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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建设美丽乡村
全省已有时间表、路线图

美丽中国少不了美丽河南，美丽河
南缺不了美丽乡村。

5月9日，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的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对“垃圾围村”问题，已经
有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7年 6
月底前各县（市、区）全面完成小型堆放
点的农村陈年垃圾清理任务；2017年底
前省直管县（市）率先达到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标准，并通过省级验收；2018年
底前各省辖市 1/3的县（市、区）完成省
级达标验收；2019年底前县（市、区）全
部完成省级达标验收；2020年，要通过
国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达标验收，全省
90%以上的村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
治理，农民群众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满意
率要达90%以上。

那么，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怎样才算
达标呢？2019年底前，全省各县（市、
区）1808个乡镇 46116个行政村，都要
具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五有”标准，即
要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长效的资金保
障、有完备的设施设备、有成熟的治理
技术、有完善的监管制度。保洁人员数
量不低于行政村总人口的2‰。

“也就是说，村村都要配备清洁员。”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杨少伟表示，破
解“垃圾围村”困境，光靠政府投入还不
够，还应引导社会积极参与，形成一股合
力。“农村垃圾从随意扔到自觉放，群众
‘共建、共护、共享’是不可忽视的关键。”

破解“垃圾围村”，河南列出时间表

“房内现代化，房外脏乱差，污
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一句顺口
溜道出了村民的无奈。如今在很多
村庄，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与其格格
不入的是垃圾数量也在猛增，浓浓
“乡愁”被刺鼻“乡臭”驱散。这个美
丽乡村建设的老大难，甚至威胁到
了“菜篮子”的安全。

5月9日，河南省全面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在郑
州召开，统计数据显示，全省46116
个行政村中，有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的不到全省行政村总数的一半，农
村垃圾去向成为亟待破解的“瓶颈”
问题。

难题如何破解？汝州、济源、兰
考、新密、禹州5市县通过示范县
（市）试点创建，不断探索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径，
成效令人瞩目。而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环保厅、省农业厅等也联合
发文，对治理“垃圾围城”拿出了明
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文/图

【现状】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垃圾围村”令人忧虑

初夏微凉，阳光正好。
在周口市沈丘县北城办事处东孙楼

村，保洁员李爱红挨户将摆放在村民家门
口的垃圾桶倾倒之后，拿起抹布擦拭起垃
圾桶来。这项工作，她干了好几年，早已
轻车熟路，“看见谁家的垃圾桶满了，我就
过去清理，垃圾桶底部有轮子，也不累。”

干惯了农活儿，她压根儿没想到会找
到这样一份相对轻松的差事。“以前村里
可不是这样，房前屋后、沟沿河边等角角
落落，塑料袋、碎果皮、干电池等随处可
见。”李爱红说，家家户户大门口也都会堆
放着长短不齐的柴火，垃圾随手乱扔，有
的地方堆得像小山，“一到夏天，垃圾腐烂
变质，气味儿难闻!”谈起村里以前的脏乱
差场景，李爱红记忆犹新。

李爱红所说的东孙楼村只是众多“垃
圾围村”的一个缩影。在全省不少位置相
对偏远的乡村，农村生活垃圾长时间处于
无序堆放和无管理地步，“垃圾靠风刮、污
水靠蒸发”是普遍现象。

“找不到地方倒垃圾，只有往沟里倒，
天气热了，苍蝇嗡嗡乱飞。”豫北林州市东
姚镇一村民说，附近不少村庄都存在这种
情况，但他们对此无可奈何。

据了解，大多村民的经济条件改善
了，生活和消费水平提升了，产生的垃圾
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垃圾围村”日渐严
重，不仅让村庄的环境变差，还污染着土
壤、河流和地下水，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甚至影响着“菜篮子”和“米袋子”的安全。

“‘垃圾围村’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有
其根源所在。”全国人大代表、新乡辉县
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表
示，许多农村的垃圾处置设备匮乏，配套
资金匮乏。“乡村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人均收入也低，难以和城市一样进行垃
圾费的缴纳，而且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更
加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村庄人员少，产
生的效益也不明显。”

他说，农村普遍缺少环保的宣传教
育，居民自身的环保意识也非常淡薄。
同时，县、乡政府部门在实践过程中，执
法范围重点集中在城区与中心城镇，对

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管控处在空白状态。
对此，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

记、厅长裴志扬毫不避讳地坦陈我省农
村垃圾治理的“四难”，即部分地方政府
重视程度不够、农民群众思想观念和生
产生活习惯转变不够、经费投入不足、基
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

来自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统计
显示，全省 1808个乡镇 46116个行政村
中，有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行政村不到
全省行政村总数的一半，农村生活垃圾
去向成为亟待破解的“瓶颈”问题，困难
重重。

“垃圾还能换东西，真是好事。”5月
17日，在汝州市小屯镇小屯村垃圾兑换
中心门前，村民杨耀恒拿出《小屯镇垃圾
中心宣传手册》说：“去年秋天以来，我们
将家里的垃圾分好类，送到‘垃圾兑换中
心’，兑换不少香皂、纸巾、笔等用品。”

这是小屯镇对“垃圾围村”采取的一
个创新举措。去年10月20日，汝州首家
“垃圾兑换中心”在小屯村设立，通过“零
存整取”“累计积分”等方式回购垃圾，鼓
励村民用收集来的烟头、废旧塑料袋、废
旧电池等兑换商品。村民参与非常踊跃。

目前在汝州，这样的“垃圾兑换中
心”已经有20个，并且还在继续增长。

“唐村过去也是垃圾随意倾倒，很令
人头疼。”汝州市王寨乡唐村村支书龚占
杰说，他们也想出了一个“妙招”：“村里

的保洁员都配了垃圾收集钳和白色垃圾
收集袋，在收集垃圾时保洁员将白色垃
圾和其他有毒有害垃圾分拣出来。白色
垃圾存放在收集袋内，我们按照每公斤
0.5元的标准定时有偿回收，回收所得归
保洁员所有。”而今，唐村家家户户门前
的垃圾桶排列有序，手拿收集钳的保洁
员正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

据了解，从 2015年开始，汝州市财
政每年专门列支 500万元，对开展垃圾
分类等创新做法的乡镇进行奖补，推动
了垃圾分类试点扎实开展。先后有王寨
乡、小屯镇、临汝镇、纸坊镇等 4个乡镇
街道进行垃圾分类尝试。

目前，全市已累计培训了村级专职
保洁员 2315名，计划到今年底前实现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全覆盖！

“以前村里生活污水横流，苍蝇乱飞。
污水管网建成后，厕所都改成水冲式了，和
城市里一样，大家都很高兴。”5月18日，安
阳汤阴县韩庄镇小河村村民于瑞兴说。

为解决“垃圾围村”难题，汤阴县韩
庄镇利用南水北调周边村庄污水处理整
治项目资金 600余万元新建的 4处村级
污水处理站已经竣工。如今小河村，街
道整洁，崭新的村级污水处理站各种污
水处理设备已安装完毕。该站日处理污
水 100吨。“我们村也投资了 400多万元
建设了湿地污水处理系统，改善了群众
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幸福指数。”韩庄镇
北张贾村党支部书记张景海说。目前，

汤阴县已有8个村级污水处理站。
郑州新郑市西北部的辛店镇人和寨

村也是如此。这个村人口1700多人，在
2014年申报了省“一事一议”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后，获得资金 1000万元，用于
村内大街小巷道路硬化、污水管道铺设
及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垃圾中转站建设
等，已全部完工，村貌焕然一新。

洛阳栾川县也在开展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2017年底将完成县污水处理厂、
第二污水处理厂总磷在线安装，白土、狮
子庙、秋扒、潭头等4个乡镇生活污水处
理厂改造，农家乐集中区域或村实现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瓶颈】乡村垃圾治理存在“四难”

【探索】垃圾兑换中心回购垃圾，值得借鉴

【践行】村级污水处理站正遍地开花

汝州市小屯镇小屯村垃圾兑换中心，村
民在兑换物品

经过专人保洁后，汝州市王寨乡唐村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