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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为农业大省，是国家重要的
粮食、生猪和水产养殖生产基地，粤、港、
澳主要生鲜食品供应基地。自古以来，
便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

然而，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化学需氧
量、氨氮排放基本占了全省排放总量的

“半壁江山”，农村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
湖南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整治农
村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采取竞争立项的方法，选择
28个县（市、区）先行整治，覆盖近
8000个行政村

2007 年，湖南省开展了农村环境整
治工作，实施“四洁工程”（清洁家园、清
洁水源、清洁田园、清洁能源）、“三新活
动”（新农村、新环保、新生活），形成了村
民自治模式和合作社模式。

2008 年~2009 年，湖南省共试点实
施了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56 个，改善了 92
个行政村的人居环境，探索了农村环保
实用技术。

2010 年，湖南省被列为全国首批 8
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试点省”之
一。2010 年~2012 年，湖南省在全省 106
个示范片的 1261 个村庄全面推进了整
治工作，涌现出长沙市、株洲攸县等一批
全国示范典型。

2013 年 ，湖 南 省 率 先 提 出 了 从 以
“片”为单元的连片整治转变为以县（市、
区）政府为主导，整县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这种有利于建立政府统一领导、环保部
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省政府编制了

《湖南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省域覆盖
实施方案》，对全省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整
体规划。

在整县推进过程中，湖南省要求着
力解决好 5 个方面的问题：将农村环境
整治作为县、乡两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做
好长远规划，建立持续推进农村环境保

护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
全县、乡、村 3 级农村环保工作队伍；形
成县（市、区）的环保、住建、农业、林业、
国土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各负其责的
工作责任体系；建立政府鼓励扶植、农户
自觉行动、市场主体参与的科学有效的
农村垃圾、污水收集处理服务体系；县级
财政将垃圾污水处理补贴、乡村工作经
费、农户宣传教育奖励经费等列入常年
财政预算，不搞项目式的短期行为。

为抓好整治工作，湖南省环保厅专
门成立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各
市州及试点县（市、区）均相应成立了农
村环境整治的领导小组，试点县（市、区）
所属乡镇设立了农村环保机构。

为调动县（市、区）的积极性、主动
性，使整治目标任务有效落实，2013 年~
2014 年，湖南采取竞争立项的方法，通
过业务部门和专家评审、现场答辩打分，
选择基础条件较好，工作方案扎实，整治
意愿强烈的县（市、区）先行整治。

湖南省分两批确定了 28 个县（市、
区）加 以 推 进 ，整 治 范 围 覆 盖 全 省 近
8000 个行政村。“整县推进”的方式突显
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主体作用，充分调动
了地方参与的积极性。

制定以奖代补全省域覆盖实

施方案，计划用4年集中整治，1年

完善提升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湖南省委、省政府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提到了新的高度，省委一号文件和省政
府工作报告，已明确将整治农村垃圾和生
活污水，全面启动以县（市、区）为主体的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列为工作重点。

2015 年，作为全国唯一纳入环境保
护部、财政部全区域覆盖拉网式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试点的省份，湖南省因地制
宜、结合省情，制定了《湖南省农村环境
整治以奖代补全省域覆盖实施方案》，计
划从 2015 到 2019 年，用 4 年集中整治，1
年完善提升，完成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任务。

首先，湖南省明确了以县（市、区）政
府为责任主体，结合辖区内经济发展水
平和农村人口规模，统一制定方案，统一
组织各部门、各乡（镇）及村协调行动。
其次，明确了总体目标，确定 2015 年~
2018 年为集中整治期，逐年完成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指标数分别为 35 个、39 个、
36 个和 25 个县（市、区）；2019 年为完善
提升期，要求到 2019 年末，全省农村人
居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长效机制、服务体系得到完善健
全，农民环境意识得到显著提升，实现

“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能
源”的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扎
实基础。

结合“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
区”、“大湘西扶贫与攻坚试点区”、“环洞
庭湖生态经济圈”和“湘南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的区域发展现状，湖南省将推进
全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域及“环洞庭
湖生态经济圈”周边农村环境的综合整
治列为整治重点。

整县推进、县为主导机制实施后，各
相关部门通过整合力量，多元投入，建立
起密切配合的工作体系。比如，环保部
门承担环境综合监管，重点牵头负责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环保队伍建设，目
标责任制考核；住建部门重点负责集镇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利部门重点负责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业、畜牧水产部门
负责减轻农业和养殖业面源污染等。

建立由地方财政、企业、社会、农户
多元化投入机制，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
永州零陵区、岳阳君山区各乡镇、村组都
成立了“环保协会”，整治工作实现了“村
民议村民定、村民建村民管”。鼓励、引
导村民自治和投工投劳，多轮驱动，破解
资金投入难题，国家和省级再投放专项
资金适当奖补。

为了保证工作长效有序运行，湖南
省把宣教工作贯穿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的全过程。统一制作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教育培训光碟，把光碟和资料发放到每
个村民小组，确保每户家庭都能观看；对
县（市、区）分管领导、有关部门、乡（镇）
负责人统一组织培训。

◆本报通讯员黄昌华 彭勇辉
记者张东风

厅局长 论坛

本报讯 湖南省攸县探索市场化运
营机制，成立资源回收公司，建设回收站
点网络，以“六定”法有效回收利用生产、
生活垃圾，变废为宝、化害为安。

攸县在全县设立了 19 个乡级再生
资源回收站、123 个村级回收点，形成了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利 用 网 络 体 系 ，覆 盖 全
县。站点统一设置了门店标识，公示管
辖区域及责任人，明确了收废价格和种
类，配备标准的衡器和消防器材

同时，回收网点按照“六定”方式开
展资源回收，即定地点：全县原则上“一
乡一站，一村一点，一点一人”，各回收站
点统一挂牌，公布相关信息，方便居民及
回收人员送售和收购。

定时间：回收公司、回收站、回收点
分别负责编排和公布到各乡镇、村、村民
小组的回收时间。

定种类：按可回收利用和不可回收
利用对废弃物资分类。

定价格：根据实时市场行情，在全县
范围内公布各类废旧物资收购指导价。
从农户到县资源回收公司，在整个回收
环节中，户、村、乡镇、县各级均按市场机
制确定合力差价。

定规则：全县废旧物资由回收公司
安排回收人员持证按统一价格、种类、时
间和地点依规收取，无证、违规收取的由
相关部门进行处罚。

定职责：明确回收公司、站点、回收
人员和各乡镇以 及 城 乡 同 治 办 等 相 关
部门的职责，建立健全“县回收公司+
乡 镇 回 收 站 +村 级 回 收 点 +流 动 回 收
人 员（保 洁 员）”的 运 作 模 式 ，形 成“户
分类、村（社区）收集、镇中转、县处理”的
运行机制。

张东风 刘立平 成宁

本报讯 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靖州县）推广“一氹两池三桶”的
垃圾分类减量处理方式，通过扫干净、摆整
齐、治污水、除垃圾，整治农村脏乱差。

每年靖州县财政安排 1500 万元、部
门整合资金 1400 万元、乡镇通过土地经
营投入 1200 万元用于环境卫生整治，保
障经费来源。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在
村、组、团寨试行收取卫生保洁费制度，

由村民理事会向农户每月收取 2～3 元
的卫生保洁费用于公共区域卫生保洁和
垃圾处理。

同时，靖州县推广“一氹两池三桶”
的垃圾分类减量处理方式。“一氹”指每
家农户在空地上设置一个沤肥坑，用来
处理厨余垃圾；“两池”指各户设置用来
焚烧纸杯、卫生纸等不可回收垃圾的垃
圾焚烧池，各村设置的收集电池、废旧灯

具、过期药品等有毒有害垃圾收集池；
“三桶”指每个家庭配备 3 个用于收集有
害 垃 圾 、填 埋 垃 圾 和 焚 烧 垃 圾 的 塑 料
桶。通过垃圾分类和实施“回收、堆肥、
焚烧、填埋”等减量方法将村组农户垃圾
化整为零，就地处理。

为确保整治效果，靖州县建立考核
奖惩办法，对乡村两级实行“月检查、季
排名、半年调度、年度考核”，严格兑现奖
惩，对排名前三位的乡镇各奖励 5 万元，
排名前三位的村各奖励两万元，排名后
三位的各处罚 1万元。

两 年 来 ，靖 州 县 整 治 了 8 个 集 镇 、
115 个示范村，投入资金 8485 万元，兴建
了 1209 个简易垃圾回收垃池、115 座有
毒有害垃圾回收池。 张东风 刘立平

本报讯 湖南省津市市为确保
农村环境整治成果的可持续、长效
化，建立健全机制，实行长效管理。

加大资金投入，津市市建立了
“市、乡、村、户”四级投入保障机制，
市财政每年按 438.19 万元的标准筹
集专项资金，为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提供长期管理资金。建立相应专
项资金管理制度，乡镇、村（居）对下
拨及收取的卫生费，实行专户存放、
专账管理。

同时，津市完善检查监督机制，
各村（居）成立了 3 个以上环境卫生
监督小组，成员由村内公道正派的老

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组成。各乡
镇成立环境卫生检查组，由各乡镇副
职为组长，检查环境卫生工作。市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小组从市直部门抽
调 21 名干部，组成 7 个督查组，分别
对各乡镇集镇、国省县村公路线等处
环境卫生进行督查。

加大考核问责力度，市环境整治
办公室采取量化管理和每季度通报、
半年考评、年终总评相结合的综合考
评方式，实施任务考核和督促。各乡
镇、村（居）对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工作
建立档案、设立专柜、专人保管。

张东风 刘立平 成宁

本报讯 湖南省冷水江市积极
组建农村环保机构，创新激励和管理
机制，扎实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为提高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效
率和力量，2013 年，冷水江市乡镇办
全部成立了环保站，并明确了环保站
工作职责。明确了 1 名党政副职分
管环境保护工作，每个环保站配备了
2～3名专职工作人员。

环保站工作经费由乡镇办财政
统筹安排，市环保局根据乡镇办环保
站全年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定级，
按得分情况安排 1 万～2 万元以奖励
形式补贴环保站能力建设资金。

同时，冷水江市建立了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市政府安排
50 万奖励资金，对在整治工作中成
绩突出、成效明显的乡镇办进行奖
励，进一步激发基层开展整治的积极
性。对延误乡村环境综合整治，消极
对待乡镇环保工作的单位，在项目建
设、资金投入方面设立惩戒措施。

冷水江市每月对乡村两级垃圾
收集工作开展一次检查评比，严格奖
惩，并作为对乡镇党政领导年终考核

“一票否决”的指标，促使乡村形成自
觉垃圾分类和及时收集转运的日常
机制。 张东风 刘立平

本报讯 为突破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资金紧、运行难”的制约瓶颈，湖
南省永兴县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拓
宽资金整合渠道的基础上，引进技术
成熟、资金雄厚的大型企业参与农村
环境整治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采用 BOT（建设、经营、移交）模
式，启动建设城乡智能环卫系统。永
兴县通过招商招标引进企业投资建
设村级收集站、乡镇中转站和县级集
中处理中心，并对生活垃圾进行源头
分类捡拣，回收有价垃圾实行资源利
用，县财政支付每吨垃圾处理费用
116 元～148 元，并许可经营 30 年，企
业可实现保本微利运行。整个系统
运行后，永兴县每年只需投入 2000
余万元，即可对全县所有村的垃圾进

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永兴县引进湖南领御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垫资承建全县 342 个行政
村的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3 个方面的
工程。项目通过验收后，按工程款的
60%、30%、10%方式进行分期付款。

开启环卫收费模式，形成村民自
治局面。永兴县各乡镇村组建保洁
队伍，对受益农户按照每户每月 5～
10 元的标准自筹卫生费。饮用水水
源保护、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畜禽养
殖污染整治工程项目后续运行成本
低、管理较简单，待项目建成后，将项
目设施设备移交给乡镇、村或者农
户，由受益者分别承担项目后续运行
管理职责。 张东风 刘立平

建立四级投入保障机制

提供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所有乡镇办成立环保站
每站配备 2~3名专职人员

本报讯 湖南省长沙县积极探
索农村污水处理新模式，根据农村各
种特殊的地理、人文条件，制定不同
方案推进。

长沙县大胆创新集镇生活污水
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模式，积极融
入民间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县政府
与北京桑德国际有限公司正式签约，
将 BOT（建 设 — 运 营 — 移 交）、BT

（建设—移交）、OM（委托运营）等先
进的建设经营管理模式运用到乡镇
污水处理厂建设中。既破解了乡镇
污水处理技术上的难题，又很好地解
决了工程建设资金上的瓶颈。

为解决集中居住点的污水排放
量和集中收集问题，长沙县采用了

“大型人工湿地”或“生物接触氧化+
人工湿地”工艺处理。在建设模式上
采用无动力模式，即设备建设在低地
势，居民生活污水与处理设施之间有
坡降，适合建立无动力人工湿地，水
力的流动全靠自身重力，无能耗，运
行费用低，方便后期维护和运行。

家庭散户污水处理也是农村环
境连片整治的重要内容，长沙县遵
循“分散收集、分散处理、就近排放”
的原则，主要采取“三格净化池+小
型人工湿地”工艺处理（即四池净化
池）。截至 2014 年，长沙县共建成包
括散户在内的四池净化池近 3.9 万
个，治理了 126 个村（社区）的生活污
水。 张东风 刘立平

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作

企业参与项目建设运营

探索农村污水处理新模式

融民间资本引先进技术

政府主导 全域覆盖
潘碧灵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李克强总理指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
村环境。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是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保障农民基本权益、改善民众
生活环境的重大举措，也是湖南省环
保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湖南提出了

“县为主导，整县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的总体思路，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和人民群
众的认可，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013 年、2014 年，湖南各试点县
（市、区）按工作方案推进整治工作，构
建有效并可持续的农村环保工作机制
和运行体系。牢牢把握“因地制宜、注
重实效”的原则，根据各县（市、区）实
际情况确定整治的重点内容、工作目
标和适用技术，将辖区内突出环境问
题是否得到解决，区域环境质量是否
得到改善等作为衡量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成效的主要依据。

湖南省环保厅厅长刘尧臣反复强
调：“应该把农村环境整治当作一项日
常工作来抓，而不单纯是去争一个项

目、建一个工程。”加强农村环境整治
系统谋划，整体部署，统筹协调，全面
推进，持之以恒。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绝不能搞“一
锤子买卖”，出现“晒太阳工程”。确实
让广大农民群众感受到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后环境的洁净优美和生活质量的
提高，真正使农村环境的保护与整治，
成 为 各 级 政 府 及 环 保 部 门 的 日 常 工
作，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

要做好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
县推进工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务必统一思想认识。湖南作
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农村、农业污
染十分突出，倒逼我们必须加强农村
环境保护。目前已整治过的地方效果
明显，未整治的地方人民群众意愿强
烈，因此，务必提高思想认识，自觉增
强农村环境整治的紧迫感和责任心。
湖南探索出“政府主导、市场驱动、村
民自治、城乡同治”的路子，是全面建
成小康、建设美丽湖南的有效举措。

二是强化县级政府主导。农村环
境整治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县级政府
主导、统筹多方力量，整县推进效果更

好。政府主导，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强
有力的工作推进机制，加大资金保障
和筹措力度，切实做好群众宣传发动
工作。要彻底摆脱等、靠、要思想和项
目 化 的 短 期 行 为 ，主 动 担 当 ，积 极 有
为，坚持以县（市、区）政府为责任主
体、以建立工作和服务体系为重点内
容、以充分发动农民参与为整治基础，
以常抓不懈为工作保障全面推进。

三是严格落实督查考核。必须规范
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确保工程项目建设
质量和效益，我们制定了《湖南省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督查考核办法》，强化督查考
核，确保责任明确，落实到位。

四是全省加快面上推进。农村环
境整治是县、乡两级政府的应尽职责，
湖南省已启动农村环境整治全省域覆
盖工作，计划用 5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农
村环境整治的全覆盖。省小康办、省
环保厅已将农村环境整治纳入了对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市、县重点环保工
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根据农村人口
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整治完成时限等
因素制定了先治后奖政策。

作者系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

设立123个村级回收点

建成资源回收网络体系

推行一氹两池三桶方式

垃圾分类减量处理

湖南坚持“县为主导，整县推进”农村环境整治的总体思路，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图为常德桃源县西安镇土洞溪春色。 鄢光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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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 郴 州 汝 城 农 村 中 的 垃 圾
箱。 朱胜才供

2013年，湖南省率先提出

从以“片”为单元的连片整治转

变为整县推进农村环境整治的

工作机制，计划用5年时间实现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

为此，湖南制定了《湖南省

农村环境整治以奖代补全省域

覆盖实施方案》，明确了以县

（市、区）政府为责任主体，结合

辖区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人

口规模，统一制定方案，统一组

织各部门、各乡（镇）及村协调行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