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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创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基本制度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十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是十部门第一次以联合发文形式
推动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的开展。可以说，该指导意见的出台，将对农村地区环境的治理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为深入理
解文件精神，记者日前采访了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副司长王旭东。

 农村垃圾“非治不可”

 记者：我国农村垃圾治理的紧迫性在哪里？为什么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王旭东：过去，农村垃圾治理不成问题，完全可以靠自然的消纳能力实现自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生
活方式的变化，农村垃圾治理逐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农村处理不了了。为什么要下大力气来治理农村垃圾？因为现
在的农村垃圾不治理不行了，它已经严重污染到农村的土壤和水体，甚至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我们在调研时发现，有
些地方的井打得越来越深，因为垃圾污染了一部分地表水。因此，农村垃圾治理关乎着国民的健康。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此次十部门联合发文推动农村垃圾治理，体现了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
视。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对环境治理达成的共识。此外，缩小城乡差距，特别是人居环境方面的差距，让
城乡协调发展，经济才能稳步发展。否则，一个轮子转得快，一个轮子转得慢，就会出问题。

 破解农村垃圾治理“五大难”

 记者：农村垃圾治理是个“老大难”，如何避免“运动式”清洁、形式主义的治理呢？

 王旭东：大家总说农村垃圾是个“老大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5个方面。

 一是陈年垃圾清运难。很多地市在治理城乡环境时，一般是要先清理陈年垃圾，有的地方清理了积存几十年的垃圾
。

 二是农村垃圾收集难。农村地域广且村民居住分散，每户每天大概产生一到两公斤垃圾。如果把这些垃圾都收集起
来，成本非常高。

 三是农村垃圾转运难。农村基础设施匮乏，转运设施不足。如果将垃圾收集起来却运不出去，这里就会成为一个集
中污染源。

 四是农村垃圾处理难。虽然农户居住比较分散，但是农村垃圾产生总量与城市差不多，每年都有上亿吨。如果将农
村垃圾一下子都运到城市进行处理，城市的垃圾处理设施根本无法承受。比如一个库容13年或15年的垃圾填埋场，如
果将农村垃圾全部纳入进去，可能三五年就要封场，使用寿命大大缩短。

 五是长效保持难。过去，农村采用“运动式”清理，将垃圾从路上扫到沟里，从沟里扫到田里，表面看可能是干净
了，但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即便靠“运动式”清洁把垃圾收集起来并进行处理了，如果没有建立长效机制，
过一段时间又会恢复成老样子，还是脏乱差。因此，2014年，我部协商有关部委启动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
提出用5年时间把农村生活垃圾进行全面治理，目标是使90%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国务院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
度重视。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将农村生活垃圾扩展到了农业生产垃圾和农村工业垃圾，要求一并治理。

 针对上述提到的“五难”，该指导意见提出了几项措施。第一个是政府主导，依靠群众。这是基本原则。把群众动
员起来，才能把垃圾清理好，也才能把一家一户的垃圾收集起来。

 第二个是建立村庄保洁制度。这是关键。有人管事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各地也有创新，不安排专门的保洁员，而
是每家轮流扫一天或一周，形成村庄保洁制度。所以，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将建立村庄保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

 我国的农村还处于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农村地区的保洁员不只要负责垃圾清扫和收运，还要负责垃圾收集的监督
和宣传。我们鼓励农村垃圾分类做到干湿分离，即将果皮、菜叶、剩饭等湿垃圾单独放置，并自备垃圾收集容器。农
户可以把湿垃圾拿去喂养牲畜，或当成肥料还田。保洁员主要是收集干垃圾以及在平时的保洁中向村民宣传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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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放方法。天长日久，农户就会养成好习惯。同时，农村保洁员还是监督员，不只监督农户的垃圾分类和投放的地
点是否正确，而且监督垃圾转运部门是否及时清运了收集起来的垃圾。这是农村保洁员与城市环卫工人最大的不同。
第三个是加强中转设施建设。

 住房城乡建设部的三项工作

 记者：为什么此次联合这么多部门发文，住房城乡建设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王旭东：各个部门形成合力，便于工作开展。这次中央文明办和中央农办也加入到农村垃圾治理中。农村垃圾治理
不只能改变环境，也能改变农村居民精神面貌。环境好了，人也有精气神，6.5亿的农民兄弟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
意愿也会更强烈。

 我部的主要工作一是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二是对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提出了一些明确要求，比如要求建立村
庄保洁制度、建设完善转运设施和环卫机具，形成长效治理工作机制等。三是会同联合发文部门对各地工作进行验收
。

 垃圾治理效果的验收主要包括5个“有”：有分类、有收集、有转运设施、有资金保障、有长效机制。今年我们将
对四川、山东、北京等5个省市进行验收，明年还将对7个省进行验收，计划3年完成验收18个省市。通过联合验收工
作，调动各地农村垃圾治理的积极性。

 此外，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的检查和指导，根据各省（区、市）年度工作情况、全国农村人
居环境信息系统数据等，对各省（区、市）农村垃圾治理情况进行评价，及时通报评价结果并抄送省级人民政府；对
工作落后的省，将约谈相关负责人。

 农村垃圾治理不能光靠政府投资

 记者：农村垃圾治理资金是瓶颈，如何破解？

 王旭东：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地方各级的财政和预算内投资都对农村垃圾治理有支持。这几年，支持力
度不断加大，但是农村垃圾治理不能光靠政府投资。一方面，村民要参与进来，才能保证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农民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180公斤，这些垃圾全部治理平均所需费用约55元。如果每个农民
每年缴12元，相当于每月缴1元，便基本可以负担村庄垃圾的村内收集成本；政府主要负责垃圾的转运和处理。另一
方面，对于贫困村的垃圾收集保洁费用，政府也要负起“兜底”的责任；有条件或比较富裕的农村地区，可以采用市
场化的方式，引入企业管理，比如以竞标方式选择垃圾收集和保洁的专业队伍，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形成良好
的互动机制。

 指导意见明确了县级人民政府是农村垃圾治理的责任主体，其任务包括建立保洁制度，收运和转运设施建设及长效
运行机制的建立。县级财政要把农村垃圾治理的工作承担起来。如何支持，由各地负责制订具体措施和规定。另外，
要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这包括农村垃圾保洁制度的补助、农村垃圾转运设施建设和管理的规章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的
建设和维护制度。中央财政也会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支持地方开展农村垃圾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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