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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发挥职能，

按照“标准引领、试点先行、总结模式、全面提升”的思路，在全省率先部署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化建设，选取 8

个村作为试点先行先试，总结经验。他们以农村垃圾和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牵头12个部门，

起草、制定了 8 项省、市地方标准，为全市乃至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范化、标准化推进积累了经验。10 月 14 日，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化建设现场会在宝鸡召开，会上推广了宝鸡经验。

垃圾乱扔、干湿垃圾混在一

起填埋……长期以来，这种处理

垃圾的方式，不仅导致污染，而

且浪费了可再生资源。坚持“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实现源

头减量、综合利用、科学治理，

是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标准的基

本要求。千阳县张家塬镇双庙塬

村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回收利

用，改善了人居环境，既环保又

节约。

10 月 14 日，记者在双庙塬

村垃圾分类回收中转站（以下

简称中转站）看到，地面上废旧

衣物鞋袜、废旧塑料袋食品袋、

废旧书本报纸、废铁、白酒瓶等

生活垃圾存放在固定区域。外

面的墙上，张贴着一张农村垃

圾收购价格清单，废旧衣物

鞋袜 0.3 元/ 每公斤、废

旧电池0.1元/每公斤、废

旧书本报纸0.9元/每公

斤……“村民可将塑料

类、纸箱类、瓶子类、金

属类、旧衣服类等可回

收垃圾在家分类，然后

拿到中转站称重后，按

照市场价格兑换积分

（一元钱兑换一分），大

家可根据兑换的分数前

往爱心超市购买相应价

格的生活用品。不

愿兑换积分的，

可直接以市场价

格将垃圾卖给中

转站。中转站会将收

购的垃圾细分成 8 类，统

一转运到县城的收购站回收，

变废为宝。”村党支部书记师保

卫介绍道。

那么，建筑垃圾、电池等不

可回收和有害垃圾，他们又是如

何处理的呢？据了解，镇上环卫

站会定期将村里的不可回收和

有害垃圾，运送至县城的垃圾处

理厂规范处理。

“自从有了中转站，乱扔垃圾

的现象消失了，村民将家里的垃

圾都分门别类卖钱了，村里的环

境越来越好！”师保卫高兴地说。

高新区马营镇凉泉村是唯

一一个城中村试点村，该村在生

活垃圾治理方面实行公司化管

理模式，基本实现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

凉泉村内企业、门店众多，

每天会产生众多垃圾，为此，村

上专门建了 4 个露天垃圾场。然

而，每到夏季，蚊蝇乱飞、臭味刺

鼻，加之一些商户、村民为图方

便，经常将垃圾顺手倒在垃圾场

外面，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

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

化建设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作为

试点村之一的凉泉村，积极开展

生活垃圾治理行动，他们第一时

间拆除了露天垃圾场，投资 1.48

万元修建了垃圾存放处，并与环

保公司签订《垃圾清运合同》，村

上派专人每天挨家挨户收垃圾，

将其统一送到存放处，由环保公

司派专人用压缩车将村里的垃

圾运送到垃圾处理厂，进行规范

化处理。

农村美不美，水是一面镜子。

然而，长期以来，全国各地

的村子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状况：

生活污水随意排放、臭气熏天，

这些无疑影响了农村的“颜值”和

“气质”。

坚持问题导向是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方

法。我市在制定农村污水治理规

范时，充分考虑村庄功能、人口、

地形地貌、气候等特点，以及农

户生活习惯、庭院布局等因素，

对污水管网、污水收集、污水处

理、运行管理等提出了基本要

求，引导村子合理选择治理模

式和处理工艺，实现污水资源利

用、达标排放。 

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

化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眉县

横渠镇文谢村、陇县东南镇纸沟

村，通过建设污水处理氧化塘和

污水净化池，科学、环保地净化处

理生活污水。

眉县横渠镇文谢村有 443 户

1822 人，由于没有排水管道，村

民直接将生活污水当街排放，一

到夏天臭味难闻，严重影响了生

活环境。

为破解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问题，净化村民生活环境，今年 7

月，村上投资 150 万元，启动建设

2000 平方米的污水处理氧化塘。

经过 3 个月的紧张施工，污水处

理氧化塘建成，目前正在进行最

后的管网连接工作，预计月底可

全部完工，投用后污水日处理量

将达到 100 立方米。

据 了 解，

污 水 氧 化 塘

处 理 方 式 主

要 是 通 过 管

网 将 每 家 每

户 的 污 水 排

放到厌氧酸化

池进行酸化处

理，然后通过沉

淀、挡杂，排放到

氧化塘，再利用砂

石和芦苇等水生植

物对水质进行过滤、净

化后，用于农田灌溉，

这种污水处理方

式既环保又实现

了水资源的二次

利用。

陇县东南镇纸沟村共有 5 个

村民小组，459 户 2050 人。其中，

304 户在移民搬迁时统一铺设了

排水管网，村民将生活污水直接

排到自家院内的沉淀池，沉淀后

用于田间沤肥。剩余 155 户中，有

70% 的村民通过排水管道将污

水直接排到了渠中，时间一长，这

条渠就变成了臭水沟。

为净化人居环境，今年7月，

纸沟村启动了污水净化池（两

座）建设，他们计划铺设 8.9 公

里的主排水管网，与各家各户的

管网相连接，污水可经过主管网

排入污水净化池，通过砂石和芦

苇等水生植物过滤和净化后，用

于农田灌溉。据了解，目前设计

方案已完成，预计 12 月中旬建

成投用。

整齐的瓷砖墙壁、洁白的陶

瓷蹲便器……在太白县鹦鸽镇流

沙崖村，村民关科娃家里改造完

的厕所干净整洁，没有一点异味。

“这是沾了‘改厕工程’的

光，过去我家使用的是旱厕，夏

天蚊蝇乱飞，院子里臭气熏天，

冬天十分寒冷，老人和孩子上厕

所很不方便。如今用上了水冲式

厕所，干净整洁又卫生。”关科娃

高兴地说。

正如关科娃所言，旱厕不

仅卫生状况差，而且容易滋生

病菌，更严重的是易引发传

染性疾病。农村改厕迫在

眉睫！

农村厕所怎么

改？我市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标准

化建设中，对厕

所类型、卫生、

粪污处理、公厕

管理等提出要

求，为农村改

厕及管理使用

提供了依据。

太白县鹦

鸽镇流沙崖村、

陈仓区周原镇

文广村因地制宜

实施厕所

改 造 工

作，不仅

改 善 了

农村人居环

境，而且极大提升

了村民的幸福感。

太白县鹦鸽镇流沙崖村位于

太白山脚下，全村共2个村民小

组，139户村民，其中94户移民搬

迁时，统一建了沼气式或水冲式厕

所。剩余的45户村民一直用的是

旱厕。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中，

流沙崖村按照县上统一安排，为每

户村民补助550元，并免费为其提

供三格化粪池、蹲便器和蓄水箱。

村民安装时只需一个电话，技术人

员就会免费上门服务。据了解，截

至目前，45户村民中已有12户村

民用上了这种环保型厕所。

“真没想到我们也能用上这

种‘洋厕所’，按一下水箱上的按

钮，水一出来就冲干净了，粪便

经过管道进入化粪池，经发酵、

沉淀后，就能用于田间沤肥，既

干净又环保。”该村党支部书记

关文长说。

陈仓区周原镇文广村村民

长期以来也用的是旱厕。他们因

地制宜，将旱厕改成了双瓮漏斗

式厕所。截至目前，全村共有 800

户村民已正式使用这种厕所。

据了解，这种厕所主要由蹲

便器、过粪管、前瓮、后瓮、斜桥

过粪管组成，粪便由蹲便器到前

瓮（发酵瓮），发酵好后再到达后

瓮贮存，两瓮间由过粪管连接，

具有密封好、无渗漏、耐腐蚀、易

拆装、寿命长等特点，厕内清洁、

无蚊蝇，基本无臭，可使蚊蝇密

度降低 61%，肠道传染病减少

76.1%，使用该厕所发酵后的肥

料能达到灭虫杀菌、粪便无害化

的标准。

村容村貌是农村环境面貌的

综合反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相关标准制定过程中，根据不同

地域特点，体现差异化和多样化，

最大限度保留乡村特色。  

“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宝鸡

转转，特别是去凤翔县的六营村，

那里的泥塑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10 月 8 日，家住甘肃

省天水市的李维英给同事讲自己

的国庆之旅。六营村的泥塑让她

印象深刻，虽然回到天水，但一想

起那些颜色鲜艳、活灵活现的手

工艺品，李维英仍意犹未尽。

其实，六营村不仅是泥塑村，

还是“颜值”很高的美丽宜居村。

仿古照壁、木质牌坊、茅草亭子

……这些古朴元素，彰显了这个

村子的独特性。

近日，记者来到六营村。一

进村，一座典雅宏伟的木质牌坊

映入眼帘，“泥塑村”三个大字，在

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穿过牌

坊，脚下是青砖路，四处全是青屋

顶、白墙面的民居。朝南走四五分

钟，占地 5 亩的农耕园便出现在

眼前，水泥雕塑“黄牛”正在“拉犁

耕地”，广场四周墙面上挂着的犁

耙、扁担、箩筐等众多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农具，格外引人注目；和

农耕园紧挨着的是占地 1800 余

亩的牡丹园；不远处的戏楼里，

秦腔自乐班正在演出，声情并茂

的表演赢得了台下群众的阵阵掌

声，好一幅悠闲快乐的农村生活

场景！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

化 试 点 工 作

中，六营村坚

持规划先行，

大 力 开 展 村

庄美化。村上

先后出资新建

了农耕园、牡丹

园，并在民俗广

场南侧、秦文北路

打造了 25 亩花海、

两公里花带，不仅让

村容村貌变得更靓丽，

而且推动了该村旅游

产业的发展。

如果说美化

是凤翔县城关镇

六营村提升“颜值”的

“杀手锏”，那么净化就是凤县黄

牛铺镇东河桥村打造干净整洁村

容村貌最有效的手段。

走进东河桥村，徽派建筑

风格的民居整齐划一，村庄干净

整洁，四周山清水秀，岭南风情

甚是浓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

准化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以后，东

河桥村在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的

基础上，探索建立了长效工作机

制。村上以组为单位，把全村划

分为九个网格，村民只需打扫自

家庭院和门前卫生，公共区域卫

生由组里安排专人负责打扫。为

确保成效，村上每天都会对每个

组逐一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后，

现场督导整改。此外，他们还对

村民房前屋后乱搭乱建、乱贴乱

画现象进行了整治，使房前屋后

亮堂又整洁。

（本版稿件、照片均由本报记者邵菲菲采写、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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