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赵娜聂廷勇

金凤镇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部，
镇 域 面 积 38.5 平 方 公 里 ，人 口 两 万 多
人。自 2010 年开始，全镇 7 个村开始实
施连片整治，村村连片、整镇推进，实现
了 100％全覆盖。2011 年 9 月建成使用
以来，极大改善了农村环境质量，初步
实现“家园靓化、环境美化、水质净化、
河道绿化、生产生活低碳化”目标。

金凤镇是如何巩固连片整治成效
并升华的？它是如何构建长效机制，让
环境基础设施避免成为摆设的？记者
近日进行了实地采访。

■因地制宜
□分类建设

只有因地制宜来建设，才能事半功
倍，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村环境基础设施
的功效。金凤镇立足城乡接合部特点，
突出连片整治特色，因地制宜，坚持一
类一策、一村一策。

记者在海兰村 12 社谢家院子聚居
点的路边，看到一个高高矗立的垃圾收
集间，与山坡齐平。垃圾收集间上挂着
一块蓝色的牌子，上面有编号、地址、服
务户数、清洁工名字和监督电话。

金凤镇副镇长刘锐自豪地介绍起
这种垃圾收集间的特色。它借助地形
而建，农户从高处投入垃圾，垃圾车在
低处收运。“这个垃圾收集间为谢家院
子的 21 户农户服务，垃圾容量约 1 立方
米。每天定时清理，为各村聘请两名专
职保洁员，坚持垃圾日产日清。”

由于农村居住点较为分散，金凤镇
垃圾收运不能完全照搬城镇垃圾收运
模式。“现在我们采取的是‘户收集，村
集中，镇转运，区处理’的模式。为强化

‘户收集’作用，我们向每户农户免费发
放两个垃圾桶，分别是不可回收和可回
收垃圾桶。农户将可回收的垃圾交给
清洁工，清洁工再将废品卖给废品回收

站，换得的钱购买垃圾袋分发给农户。
不可回收的垃圾则由农户集中到附近
的垃圾收集间。由清洁工收运到附近
的中转箱，再由市政部门集中收运到区
垃圾压缩站。”刘锐介绍道。

九龙坡区金凤镇环保办主任邓世
娟说：“我们因地制宜设计了 5种污水处
理模式，最终实际应用了其中的 4 种。
A 型散户污水处理设施用得最多，成本
低，能很好地解决农村散户的污水污染
问题。”

在白鹤村秦家院子，就有这种“四
格式”化粪池，每个只需投资 2000 元，就
能处理一户农户的生活污水。

邓世娟表示，农村散居农户的生活
污水不便使用管网收集集中处理，四格
式化粪池占地面积小、经济适用，处理
后的污水可以达标排放。

谢家院子则建的是 D 型中型污水
处理站，它日处理能力为 13.5 立方米，
铺管网 300 余米，总投资 5 万元，服务谢
家院子 21户农户。

刘锐说，这个污水处理站位于整个
谢家院子聚居点的下方，利用地形落差
将农户灌溉之外的污水收集到污水处
理站处理。

以前的谢家院子，污水未经处理，
臭水弥漫。经记者观察，人工湿地再次
净化后，污水能够稳定排放，流入沟渠
中的水较为清澈。

■细节便民
□效果利民

一走进谢家院子，刘锐就指着脚下
的人行步道说：“这是我们开展连片整
治以后为村庄新修的便道。以前都是
土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给村民

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在连片整治过程中，这种利民便民

的细节还有不少，真正体现了环境基础
设施要为民所用。

“四格式”化粪池就在第三池特意
设置了取水口，便于农户直接取用富含
肥料的水灌溉农田。以前农户排出的
污水富营养化，土地只能种植芋头。现
在修建“四格式”化粪池处理了农户污
水 ，改 良 了 土 壤 ，地 里 可 以 种 植 多 种
蔬菜。

在谢家院子路边也见到了一个农
用取水口。不同的是，这个取水口是一
口带有盖子的井口。刘锐说：“这里是
为了方便群众浇灌取水而特意设立的
农用取水口，里面的水都是未经处理的
原水，方便农民灌溉浇地，用不了的水
收集到下边的污水处理站统一处理。”

只有让村民真正尝到了连片整治
带来的甜头，才能充分调动起村民参与
连片整治的积极性。

莲花新村污水深度处理湿地公园
在没有整治之前，污水横流，杂草疯长，
形成了一个发黑的臭水塘。

“我们一方面对原有臭水塘清淤扩
容，另一方面，截断了水塘污水源，安装
污水管网，将村里的污水全部收集进附
近的莲花新村污水处理站。污水经过
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一部分用于附近
果园灌溉，一部分再引回湿地公园。”金
凤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公园还建了凉亭和健身步道，成为
当地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当地的
群众纷纷感叹道：“真是想都想不到，我
们还能和城里人一样过上迈出家门有
公园的日子。”环境变好了，附近的村民
每天都会到公园散散步。周边还建了
一个绿色老年公寓，选择在此处享受

晚年。
实实在在的效果，胜过千言万语的

宣传。如此多的好处，群众自然会珍视
连片整治的成果。

■筹措经费
□层层考核

金凤镇积极筹措运行管护经费，切
实 保 障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设 备 长 期 正 常
运行。

金 凤 镇 连 片 整 治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2249 万 元 ，其 中 中 央 资 金 1499 万 元 ，
市、区、镇配套资金 750 万元。据了解，
金凤镇每年从九龙坡区财政争取“以奖
代 补 ”资 金 75 万 元 ，镇 配 套 资 金 120
万元。

为巩固连片整治成果，金凤镇成立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后续管理维护领导
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
长，环保办、农办、市政大队、各村民委
主任等相关人员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在环保办，负责统筹协调后续管
护具体事务。

同时，实行层层考核，区考核镇，镇
考核村，村考核负责人。

九 龙 坡 区 环 保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区与镇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并纳入年
度目标任务考核。设施的运行情况与
维护的完好程度作为镇领导、市政和环
保等相关职能部门考核内容，并将维护
费用统一纳入财政预算。”

金凤镇制定了《金凤镇 2014 农村环
境连片整治后续管理考核方案》，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项目后续管护工作纳入
重要考核内容。镇政府与各驻村组和
村民委员会签订目标责任书，领导小组
办公室每季度对全镇农村环境连片整
治管理情况进行检查，有漏报瞒报和各
责任单位不作为的情况进行通报，并严
格按目 标 责 任 书 要 求 考 评打分，年终
对做得好的村进行表彰和奖励。

村 庄 实 行“日 检 查 、周 评 比 、月 总
评、年考核”，将结果纳入专职保洁员绩
效考核。

金凤镇对于保持长效久治，还有一
个妙招，那就是实行专业外包服务，政
府监督并考核承包公司。

以前，自己管护环境基础设施，常
常面临无专业人员、无专业技术的境
况。“目前，已经把绿化科学管护和公共
区域清洁，均承包给了专业服务公司。
将来，环境基础设施维护也打算承包出
去。政府购买专业化服务，既能节约成
本，又可以巩固成果。这对政府和公司
来说可谓双赢。”刘锐说。

金凤镇有效解决建设资金短缺、财
政配套经费不足、专业化管理水平低、
处理技术良莠不齐、运维经费难以保障
等问题，实现了连片整治项目“建设得
好、运行得好”的目标。

整治顺民心 立制保长效
金凤镇连片整治一村一策，注重细节出实效

图为整治后的重庆市金凤镇莲花新村污水深度处理湿地公园。 金凤镇政府供图

◆本报记者闫艳

在江苏省常熟市环保局副局长屈
春山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这样一份表
格：古里镇苏家尖村新苏 1 组的生活污
水采用小型集中式生活污水设备进行
处理，日处理规模 15 吨；海虞镇汪桥村
汪家宅基的生活污水采用接管处理方
式，通过村庄东北侧通港路污水主管网
进入周行污水处理厂污水，每天收水量
为 40.8 吨；虞山镇福圩村沈薛巷的生活
污水采用户用污水处理净化槽处理污
水，日处理规模为 1~2吨。

不同的村庄，不同的村情，采用不
同的处理方式，成为记者对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常熟模式”的最直观的体验。

截至目前，常熟市城乡污水处理设
施累计投入资金 37 亿元，铺设污水主次
干管 2700 多公里，建成污水处理厂 11
座，分散式治理设施 1016 个，城市生活
污水处理率达 97.5%，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率达 65%，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率
和完好率分别达到 98%和 95%。

集中分散因地制宜

“我们村距离周行污水处理厂大约
两公里，距离周行污水处理厂的主管网
大约 400~500 米。因为距离近，所以我
们将农户家里的生活污水进行接管，进
入污水处理厂处理。”海虞镇汪桥村村
主任黄建青告诉记者。

在虞山镇福圩村沈薛巷，记者看到
村庄里农户的房屋是按照条状分布，不
少房屋之间都有大片的田地。针对这
样的情况，污水处理净化槽走进每户村
民，在农户的屋后或者距离房屋不远的
公共区域安装一套或者几套污水处理
净化槽，进行生活污水处理。

“其实，分户式处理和铺设管网前
期投入成本差不多，但针对村情，我们
觉得选择分户式处理更有优势。这主
要是考虑管网建设的风险比较大，农民
锄地、地基不稳都会造成管网损失，更

换管网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常熟市
水务局副局长皇甫建国解释道。

能集中则集中、宜分散则分散，这
是常熟市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时的重
要原则。“对于污水处理厂旁边是集镇
区、开发区以及农民比较集中的居住
区，主要采取集中的方法来处理生活污
水。管网铺设比较难、花费比较大、效
果不理想的采用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污水。”皇甫建国介绍道。

通过“集中+分散”的处理方式，常
熟市实现了 20.6 万户农户生活污水治
理全覆盖。其中 69.1%农户生活污水纳
入城镇管网处理，其余农户采用分散式
处理方式。

“四个统一”共同治水

说起常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让皇
甫建国最有感触的就是“四个统一”。
这“四个统一”主要是指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运行。

“以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由
市、镇、村无序多头建设，设施建设无相
关标准和要求，设施质量和技术工艺得
不到有效保障。2008 年组建国资性质
的江南水务公司，整合全市资源并负责
统一建设。江南水务公司具体负责污
水厂和主管网建设，其他设施委托各镇
建设。”皇甫建国回忆道。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是基
础，运行是关键。皇甫建国说：“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初期，由市镇村按
投资属性各自管理运行，全市没有统一
标准和规范，大部分设施正常运转率偏

低，可能只有 20%。后来，我们实行专
业化运作，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由
江南水务公司委托中法污水公司负责运
行维护；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合后，
委托两家专业公司一体化运行管理。”

在古里镇苏家尖村的 3 号污水处理
设施前，记者碰到了苏州弘宇水处理工
程有限公司巡检组的工作人员陆建军，
正在检查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
他主要负责苏家尖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的运维。每周他要来检查水泵、气
泵、电气部件，污泥量，并对附属设施进
行保洁。

他说：“在设备维护箱里，有一个黑
色的小方块，这个是远程通信系统，一
旦发现设备有什么问题就会报警，出现
这种情况后，负责这一区域的巡检员就
会赶赴现场。”

为了保障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
维资金的投入，常熟市在实现区域联网
供水后，市政府把每年自来水费中按每
吨 1.3 元附征的污水处理费纳入建设运
维资金。皇甫建国表示：“在自来水费
中征收的污水处理费用，每年大约可征
收 2.4 亿元，这部分资金都会被投入到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维中去。同时，
为减轻各镇资金压力，2015 年起全市所
有生活污水治理建设费用由原来市级
财政承担 80%改为全额承担。”

严格考核用好每一分钱

设施稳定运行和污水达标排放是
衡量治污成效的标准。常熟市理顺了
行业管理体制，全市生活污水治理由市

镇村各自管理，统一为市主管部门管
理，组建市给水与排水管理处，负责污
水运行、维护和监督考核；市水质监测
站负责进出水水质监测；乡镇和环保等
部门协同监管，形成城乡一体、职责明
确、运转顺畅的管理体制。

在注重资金保障、理顺管理体制的
同时，常熟市对运维单位的考核十分严
格，真正做到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每年年初，市财政会划拨给排水管
理处一年的运维预算，给排水管理所每
个月会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出
水水质进行检测，每个季度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结果支付运维费用，考核的总
分为 100 分。考核的分数在 95 分以上，
全额支付运维资金，考核分数到达 90 分
以上、95 分以下，支付 90%的运维资金，
考核分数低于 85 分的，按照低 1 分扣
1%的运维资金的标准进行支付。

皇甫建国说：“通过考核支付运维
资金，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充分调动了
运维单位的积极性，也保证了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能真正发挥实效。”

在皇甫建国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
一份评估方案，这份评估方案尚在修改
之中，还未正式定稿，但是这是常熟市
希望通过第三方监管来创新对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的管理模式。

“我们希望在污水远程监控系统日
常监督的基础上，通过购买服务，将设
施运行及进出水水质检测等具体事务
委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实行第
三方监管，并依据抽检和考核结果向运
营单位和第三方支付服务费。”皇甫建
国说。

常熟引入PPP模式推进治水
农村污水处理率达 65%，设施正常运行率 98%

本报讯 陕西省丹凤县农村环境
质量监测工作近日正式启动，监测重
点为农村空气、土壤和水环境质量。

长期以来，丹凤县保护局由于自
身没有环境监测能力，城区及县域内
主要河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一直委
托上级单位进行，农村有代表性、比
较典型的点位环境质量监测一直处
于空白。

为能逐步摸清农村污染源及环
境质量现状，掌握潜在的环境风险，
为及时发布农村环境质量状况报告
创造条件，丹凤县环保局认真分析本
县农村村庄分布现状，选出龙驹寨街
道办冠山村、棣花镇万湾村、竹林关
镇雷家洞村 3 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
作为典型，委托监测公司对 3 个村的
空气、水、土壤环境质量进行了全面
监测，并对一处人工湿地出水水质进
行监测。

在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时，通过

仪器自动监测数据，对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
氧、一氧化碳等指标一一实录。

在监测饮用水水源地和地表水
水质时，确定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取 水 口
后，每季度要有一次监测数据记录
在 案 。 在 土 壤 环 境 质量监测点布
点后，监测项目分土壤理化性质和无
机污染物、有机污染物等，采样时避
免在施用农药、化肥后，确保采样的
准确性。

丹凤县环保局局长贺有强介绍
说，通过监测相关村庄环境质量现状
和基数，将为该县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积累宝贵的基础资料。下一步在对
农村空气、土壤和水环境定点监测的
同时，相关部门也将继续加大乡村村
庄改造、河道清理和农户污水纳管工
作力度，为建设美丽乡村、实现天蓝
地绿水净添劲加力。

李涛仵博

丹凤启动农村环境质量监测
选取 3个典型村庄，监测气、土、水

本报记者杨涛利巴州报道 记者
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了
解到，今年和硕县高效节水面积达
53.61 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 80%，较
去年提高 6.2%，全年完成水利建设
总投资 7643.23万元。

据 了 解 ，和 硕 境 内 有 清 水 河 、
曲 惠 沟 、乌 什 塔 拉 河 3 条 山 溪 性 河
流 以 及 从 开 都 河 引 水 的 解 放 二 渠
北 干 渠 。 地 表 水 年 均 径 流 量 为
2.077 亿 立 方 米 ，年 引 地 表 水 为
1.33 亿立方米，年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2.23 亿立方米，年 可 开 采 量 为 1.47
亿立方米。水资源相对短缺，属于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25 个 干旱易灾
县之一。

近几年，和硕为解决水资源相对
匮乏的状况，积极把农田高新节水工
作，把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落
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节水型社
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改善

民生及促农增效增收的大事来抓。
仅今年全县新增高效节水面积 4.15
万亩，对 5.03 万亩土 地 灌 溉 条 件 进
行 了 改 善 ，新 修 防 渗 渠 道 20.3 公
里 ，维 修 灌 溉 渠 道 107 公 里 ，新 增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1.2 平方公里，
全 年 完 成 水 利 建 设 总 投 资 7643.23
万元。

为提高农牧民群众的高新节水
意识，和硕县还大力通过以会代训、
举 办 专 题 培 训 班 和 加 大 宣 传 及 组
织农牧民观摩、加强高效节水专业
技术培训等方式，增强广大农牧民
对 土 地 实 施 高 效 节 水 的 认 知 度 和
积极性。

和硕县水利部门有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突飞猛进的高新节水技术和
已逾八成的滴灌土地，不仅使得和硕
县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而且农牧
民也获得了作物增产增收，收入连年
增长的实惠。

和硕采用新技术实现高效节水
节水面积占总灌溉面积八成

本报通讯员孙俊杰青岛报道 山
东省青岛市从县域监测和村庄监测
两个层次开展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
测。监测结果显示：胶州市和即墨市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状
况基本稳定。

长期以来，我国重点关注的是城
市环境保护，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基础
相对薄弱，农村环境监测与环境质量
评价开展得很少。随着新农村建设
的推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
益凸显，开展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迫在眉睫。

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环境质量
监测工作，2015 年青岛市农村环境
质量试点监测以县域为基本单元，
包括县域监测和村庄监测。

在县域监测层次，选取了即墨市
和胶州市开展地表水水质和生态状
况监测；在村庄监测层次，选取了胶
州市洋河镇东王家庄村、九龙街道办

事处南辛庄村、铺集镇高家庄村和即
墨市鳌山卫街道办事处马山前村、温
泉街道办事处东四舍村、刘家庄镇刘
家庄三村 6 个村庄，开展环境空气质
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和土壤环境质
量监测。

其中，环境空气质量、饮用水水
源地水环境质量、县域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分 别 监 测 4 个 频 次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和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均 监 测
1 个 频 次 ，全 年 共 获 得 有 效 监 测 数
据 1700 个。

2015 年青岛市的农村环境质量
试点监测工作，在青岛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精心组织和相关区市监测站的
密切配合下，按照相关 监 测 规 范 和
评价标准开展了监测与评价，获得
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积累了农村环
境监测的丰富经验，为下一步全面
开展农村环境质量监测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青岛监测县域和村庄环境
下辖区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浙江省天台县南屏乡南黄古道是浙东知名的赏枫胜地。随着天气转冷，
古道两侧的枫叶纷纷随风飘落，一时间，落叶满径，自成一景。

徐平 陈再明供图

编者按

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解决了
一大批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农村环
境保护展现出良好发展态势。美中
不足的是，由于投入长期不足，致使
有些地方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不能
正常运行。一些沼气项目建成后，
运行困难、利用率低，效益不能得到
有效发挥。有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项目管网入户率低、收集率低，特别
是一些偏远村庄，已建成的环保设
施无人管护。

而 重 庆 市 金 凤 镇 通 过 几 年 摸
索，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子，确保
农 村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建 得 起 也 用
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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