发现

两个现象，一是村子里水泥地坪面积大，二是
村庄规划紧凑，村内巷道直来直去。在村支书
何发雨看来，这都是村子规划带来的效果。何
发雨告诉记者，何庄村离城区较近，自身也有
一定的经济收入，搞卫生环境建设有一定的优

势，这些都不是最大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是全
村的规划。

说起何庄村的规划，何发雨感慨万分：
“前任老支书有发展眼光。”原来，何庄村的规
划建设，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何发雨告
诉记者，20世纪70年代发大水，全村受灾严
重。洪水退去后，老支书带领全村重新规划了
布局。现在的何庄村村民集中居住，主街道贯
穿全村，村组之间有巷道相融互通。居民住宅
一排排整齐规划，这样不仅整合了用地，也方
便了后来的卫生保洁。

如今，全村面积大致为一平方公里。村班
子达成共识，村民积极配合：盖房子不能谁想盖
哪就盖哪，搭棚设点，不能哪一片地势好就占哪
里。村里一旦制定了规划，谁也不能改变。

何发雨认为，前期规划不好，再多的资金

也不够用。关于村里的卫生环境，何发雨还认
为，干成事，村里必须要有统一的思想认识，
必须要有统一的行动。一个号令，大家都去实
施，执行力强，事就好办了。

全村的水泥地坪覆盖率很高，这也是何庄
村的一个特点。何发雨告诉记者，水泥地坪的
面积已经达到全村生活区面积的三分之二。

“当时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村民的固有
意识，凡是有土的地方都种了菜，不种菜的地
方就倒垃圾。如今，这种现象改观不少。”何
发雨说。

何庄村打水泥地坪不是硬性地覆盖硬化，
而是留有许多空地种植树木花草。在村西头，
有一块空地，每隔3米种一棵树。“村里的私
家车慢慢多了起来，这为停放车辆提供了方
便。”何发雨说。

村庄规划很重要

农村垃圾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
视。在今年召开的漯河市政协六届五次会议
上，农村垃圾问题成为我市政协委员提案热点。

市政协委员晁伟认为，结合我市农村环境
实际，应从资金投入、合力整治等方面强化农
村环境保护。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多元
投入机制，畅通投资渠道，加强农村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积极主动与上级相关部门协调沟
通，争取中央、省、市的专项资金投入，重点
解决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
处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问题。垃圾处理要
采取“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区处理”的

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置模式，突出整治乱
扔、乱倒、乱放现象。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农村
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引导村民建设居民
小区，逐步实现农民向社区集中，以便生活垃
圾和污水集中净化处理。

解决农村垃圾问题不是一两个部门的事，
它涉及方方面面，因此要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形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工作合
力。一是政府之力。把农村环境整治作为新农
村建设的切入点，纳入全市及各县区、各乡镇
的重点工作，列入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
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行

奖补扶持。二是部门合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由各级政府牵头，财政、国土、水利、农业、
林业、卫生、畜牧、旅游等部门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相互调到位，根据综合整治总体规划，
对各类项目统筹安排和集约投放。三是农民之
力。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项目申报上实
行“三个优先”即动作快优先，配套资金到位
优先，投工投劳积极优先。充分激发群众的热
情；引导各项目村成立村民理事会，全面介入
群众发动、资金筹集、工程建设、质量监督、
后续管理等各项工作，让群众做群众的工作，
群众的事情群众办。

根治农村垃圾须多方努力

如今，我市许多村庄都配备了垃圾箱，有的村还制定了垃圾投放管理办法。 村内干净整洁的村内干净整洁的
文化广场成了村民休文化广场成了村民休
闲的好去处闲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