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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效果好

时值初夏，天亮得早，天气也渐
渐炎热起来。吃罢早饭，汪茂才坐在
自家门口，晒晒太阳，呷一口茶，怡
然自得。

汪茂才是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舜
山镇复兴村村民，80 多岁的他和妻
子一直生活在复兴村中。最近，汪茂
才的心情很不错，因为家里换上了新
厕所。

记者问他：“换个厕所为什么这
么高兴？”

汪茂才立刻打开了话匣子：“那
可太不一样了！我家原来的厕所，不
过就是在地上挖个洞，盖上个石板，
四周用砖头围起来，上面搭个塑料板
就成了。不遮风，不挡雨，没有电，
没有水。遇上天气不好，早晨晚上上
厕所都很麻烦。一到夏天，里面又是
臭气熏天。现在我和老伴年纪越来越
大，用起来更加不方便了。”

事实上，不只是汪茂才家，在过
去的中国农村，脏乱的厕所给环境和
水源带来了严重的污染，也给人们的
健康带来危害。“一个坑，两块砖，三
尺墙，围四边，捂鼻子，踮脚尖， 蚊
蝇飞，臭熏天……”这段顺口溜说的
就是过去农村旱厕如厕的窘境。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小环境折射
大文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8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要求开展厕所粪污治理。合理选择改
厕模式，推进厕所革命。推进户用卫
生厕所建设和改造，同步实施厕所粪
污治理。引导农村新建住房配套建设
无害化卫生厕所，人口规模较大村庄
配套建设公共厕所。加强改厕与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

复兴村的厕所革命，也随之开始。
如今汪茂才家里的厕所，几平方

米大的小屋子，地板和墙壁都贴了瓷
砖，还安上了干净又方便的洗手池和
坐便器。新修的化粪池埋在地下，地
面露出3个格子，用盖子盖好，安全
又卫生。

“刚开始，有些群众不愿意改
厕，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村民，长期
以来习惯了过去的旱厕。我们只能不
断地做工作。”村主任计克琴对本报
记者说，“不过实实在在的好处大家
看得见。随着厕所革命的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的村民改变了想法。”

后来，只要听到村里还有谁不愿
意改厕，不用村干部出马，汪茂才就
主动去帮忙做工作。“这是好事儿，
只要让不愿意改的人看到实际效果，
自然就愿意了。”

现在的复兴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用上了卫生又方便的新式厕所。

复兴村厕所革命的成就，是安徽
省这些年推进厕所革命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安徽省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取得积极进展，全省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到85%以上。2021年，安徽省
已经完成年度农村户厕改造 40 万
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
业促进处处长汤洋对本报介绍，“十
四五”期间，安徽省将把农村厕所革
命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
务，努力补齐短板，提高群众生活品
质。安徽将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

不只安徽，在 2021 年 12 月 6 日
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
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
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表示，截至
2020年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方案》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农村
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8 年以
来，累计改造农村户厕 4000 多万

户，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8%以上。

“三清一改”有高招

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实现村庄干
净整洁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最基本的
目标任务。

2018 年 12 月，中央农办、农业
农村部等 18 个部门共同启动实施村
庄清洁行动，重点是发动农民开展

“三清一改”，也就是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清理村内塘沟、清理畜禽养殖粪
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

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集中整治村庄
环境脏乱差。

落实“三清一改”，河南省开封
市兰考县探索创建了“政府主导，财
政支持；全民参与，市场运作；垃圾
分类，资源利用；示范先行，奖补推
动”的兰考模式。

在垃圾清理方面，兰考县充分发
挥了农民主体作用。县乡村三级联
动，通过召开会议、广播电视、手机
微信、戏剧小品等形式，营造活动氛
围，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兰考县农业农村局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推进办主任任惠民对本报记者
说：“兰考在率先实施市场化运作的
同时，发动群众每年开展三次集中清
零的清洁行动：喇叭响起来、乡贤捐

起来、大锅支起来、干部领起来、驻
村帮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共清
零。现在，‘干净整洁’已经成为兰
考的名片。”

截至目前，兰考全县群众义务清
理垃圾已达 18 万人次，清理各类垃
圾 16 万吨 （其中生活垃圾 13.2 万
吨），清除杂物 6.3 万吨，清理塘沟
580 个 （条），治理污水 3.66 万户、
小广告4.6万处。

在兰考，生活垃圾也能变废为
“宝”。垃圾分类、收集后，经中转站
压缩后运送至当地一家环保能源公司
焚烧发电。每吨垃圾的发电量相当于
一个农村家庭一个多月的用电量。

垃圾焚烧发电补充电能，焚烧后
的废渣也是“宝”。除了可以提取出

铁、铝等金属，剩余的废渣也能作为
建筑用砖的材料。

因为垃圾处理的举措得当，成效
显著，兰考县先后被评为全国农村垃
圾治理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全国农
村污水治理示范县、全国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全国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
激励县。2019 年 10 月，全国农村生
活垃圾现场会在兰考召开，会议期
间，与会人员分组深入兰考县仪封乡
代庄村、东坝头镇张庄村及光大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地，了解并观摩当
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做法和工作成
效，以及生活垃圾治理末端多元处理
情况。2020年3月，兰考县被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村庄清洁
行动先进县”。

兰考垃圾清理的成果，是全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成绩的缩影。据统
计，截至2020年底，中国全国95%以
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农村生活
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全国具备条件的
乡镇、建制村100%通硬化路、100%
通客车；各地区立足实际打造了5万
多个不同类型的美丽宜居村庄。

先改变村容村貌

5月5日，像往常一样，姜佳佳
早起沿着村中的石板路跑步晨练。路
过村民朱明刚家时，她停下脚步，抬
手拍下一张照片。照片中，一座青砖
灰瓦的小楼房在晨光中安静伫立，一
楼的超市门口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货
品，二楼是一个农家客栈，明亮的窗
户上倒映着蓝天和白云。

晨光熹微中，这座小楼就像它所
在的村落一样，干净、整洁、朝气蓬
勃，散发着淡淡的乡土气息。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
村，2013 年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
批 12 个“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
单。同年，该村又被确定为全国“美
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村。

郝堂村坐落在大别山的怀抱，距
河南省信阳市区 18 公里，是一个典
型的丘陵山区小村，耕地面积不足
2000亩，667户人家散落在20平方公
里郁郁葱葱的山坳里。

依水的小桥，百年的古树，轻掩
的柴扉，狗头门楼、清水墙构筑的一
座座青砖灰瓦的古朴民宅，连同小学
校、文化广场、养老中心等新式建
筑，错落有致地掩映在荷塘绿树之
间，显得非常和谐与静谧。

很难想象，这样美丽的山村，曾
经是一个省级贫困村，村子破败、环境
脏乱，年轻人纷纷出外打工，只剩老人
留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2011年时，在郝堂村当大学生村
官的姜佳佳曾在同一个位置拍过一张
照片，照片中的屋子破旧简陋，屋外
的烂泥地也展示着村子的衰败和脏乱。

“这一切的改变，是从改善村容
村貌开始的，”姜佳佳对本报记者
说，“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居住环境
的可持续。我们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要想让村子‘活’起来，就
必须先从改善村容村貌开始。”

“最初有很多不理解的村民，比
如朱明刚。他在村里养了十几头
牛，每天穿街而过，非常影响环
境。”姜佳佳说，“村干部做他的工
作，希望他把牛卖了去当村里的卫
生保洁员。朱明刚不同意，他觉得
养牛尚且能养家糊口，如果做了保
洁员，万一村庄建设搞不成，自己
就没饭吃了。”

让朱明刚没想到的是，随着村庄
居住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村里的游客
渐渐多了起来，一些村民开农家乐挣
到了钱，村子渐渐热闹起来了。看到
村子的发展有了希望，朱明刚咬咬牙
改变了主意，不仅不在村里养牛了，

还用自己攒的养牛钱修缮了房屋，让
女儿女婿也开起了民宿和农家乐。

郝堂村建设的第二步是改造民
居。郝堂村的主要建设者李开良提
出，要采取一户一图纸的方式，达到
既留住乡愁、又改善条件的目标。最
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溪水绿树环
绕、青砖民居错落、楼台亭榭点缀的
豫南民居群。崭新的郝堂村不仅得到
了村民的称赞，也赢得了四方游客的
青睐。

打开局面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变
得更加顺利。村里带头组织“清洁家
园”行动，制定《村民规约》，开设
道德讲堂，开展志愿服务……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举措使得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的面貌基本形成。

此后，郝堂村大力发展生态有
机农业，积极扶持有机绿色农副产
品生产加工，开展乡村休闲观光养
生旅游……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
了，不仅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来
了，还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此创业，
开民宿、卖手工艺品，村庄变得越来
越热闹。

“让居民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
愁，打造令城里人向往的‘新农
村’，这是我们的目标，”郝堂村村支
书曹永根说，“下一步，我们将结合
村庄实际，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村民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拥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党建+生态经济”

2018年4月到2021年7月，武滨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
木市乌图美仁乡小灶火管区的团结
村，担任第一书记。

提起他的名字，团结村的村民都
说好。武滨和村民们的友情，始于

“一条路”的故事。
2018年8月，从格尔木市水利局

派驻到团结村担任第一书记不到4个
月的武滨，决心要帮村民们解决一个
难题。

8 月正是枸杞采摘抢收的季节。
武滨听一位村民提起，通往枸杞晒场
的路凸凹不平，一下雨就会积水，泥
泞不堪，车子在上面行走非常颠簸，
会颠破很多枸杞鲜果。如果再遇上个
雨天、阴天，枸杞品相很受影响。

“当时我就想，这样下去不行，
这个难题要尽快解决。”武滨对本报
记者说，“不修这段路，村民辛苦种
植的枸杞就要损耗在路上，而且越往
后拖损失就越大。”

在格尔木市水利局的帮助下，武
滨顺利完成了修路需要的人员和物资
准备，很快开始了施工。

虽然是农忙季节，可在武滨的带
领下，全村的劳动力都来了，一个个
干得热火朝天。

短短两天，这条路便铺筑完毕
了。当地里的枸杞完全成熟，采摘工
作全面展开的时候，曾经凹凸不平的
泥泞土路已变成了平整漂亮的砂石
路。杞农们驾驶电动车从上面经过
时，有时会高兴地哼上两首曲子。

武滨就这样用实际行动融入到了
村民中间，也踏上了团结村的美丽乡
村建设之路。

以“党建+生态经济”模式建设
美丽乡村，这就是乌图美仁乡在小灶
火管区进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
创新性政策探索。

“首先，选好一个带头人，我们
注重从优秀现任村干部、后备干部、
致富能人中选拔培养‘双高双强’
（思想境界高、群众威信高、个人创
业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的
村级班子队伍，发展生产想点子，解
决纠纷冲前头，成为共同致富的‘主
心骨’、团结和谐的‘维护者’、互帮
互助的‘排头兵’。”乌图美仁乡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对本报记者说，“同
时，不断加大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
力度，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谋
发展的能力。”

依靠这套模式，近年来乌图美仁
乡成功实施了小灶火管区路灯、渠系
改造，并完成了村内生产生活道路和
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工程，补好农区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的“短板”，进一
步提升了村民收入。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 小环境折射大文明

让乡村更美丽更宜居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徐 靖

最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头车村的姚本宏心情很不错。从自
家的厕所由“一个木桶搭两块板”升级成
冲水马桶后，他的孙子也愿意从县城回村
里过寒暑假了。

在全国农村，像姚本宏家这样，干净
的冲水马桶取代又脏又乱的旱厕成为普遍
现象。变化的不仅仅是厕所，自2018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各
地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脏乱差局面得以扭
转，“乡村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成为人们
的共同感受。

2021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要求
创新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为未来五年进一
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建设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

从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硬仗打响，到如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正式启动，中国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开启了新篇章。目前，各地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如何？记者采
访了河南、安徽、青海等地一些乡村的工
作推进情况，看他们如何创新工作思路和
方法，让乡村更美丽更宜居。

◀河南省信阳
市平桥区郝堂村村
容村貌改造前，村
民朱明刚破旧的老
房子。

姜佳佳摄

▲河南省信阳
市平桥区郝堂村村
容村貌改造后，村
民朱明刚修缮的新
房，他的女儿女婿
在这座新房里开起
了民宿和农家乐。

姜佳佳摄

2020年3月，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被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
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图为近日兰考县一处村庄的街景。 资料图片

近年来，依靠“党建+生态经济”模式的好政策，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
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农村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图为当地生态草原。 资料图片

近年来，依靠“党建+生态经济”模式的好政策，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
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农村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图为当地生态草原。 资料图片

4月23日，无人机镜头下的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翰堂镇民主村美丽风光。
陈旗海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