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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X

观。今年3月初，农业农村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财政部公布了“2020

年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

激励候选县”公示名单，因出色完

成农村“厕所革命”任务，开远市

作为20个候选县之一榜上有名。

须建管并重

在滇西北某市位于景区的一

个村子，记者曾见到这样一座农村

公厕：这座建设于2019年的公厕设

立在比公路低半米的土洼里，排水

系统根本没法工作，洗手台的水龙

头早已不知去向，水管里没有一滴

水，地面脏污不堪。附近村民说：

“厕所改造没多久，下水道就堵塞

了，由于一直没人管，一下雨厕所

里的污物漫得到处都是，根本无法

使用。”

这反映出了云南部分农村“厕

所革命”中存在的不足。目前，

“厕所革命”建设在户厕改造中

还有一定阻力，改造任务依然艰

巨。全省农村卫生户厕覆盖率为

57.49%，还有近300万户未达卫生

标准的户厕和无厕户需要改建；改

厕模式单一、改建成本高、异味明

显、管理困难等情况突出，无害化

卫生厕所改造模式选择及技术运用

能力不足，相关模式仍需要进一步

探索。

同时，管理问题还比较突出，

日常管护机制还有待完善。部分地

区管理和建设部门对“小厕所服务

大民生”认识不足，未能充分意识

到这个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和对乡村

振兴的意义。因重建轻管，导致厕

所建设和粪污收集、储运、资源化

利用及后期管护脱节，管理制度不

够完善、卫生保洁不及时，制度执

行不严，污水处理设施覆盖不足，

生活污水和厕所粪污协同处理不到

位，粪污无害化处理水平低。

对此，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农村“厕所革命”专

项小组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云南

将在“三年行动计划”结束后持续统

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首先，在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

公厕全覆盖的基础上，提高规模较

大自然村无害化卫生公厕覆盖率。

以偏远山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为重

点，稳步提高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覆盖率。加大农村改厕技术指导和

检查验收力度，完善厕所改建、监

督、检查和考评机制。

其次，参照农村厕所改造、

管护国家标准和《云南省农村厕所

改造建设技术指南（试行）》，因

地制宜地选择推广适宜的技术和改

厕模式。在高寒山区、干旱缺水等

不具备建设水冲式厕所的地区，推

广改造粪尿分集式、双坑交替式、

双瓮漏斗式等模式的无害化卫生户

厕。指导各乡镇、村组选择合理、

方便的公厕和户厕位置，避开饮用

水水源地、河道等水环境敏感区；

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粪污资源化利

用模式，做好厕所粪污收集、处理

利用工作，严禁将厕所粪污随意直

排，防止出现新的污染。

再次，在管理机制上，将积

极采取和推广多方参与管护制度。

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在

有条件地区探索建立财政补助、村

集体补贴、农户适量付费相结合的

管护经费保障制度，引导群众参与

厕所日常管护，并引入市场主体参

与管护，使农村厕所改得好、建得

好、管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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