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工程牵动大革命

创优模式凸显新作为

我市强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涵 养 绿 水 青 山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

入贯彻中央、省委和市委关

于开展农村改厕工作的部署

要求，把“厕所革命”作为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抓

手，摆上突出位置，树立有解

思维，压实工作举措，完善推

进机制，农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农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明显提升。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65.7万户，其中今年新改厕所

39.72 万户；共有 458个行政

村完成了整村推进改厕任务，

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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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厕难！以前，城里人到农村，或进

城者返乡，若问有哪些方面不适应，绝大

多数会如此回答。的确，挖个土坑摆块

砖，猪圈相连臭熏天，这是不少农村“土茅

房”的真实写照。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城里

人回农村，上厕所是难题，味道难闻不说，

蚊子苍蝇绕来绕去，真是个熬人的事儿。

厕所是农村人居环境的最大短板，厕所改

不好，就称不上建成美丽乡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装备部

副主任、驻方城县二郎庙镇滹沱村第一书

记杨晓鹏告诉记者，农村地区 80%的传染

病是由厕所粪便污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

的，常见的有痢疾、霍乱、肝炎、感染性腹

泻等。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厕所虽小，情

系民生。”正是怀着对百姓福祉、城乡文明

的高度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厕所

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这项工作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

进，努力补齐这个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

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

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担负着一库清水

永续北送的重大历史任务。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保持天蓝地绿山青水美，对于南

阳来说，责任尤为重大、使命尤为光荣。

为此，2018年 8月，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的号角响遍全市 4638 个村庄。

“厕所革命”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

中之重，一条条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全面

铺开；一笔笔真金白银精准投入，鼓劲提

气；一套套“组合拳”犀利实用，打出了威

力、打出了成效。仅今年，全市就有近 40
万户农家拥有了无臭气、无蚊蝇、无污染

的如厕之地。

科学统筹知责，“一规到底”。我市逐

项制定计划表、画出作战图，按图索骥抓

实施，同拧螺丝抓推进，精敲点位抓落实，

以乡村规划为引领，统筹安排各类资源，

充分考虑当地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特点

和农民群众需求，科学规划改造农村厕

所，与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危房改造、村容

村貌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一体

化推进。政府重点抓好规划引领、标准制

定、政策引导、示范推广和资金扶持等。

同时，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广泛动员

农民参与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工作。

率先垂范尽责，“一抓到底”。市委书

记张文深、市长霍好胜对农村厕所改造工

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突出群众主体，坚

持问题导向，严格质量管控，做好排查整

改，好事办好。市委副书记曾垂瑞、副市

长李鹏等市领导多次带领相关部门负责

人暗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厕所改造工

作。各县市区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

靠前指挥，科学调度，统筹安排，强力推动

此项工作干出经验、干出感情、干出成效，

呈现出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可喜局面。

镇平县认真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抓

农村人居环境的要求，县委书记主动协调

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多次带领乡镇

（街道）书记和乡镇长（主任）实地观摩农

村户厕改造工作，现场打分排序，共发放

奖励资金 350万元，推动全县改厕工作深

入开展。

正反激励强责，“一评到底”。及时成

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实施方

案，科学指导全市农村厕所改造工作。多

次组织召开全市农村厕所改造培训会，编

写印发学习材料，规范改厕技术标准，细

化改厕验收办法。按照“一周一报进度、

一月一排序通报、一月一次现场推进会

（每次现场会奖励 100万元）、一季度在南

阳日报上一公示”的工作推进制度，先后

在内乡、南召、方城、宛城、邓州、西峡等县

市区召开现场推进会议，对全市农村“厕

所革命”工作进行总结部署，通过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全市改厕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逐步提高，比学赶超氛围日益浓厚。

社旗县把改厕工作纳入全县大督查范围，

由县大督查办负责，加强巡回督导检查，

有效提高了改厕质量。

“两块砖一垫，石棉瓦一围，脏乱差不

说，上个厕所都臭不可闻！”西峡县田关

镇曹沟村的张老汉回忆过去捏着鼻子上

厕所的经历，仍然头疼不已。“现在多好，

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水厕，过上了城里人一

样的生活，就算冬天上厕所也不用挨冻！”

民生福祉，枝叶关情。用来丈量改革

发展的，可以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

厦、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一个个

震惊世界的伟大工程，也可以是身边一座

座小小的厕所。这样的标尺，并不因它的

渺小而显得微不足道，而恰恰是它的细

微，让恢宏的时代变化在诸如张老汉这样

的普通村民眼中愈发真切。一户户农家

的一个小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变成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厕所革命”。

创活形式分类施策。我市结合经济

社会发展实际，合理制定农村户用厕所改

造目标任务和推进方案，扎实有序安排农

村户用厕所改造工作；科学选择改厕模

式，防止生搬硬套和“一刀切”，杜绝形象

工程。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

全市划分为三类区域：一类区域有宛城

区，二类区域有邓州市、卧龙区、高新区、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官庄工区和鸭河工

区，其余县区为三类区域。各县市区因

村、因户施策，开展技术创新，灵活选择改

厕模式，并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将改厕与污水治理同步推进。在城郊村、

乡镇政府所在地等区域铺设污水管网，推

广使用完整下水道式水冲厕所，积极纳入

城市污水管网集中处理；在经济条件较

好、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庄建设污水处理

站，设置沉淀池，铺设管网将农户贮粪池

与污水处理站连接；在集体经济较强、区

位偏远的村庄，联户联村建设规模较大的

三格化粪池，通过管网或人工抽粪的方

式，将粪污导入三格化粪池进行无害化处

理。在部分集体经济一般、区位偏远的村

庄推广使用塑料三格式化粪池、双瓮漏斗

式厕所，收到了经济实用、质量可靠、环保

耐用的效果。强化示范带动。开展县、

乡、村、户多个层面的试点示范，带动农村

户用厕所改造工作深入推进；坚持短期目

标与长远打算相结合，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持之以恒地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工

作。实行一月一次现场推进会的工作推

进制度，每月选择一个先进县市区召开现

场会，及时对全市农村厕所改造工作进行

总结部署。

创新制度保障资金。加大财政投

入。中央、省级财政都安排了农村户用厕

所改造补助资金，市级财政采取以奖代补

方式对先进县市区予以倾斜，各县市区财

政结合自身财力状况，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安排财政专项奖补资金。各县市区还

建立了后续管理资金保障机制，有效保障

改厕管护机制落实及日常工作正常开

展。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推广

应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模式，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户用厕所改造，引导

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资捐

物、结对帮扶等形式，支持农村厕所改造

和运行维护。倡导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

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农村改厕。积极

引导农户参与。鼓励农户以自备砖、砂

石、水泥等建筑材料和投工投劳等形式参

与农村厕所改造。全市今年以来共投入

资金 7.9亿元，其中争取中央、省财政资金

2.04亿元。

创优质量严格管控。各县市区将质

量监管贯穿改厕工作全过程，不断强化质

量意识。严格落实国家、省级部门出台的

技术标准，严格产品准入、严把产品质

量。建立“四统一”管理机制，即统一设计

方案、统一产品标准、统一施工规范、统一

运维管理。采用以会代训、专题培训等方

式，对乡镇分管领导干部和施工人员进行

知识讲授。组建农村改厕监管验收工作

组，深入乡村组户改厕施工现场，巡回指

导把关，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改一

户、成一户、群众满意一户。邓州市制定

了《农村户厕无害化改造第三方验收办

法》，明确了验收标准、验收内容和验收办

法，与第三方验收企业签订验收合同。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下发了《关于切实做

好一体式化粪池和厕具产品质量监管工

作的通知》，对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明确要求，严格管控市场上改厕产

品的质量。

厕所虽小，但谁也离不了，牵着民生，

连着文明。无论从改善农村环境，还是保

障村民健康，乃至乡村文明建设的角度，

“厕所革命”都是关乎全市农民群众生活

品质和民生获得感的一项“以小见大”的

工作。

建设是基础，管理更是个细致活儿。

管护服务机制怎么建立？我市树立“三分

建设、七分管护”理念，配套建立粪污收集

利用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厕所粪污分散

收集、集中收集或接入污水管网统一处

理，确保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机衔接、

统筹推进。明确粪污抽取、转运、贮存的

责任主体，落实粪污收集资金，确保粪污

有人清运。对不能就近就地及时利用处

理的，以村（组）为单位建立贮粪池集中处

理，严禁随意倾倒粪污。优化后期维护。

探索建立农村厕所管理运营的社会化组

织，成立维修服务队，明确专业维修人员，

张贴维修电话，定期上门服务，切实解决

改厕的后续维修问题。加强教育引导。

户用厕所改造，改的是厕所，变的却是村

民的思想。在推进农村改厕的同时，加

强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引导，在明显位置

张贴使用须知，让群众正确使用改造后

的厕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确保建好

一个、管好一个、用好一个。设立农村厕

所改造服务热线，在南阳日报及县市区

政府网站上公布市、县、乡三级改厕服务

热线，安排专人加强值守，详细记录来电

日期、来访人姓名住址电话、来访事由、

处理办法及回访情况等信息，收集群众

意见，解答群众疑问，化解各种矛盾，提

高群众满意度。

驰而不息，笃定前行。下一步，我市

将继续强化“小厕所、大民生”理念，着力

破解好四大难题。从“要我改”到“我要

改”，着力破解群众“不想改”难题。受传

统生活习惯影响，加之宣传发动不充分，

当前还有一些农民群众对改厕工作不积

极、不主动。为此，将把宣传发动工作贯

穿农村改厕全过程各环节，把群众满意不

满意作为评价标准，做深做细做透舆论引

导，让老百姓充分了解改厕目的、意义和

扶持政策，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改厕的自

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各级党员干部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把自家厕所改造

好、改到位，让村民们从身边的变化亲身

感受到改厕的好处，实现从“要我改”到

“我要改”的转变。各级政府重点做好组

织引导，把选择权交给农民，不搞行政命

令、不搞“一刀切”、不搞大包大揽，防止出

现农民成为“局外人”现象。

从“产品关”到“验收关”，着力破解质

量“不过硬”难题。改厕质量是“厕所革

命”成败的关键，必须严格把好关口，全面

加强质量管理。严格确定选材的质量标

准和技术参数，杜绝使用质量低劣产品；

强化材料设备现场抽样送检，由专人或专

门机构进行质量把关。强化施工全过程

监管，探索建立由乡镇政府主管、第三方

监理、村民代表监督的全方位监管体系。

由培训合格的施工人员严格按标准要求

进行改厕，或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组

织村民进行施工。以县为主体，制定完善

农村改厕验收标准和办法。改厕施工结

束后，由县级组织有关部门、乡镇工作人

员逐户验收，将群众使用效果、满意度等

纳入验收指标。对于农户不满意且理由

合理的，则不能通过验收。

从“单一式”到“多样化”，着力破解服

务“不到位”难题。把粪污收集和利用作

为重要问题优先考虑，配套建立粪污收集

利用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厕所粪污分散收

集、集中收集或接入污水管网统一处理，

确保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机衔接、统筹

推进。以农业循环、就近消纳、综合利用

为主线，与农村庭院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

相结合，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粪污资源化

利用模式。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全市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用党员干部辛苦指数的“加

法”，做细“土厕”的“减法”；用有位无为的

“除法”，做实群众幸福指数的“乘法”，从传

统、简陋、脏乱到干净、整洁、方便，改厕体

现了管理者的为民情怀和不懈追求，折射

出南阳的文化品位和文明程度。抓实抓细

抓好、用心用情用力，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必将让村民居住得更方便、更舒心，

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