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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
从“村庄清洁”行动开展至今，

全省共清理垃圾点位 28 万余个，清
除裸露垃圾 140 万余吨。全省划定禁
养区 4968 片，共 5.29 万平方公里。
建成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场点
170 个，年处理能力达 100 万头，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初步建
立。如今，广大农村环境优美、道路
干净有序。

2021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第三方监测报
告显示，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监
测总成绩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三。

    

常态化推进还需着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村庄清洁”

行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暴露
出不少问题。其中，县、乡（镇）两
级环卫清扫、清运能力弱，垃圾收运
设备老化、数量不足，导致城乡一体
化保洁运维难以持续。此外，村庄内
长效清扫机制尚未建立，村庄常态化
清洁需求无法满足等问题突出。

同时，垃圾处置短板也很明显，
农村垃圾就地焚烧、城乡一体化转运
利用难等，对大气、土壤和村庄环境
造成二次污染的风险很大。而村内清
洁受财政、村集体经济、公益岗位设
置等多种因素制约，自然村普遍缺乏
专职清洁保洁人员，日常卫生维护主
要靠村干部义务劳动，偶尔组织群众
投工投劳进行大清扫，缺乏可持续性，
卫生死角和裸露垃圾较多。

此外，在“村庄清洁”行动中，
未能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工作，不同程
度存在“一刀切”问题。比如，在禁
养区划定中，根据国家和省里有关规

定，主要设置在水源地、生态敏感区
等，但部分地方为杜绝畜禽粪污，推
行全面全域禁养等举措，不符合农村
实际，存在不合理性。

    

携手共建长效机制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人

士认为，解决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
是巩固和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首要环节。各地
应结合实际，多措并举补齐清扫保洁
长效机制短板，在有条件的村庄、社
区，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运
用市场化、城乡一体化保洁机制来持
续推进。对不具备推广市场化和城乡
一体化保洁的边远村庄，可采取政府
投入与督促整改相结合的办法，通过
增加公益性保洁岗位、帮助购买和更
新清运设备、设置科学合理的绿色焚
烧利用设施，帮助村庄形成常态化清
洁机制。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士表
示，“村庄清洁”行动是持续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爱国卫生运动的一
项基础性工程。各级政府部门应当破
除“包干”心理和组织投工投劳工作
模式，通过卫生志愿队、医疗队、党
员先锋队等进村，做好宣传工作、普
及卫生常识，提高村民爱护卫生意识、
转变不良生活习惯，推动“村庄清洁”
行动融入日常。同时，还应积极创新
思路，探索和推广“卫生积分兑换生
活用品”，发动中小学生“小手牵大
手”监督和带动家长积极参与等有效
方法。此外，可通过“文明家庭”“文
明村组”“美丽庭院”等评选，提升
群众爱护卫生的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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