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扰农村垃圾处理的因素很多， 最突
出的问题是思想认识不到位， 资金投入
不足。 由于农民对垃圾危害了解不足，
在处理垃圾上显得极为随意。 因此， 要
搞好宣传教育， 通过环保下乡、 科普宣
传等形式， 引导农民改变生活陋习， 树
立文明生活意识。 同时要健全运行机制
和提供经费保障。 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
分期分批地投入到农村， 逐步解决农村
垃圾处理资金不足的问题， 尽早结束农
村垃圾无人管理的历史。

治理农村垃圾是天下难事， 范围广、
任务重、 难度大， 既不是一地一事之举，
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必须靠制度、 靠长
抓不懈。 创造了“攸县经验” 的时任攸
县县委书记邝邹飞回顾几年来的实践深
有感叹地说， 城乡环境卫生同治既要不
断创新， 又要长期坚持。 一项好的举措，
一开始人们不理解， 认为是在做秀， 但
是一抓到底， 不打“退堂鼓”， 连续抓几
年， 一定能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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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慧文

农村垃圾咋处理？ 这是我国农民物质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
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农村生活垃圾量急剧增长， 严重污染
了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环境， 威胁着人们
的身体健康。 农村垃圾的有效处理已成为
我国亟需解决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关于农村环境卫生， 曾流传着不少戏
言： “垃圾靠风刮， 污水靠蒸发”， 一些乡
镇镇区甚至县城城区 “屋内现代化， 屋外脏
乱差”，“一条道路两排房， 房后就是垃圾场”
的现象不在少数。 “绿树掩映红砖楼、污水街
道四处流， 苍蝇蚊虫嗡嗡叫， 废弃垃圾到处
有”，是许多富裕起来了的乡村的概貌。

湖南省爱卫办一名负责同志指出， 长期
以来， 由于农村部分地区居民存在不良的卫
生习惯， 交通沿线、 房前屋后、 江河渠边垃
圾随处可见， 脏乱差的现象比较突出。

一是垃圾数量猛增。 据专家测算， 农村
人平日均产垃圾 0．4-0．9 公斤 ， 若以 1 个
3000 常住人口的村庄为例， 按中等水平每
人每天产生 0．6 公斤垃圾计算， 这个村子 1
天产生的垃圾就是 1800 公斤， 1 年达 657
吨之巨。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 又
触目惊心的现状。 农村生活垃圾由过去易自
然腐烂的菜叶、 瓜皮发展到塑料袋、 塑料薄
膜、 快餐盒、 废电池、 碎玻璃、 石棉瓦等，
垃圾中不可降解物大量增多， 很多人将这些
没有人回收的垃圾随处倾倒， 这样就出现了
大量垃圾围城、 围村、 围河、 围路的现象。

二是环卫设施缺乏。 在农村乡镇甚至县
城， 垃圾清运车、 垃圾桶、 果屑箱等装备和
设施严重不足， 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

三是垃圾收运无制度。 尤其是经济欠发
达的农村， 垃圾收运处于无人管理状态， 农
民乱丢乱倒垃圾的现象司空见惯， 加剧了农
村环境污染。

������一栋栋新颖别致的农
家别墅、 一条条整洁干净
的道路， 一片片碧绿葱翠
的绿化带———9 月 18 日至
21 日， 记者随 “三湘农民
健康行” 集中采访团走进
湘潭的湘乡市、 株洲的攸
县、 长沙的浏阳市， 看到
的是一派新农村的美丽画
卷。 记者获悉， 湖南省于
2010 年 8 月全面启动了城
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 3
年 来 ， 以 解 决 城 乡 环 境
“脏 、 乱 、 差 ” 问题为重
点， 各地因地制宜地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整洁行动。

在探索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模式的过程中，各
地涌现了一系列比较好的
做法和经验。尤其是株洲的
攸县，更是以高起点、大投
入扮靓城乡面貌，先后获得
了 “省级卫生县城”、“全国
绿化模范县”等一系列荣誉
称号 ，创造了引人瞩目的
“攸县经验”。

近 3 年 来 ， 攸 县 以
“洁净攸县 ” 大行动为目
标， 深入推进城乡环境卫
生同治， “城镇客厅化”、
“农村公园化” 等先进理念
深入人心。 攸县财政每年
拿出专项经费 1000 万元 ，
其中的 500 万元按每村 1
万元的标准补贴到村， 用
于村庄洁净行动费用。 在
农村推行 “分区包干、 分
散处理、 分级投入、 分期

考核” 为主要内容的 “四
分模式 ” 整治农村垃圾 。
将村级卫生区划分为村级
公共区和农户责任区， 村
级公共区由村集体出资 ，
聘专人进行日常保洁维护；
农户责任区要求各农户落
实包卫生、 包秩序、 包绿
化的 “三包” 责任制。

同时 ， 攸县在坚持分
类减量就地处理农村垃圾
工作中坚持三步走， 成功
突破了农村垃圾处理难题。

第一步是实施分类减
量处理。 攸县引导村民按照
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
分户分类入桶入池， 通过
“回收、堆肥、填埋”方法化整
为零，就地处理。 做到厨余
垃圾就地堆肥还土，就地消
化；对于可回收利用废旧物
资由废品回收人员集中回
收；有害垃圾和难以回收的
其它垃圾采取乡村集中收
集后，转运县城垃圾无害化
填埋场集中处理。 乡村垃圾
通过分类减量后，基本实现
可处理垃圾不出村组，85%
以上的垃圾得到就地处理，
只有 15%的剩余垃圾需要
转运处理。

第二步是建好配套设
施。 政府出资为全县农户配
备垃圾桶或垃圾池 13 万
个， 普及率超过了 80%，在
村组人口密集处建设垃圾
分类处理池，基本上实现了
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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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经验”引关注

美丽村庄遭遇
“垃圾洗礼”

———株洲市“攸县经验”值得借鉴

咋处理？
������第三步是抓规模养殖和生活污水处
理。 攸县是全国瘦肉型商品猪生产基地和
湖南省商品猪生产重点县， 畜禽饲养污染
一度是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为有效
处理畜禽粪便污染， 攸县在饲养场推广应
用粪便堆肥技术、 厌氧生物技术和生物发
酵零排放技术等先进治污技术， 实现了畜
禽污染的就地防治。 同时在全县农村建设
沼气池 2 万余个， 资助农户建设家庭氧化
池，处理农户家庭产生的粪便和生活污水。

此外， 攸县还对环卫清扫保洁推行市
场化运作。 部分有条件的乡镇镇区和村级
公共卫生区清扫保洁承包给有实力、 有经
验的物业公司， 实现卫生保洁市场化， 提
升了农村卫生保洁水平。

通过整洁行动，农村的垃圾不乱倒了，
家禽不乱养了，村庄变身大花园了，老百姓
的心情也舒畅了。 “经济发展好，身体要更
好；收入高，不如幸福指数高。”这是记者在
采访时，攸县一位老百姓给出的答案。

2011 年 10 月 30 日，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湖南省人大
常委会调研组形成的 《攸县城乡同治、 创
新社会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推广》 的调
研报告作出重要批示： “要把农村环境整
治作为环保工作的重点， 摆在突出的位
置。 攸县城乡同治的经验值得重视。 攸县
的经验材料可由国办转发各地参阅。”

农村垃圾处理
非一朝一夕之功

图为攸县酒埠江风景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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