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计委：农村厕所革命需克服三大难题
近日， 记者就卫生厕所的定义、

改厕面临的困难、 未来的努力方向等

问题致电国家卫计委， 国家卫计委疾

控局有关负责人通过邮件形式回应了

上述关切。
问：农村卫生厕所的定义是什么？
答： 厕所有墙、 有顶， 厕坑及贮

粪池密闭有盖， 厕室清洁， 无蝇蛆，
基本无臭， 粪便及时清除。

问：近年来，我国农村改厕工作进

展得如何？ 取得了哪些成绩？
答： 上世纪 70 年代， 中央爱卫

会全面组织开展 “两管五改” 活动，
突出了对人畜粪便的管理。 新世纪以

来， 中央和地方持续加快推进农村改

厕工作 。 2004 年以来 ， 中央财政累

计 投 入 83.8 亿 元 ， 新 建 、 改 造

2126.3 万户农村厕所， 带来的健康效

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逐步显现： 一是大幅提高了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 。 1993 年 ， 全国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仅为 7.5%， 如今这一

数字上升至 80.3%。 二是有效控制了

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2009-2011 年医

改农村改厕项目综合效益评估显示，
项目地区粪-口传播疾病的发病率明

显 下 降 ， 由 37.5/10 万 降 至 22.2/10
万。 三是明显提升了农民群众文明卫

生素质。 四是有力促进了农村生态环

境改善。
问： 当前农村改厕面临的主要困

难和问题是什么？

答： 一是工作开展不平衡。 地区之

间改厕进展差距较大， 东部一些省份卫

生厕所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而西部一些

省份还未达到 60%。 另外 ， 户厕 改 建

后， 一些地区管理维护不到位问题比较

突出， 后续粪便处理不及时， 影响了卫

生厕所的正常使用。
二是部分地区农村改厕存在技术困

难。 受地理环境、 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

影响， 东北、 西北地区的改厕工程造价

较高， 还需要解决冬季防冻等问题， 致

使农村厕所建设进展缓慢。
三是农村改厕质量有待提升。 虽然

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达 80.3%，
但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只 有 60.5% 。 同

时，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部分

过去长期沿用的改厕模式已不能满足人

民群众需要， 亟待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卫

生厕所建设模式。
问：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答： 一是加快推进改厕目标实现。

进一步统筹推进改厕工作， 充分发挥财

政投入的引导作用， 调动群众改厕的积

极性。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 进一步组织

开展农村改厕技术研究， 解决改厕技术

瓶颈问题， 探索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和不同区域、 气候特点的卫生厕所

改造新形式。 三是加快城镇公共厕所的

建设， 不断满足新时代城镇居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逐步推开 旅 游 景

点、 公路沿线等人口较集中区域， 以及

中小学校、 乡镇卫生院、 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 集贸市场、 乡镇政府机关等公共

场所厕所建设 。 四是加大宣传 倡 导 力

度， 不断提升群众文明卫生素质。
（以下图表数据均来自国家卫计委）

美丽乡村的改厕记

小厕所大工程

“厕所不过几平方米， 可改厕却是

一个大工程， 牵扯到方方面面， 很不容

易。” 淄博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调研科负责人王玉杰告诉记者。
对此， 孙美云也坦言， 改厕工作刚

启动时， 村民有着太多的疑虑。
第一个疑虑， 每家每户出多少钱？
山东的农村厕所革命最先在淄博启

动。 一般而言， 农厕改造往往由卫生或

者住建部门负责， 但淄博对此进行了创

新， 由市委农工办协调。 机制创新后，
资金配套更加便捷， 改一户农厕， 省级

补助 300 元， 市级补助 300 元， 区县补

助 300—500 元 ， 镇 村 补 助 100—300
元， 另外， 对山区、 贫困户改厕， 每户

各新增补助 100 元。 如此， 1000—1200
元的改厕成本几乎全部解决。

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三格化卫生厕

所 ， 王玉杰觉得这政策好比天 上 掉 馅

饼 。 可村民依旧不为所动 。 他问 村 干

部， 才知道 “出栏” 成了心病。
所谓出栏， 就是清挖粪坑， 大家都

嫌脏， 给钱也不愿意改。 就这样， 改厕

工作出现了停滞。
农 工 办 请 示 市 委 后 ， 立 即 表 态 ：

“只要农民开门， 剩下的事政府办， 政

府花钱找人清理。”
钱解决了， 还不用自己动手， 老百

姓还有啥不满意的呢？ 可令王玉杰没想

到的是， 障碍依旧存在。 山东农村厕所

一般建在家的东南或者西南， 可根据农

家风水 ， 2015 年乙未羊年西南不宜动

土， 这意味着约一半的农户都要 “犯太

岁”。 还有的家庭说， 今年媳妇刚生了

孩子， 不准动土。 很多老人表示， 旱

厕再脏也无所谓， 祖祖辈辈都这样过

来了， 他们没有改厕的需求。
如何破除传统观念的掣肘？ 西单

村委决定， 先从村委干部和农村党员

家中开始改， 建几个样板工程。 在农

村， 样板的力量总是无穷的。
妇联也行动起来。 “农村的青壮

男性基本都外出打工， 家里的事情就

他们的老婆说了算， 卫生这块又基本

都由妇女负责。 只要调动起妇女的积

极性， 这事儿就能成。” 王玉杰说。
孙 美 云 并 非 第 一 批 报 名 的 改 厕

户， 犹豫的时间里， 她每天都到样板

水厕中瞅瞅， 从挖坑一直看到厕具安

装好， 她还亲自去踩一脚、 冲一下。
在别人家装着电灯， 贴满白色瓷砖，
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卫生间里， 她甚至

有多待一会的新鲜劲。
来 参 观 厕 所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可

村委却意识到 了 一 个 严 重 问 题 ， 三

格化粪坑满了 怎 么 办 ？ 为 此 ， 他 们

率 先 成 立 了 农 厕 服 务 站———这 是 一

个 24 小时服务站， 村民有问题打电

话报修 ， 厕具 坏 了 成 本 价 替 换 ， 不

收 人 工 费 ； 粪 水 满 了 ， 小 车 来 抽 ，
每年免费抽两次。

终于， 孙美云主动将改厕队请进

门， 还学着城市亲家， 在厕所搞起了

“软装修”， 将手纸盒、 拖把、 马桶刷

一律配齐。
渐渐地， 改厕的实惠在村民中口

耳相传， “不宜动土” “犯太岁” 就

这么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改厕需要因地制宜

小厕所大学问

“总结来说， 我们有效化解了 ‘五
个难题 ’： 即坚持用统一出栏的办法 ，
破解了群众嫌脏 ‘不愿改’ 问题； 用党

的政策宣传引导， 以党员干部先带头后

逐街逐户改造的办法， 破解了群众封建

迷信 ‘不宜改’ 问题； 用奖励和施工队

伍竞争的办法， 破解了常年在外 ‘无人

改’ 问题； 用统一施工、 简单实用、 集

体补贴的办法， 破解了农户 ‘无钱改’
的问题； 用因地制宜、 灵活多样的改厕

模式， 增加补贴额度， 破解山区青石板

上 ‘难以改 ’ 的问题 。” 王玉杰表示 ，
为降低成本， 加快效率， 淄博在农厕改

造中， 坚持整村改造到位。
在毛俊峰看来， 农村改厕最重要的

还是因地制宜。 “对于像镇江这样的地

区， 改厕进行得比较早， 已接近全部完

成，每年的任务量以‘千’而非‘万’计算，
剩余的工作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坚持不愿

改的农户，比如养殖户，需要转变他们观

念。 对他们而言， 不妨慢一点，‘行政命

令’或许没有‘潜移默化’有效。 ”他说。
改厕模式上 ， 各 地 因 地 制 宜 。 目

前， 国家卫计委提出了三格化粪池式、
双瓮式、 三联沼气池式、 粪尿分集式等

6 种模式。
三分建七分管， “厕所革命” 需要

建管结合。 同样， 在后续管护上， 尽管

有些滞后， 但各地依然因地制宜地进行

了探索。
世业镇地处江南富庶地区， 基础设

施较为完善， 资金也更为充裕， 在农村

也建立起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 省去抽

厕麻烦； 朱台镇则在多村设立农厕服务

站， 为百姓抽厕、 废物进行堆肥处理；
淄博淄川区辛庄村在改造中引入小型生

物一体化处理设备， 相当于 5—20 户共

建一个小型简易污水处理厂， 循环分解

处理后的水能用来灌溉。
在淄博临淄区金山镇， 则引入农家

肥企业， 参与粪便无害化处理， 茁茂农

业就是其中之一。 金山镇旱厕改造启动

后， 茁茂发动员工， 在厂区内成立了农

厕服务站， 免费为百姓抽厕。 “一吨粪

便能生产 0.2 吨有机肥， 1 吨有机肥能

卖 700 元。 正好金山镇以边河小米为抓

手发展绿色农业 ， 农家肥也就 不 愁 销

路。” 企业负责人说。
使用农村水厕还得培训。 农村厕所

与城市厕所相比， 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就

是粪水利用 。 农民要种地 ， 习 惯 用 粪

水。 因此， 即便有污水处理系统的世业

镇， 也没有简单进行下水道直冲， 而是

设置了发酵池。 最开始， 洪家勇刚用水

厕时很不习惯， 他总是像过去一样， 掀

开有粪渣的那一格， 殊不知， 这会让无

害化形同虚设， 原来， 三格化处理分成

截留沉淀与发酵池、 再次发酵池、 储粪

池三格 ， 容积比例为 2:1:3。 利用厌氧

发酵 、 生物降解原理 ， 对粪便 分 解 液

化 ， 杀灭虫卵 。 只有到了第三格 的 粪

水， 才能成为无害化有机肥料。
浇完菜， 洪家勇把记者拉入屋内，

关于生活的变化 ， 他似乎永远 都 说 不

完。 在他看来， 小厕所的改造反映着社

会民生的大进步， 一个 “产业兴旺、 生

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

裕” 的农村， 是所有中国人的期盼。

新时代农村
呼唤宜居生活

———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

文汇报：目前，我国的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已超过八成。 对于这份

成绩单，您如何评价？
郑风田： 我国的农村厕所问题

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 与五六十年

前相比，八成的普及率着实喜人。但
也应该了解， 过去我们对卫生厕所

的标准定得较低， 离如今科学的无

害化标准还有距离， 改厕工作在全

国范围内很不平衡， 农村改厕还远

未到“喘口气”的时候。
文汇报： 与之前的城市厕所革

命、旅游厕所革命相比，农村厕所革

命有哪些特殊意义？
郑风田： 与之前城市、 景区的

改厕工作相比， 涉及亿万农民的农

村 改 厕 工 作 的 难 度 绝 不 在 同 一 量

级。 这一块数目庞大， 而且欠账较

多 ， 农 村 厕 所 长 期 以 来 都 是 “死

角 ”， 是城乡间 最 大 的 差 距 之 一 。
它 不 仅 是 农 村 卫 生 环 境 的 一 块 短

板， 更是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

隐患。 正在进行的农村改厕工作，
还能带动农村的水、 电、 路等公共

基础设施的改善， 拉动乡村建设投

资 和 乡 村 旅 游 ， 实 现 农 村 传 统 观

念、 传统生活方式、 人居环境建设

的深刻变革。
文汇报： 农村厕所革命和乡村

振兴战略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郑风田： 农村厕所革命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十九大

报告提出，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在硬件层面，这就要求政府按照

现代化的标准， 加快农村的基础设

施建设。如果农村污水、废弃物的处

理无法完善，那么离中央对农村“生
态宜居”的期待肯定有距离。

现在， 农村厕所粪便无害化处

理率不高， 可能还做不到和城市一

样的无害化标准，但未来，尽管改造

形式各异，但无害化不能有异。随着

社会的发展， 新时代的农民正在呼

唤比肩城市的宜居生活。 他们希望

农村生活品质和城市区别不大，甚

至说超过城市， 振兴的农村必须满

足他们的要求。
文汇报 ：在 采 访 中 ，有 基 层 干

部反映，地方政府应利用国家政策

优惠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 ；还有 干 部 反 映 ，与 强 行 采

用行政命令相比，不如让时间来融

化村民的疑虑，“急不得”。 您认为，
农村厕所革命应该快点好？ 还是慢

点好？
郑风田：我在意的并不是速度，

而是如何把农村改厕置于整个农村

现代化的大局中。 我们要把改厕作

为农村综合整治的一个抓手， 改善

农村污水、废弃物处理系统，并和改

路、改电、改校、改房、改水等基础设

施的投入结合起来， 以期让城乡居

民享受同等的公共品服务。 如果只

是单纯地改厕， 就错过了这个好机

会， 还会出现和城市发展一样的问

题———今天砸、明天补，后天再砸、
再补，如此“折腾”更难以消除农村

百姓的疑虑。
文汇报： 在我国进行 “厕所革

命”之时，印度也正在进行一场“净

化印度”运动，与之相比，我国有什

么优势？
郑风田 ： 两 国 都 是 发 展 中 大

国， 人口众多， 都非常重视改厕工

作。 与印度相比， 我国最大的优势

就是制度优势———有了政策目标 ，
集 中 力 量 ， 自 上 而 下 ， 上 下 级 联

动， 各级政府综合治理， 执行力极

强， 这种特色非常适合完成厕所革

命这样的大事。
文汇报：如今，农村厕所革命在

中西部推进时并没有取得东部地区

一样的速度。在您看来，这个问题如

何解决？
郑风田：在中西部地区，改厕工

作面临的难题包括技术、观念等，不
过最关键的可能还是资金困局。 在

这些地区， 基层财政很可能没有像

东部镇、 村一样的财力去配套上级

资金，此时，更应利用我们的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加大国家、
省、市财政的支持力度，结合财政转

移支付、精准扶贫、金融创新等，为

当地基层财政减轻压力。

厕所革命： 让方便的事情更方便
本报记者 赵征南

“2016 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80.3%； 到 2020 年 ，
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要达到 85%； 力争 2030 年实现全国
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 近日， 国家卫计委对外公布的这组
数据显示， 改厕工作不仅在城市、 景区取得明显成效， 在农村
也是硕果累累。

黄永玉为林行止写的 《说来话儿长》 所作 《出恭十二景》，
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各地的厕所文化， 人们在忍俊不禁之时， 也
会感叹农村厕所的简陋 。 “一块木板两块砖 ， 三尺栅栏围四

边” 曾经是我国广大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 传统的农村露天旱
厕夏天孳生蝇蛆， 又脏又臭， 极易传播疾病， 还会污染环境和
水源。

据统计， 80%以上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污染和饮水不卫
生引起的， 与粪便污染相关的疾病有 30 多种， 如伤寒、 霍乱、
痢疾、 血吸虫病、 蛔虫病、 钩虫病等。

近年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改厕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 ， 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 ， 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

进， 要来个 “厕所革命”， 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 前不
久， 总书记再次指示，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 是城乡文明建设
的重要方面， 不但景区、 城市要抓， 农村也要抓， 要把这项工
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

在这场农村厕所革命中， 各地相关部门总结了哪些优秀经
验？ 老百姓又获得了多少实惠？ 还有哪些方面有待继续提高？
带着上述问题， 日前记者前往江苏、 山东等地， 对这件 “方便
的小事” 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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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儿媳
爱上回乡过年

小厕所大民生

江 苏 省 镇 江 市 世 业 镇 永 茂 圩 6
号，一栋两层小楼，宽敞明亮，干净整

洁，这是 78 岁的老农民洪家勇的家。
2014 年 习 总 书 记 来 此 考 察 后 ，

老人家里的客人就络绎不绝。 客人们

最关心的一点， 竟然在院子右前方的

小小水厕。
临近正午， 老人走到院子的右前

方， 弯下腰， 打开三格化粪池， 舀了

些灰色的粪水， 浇洒菜地。 与传统处

理方式相比， 三格化处理后的粪水不

仅肥力能够保证， “第三天青菜就能

蹿得很高”， 而且去除了绝大部分臭

味， 有效地消灭了病菌， 浇到绿叶上

也不会泛出白色的虫卵和纸屑。
没有异味的水厕， 或许对城市居

民已习以为常、 “住房的标配”， 但

在农村， 建水厕是很多农民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 长期以来， 污水横流、 蛆

虫遍地、 蚊蝇乱飞、 刺鼻恶心就是厕

所的固定标签。
2014 年 ， 院 子 里 的 旱 厕 改 造 ，

洪家勇没花一分钱， 都由政府买单。
他觉得用 得 干 净 卫 生 ， 又 在 每 层 楼

各添了个 抽 水 马 桶 ， 让 方 便 的 事 情

更方便。
“三年前， 就是站在我家院子的

菜地边上， 总书记问我是不是用上了

水厕。 我当时觉得很吃惊， 领导人对

农民生活方方面面都问得很仔细， 竟

然连上厕所这么小的事， 都成为他眼

中的大事 。” 洪家勇说 ， “这 三 年 ，
我重新装修了房子， 搭起阳光房， 砌

了新灶台， 换了新冰箱。 而世业镇的

环境卫生越来越好。 真的是， 人人都

舍不得破坏。”
院外有条小河， 早已摆脱黑臭，

清澈无比 。 而 小 河 的 终 点 便 是 滚 滚

长江。
“镇行政区域面积 44 平方公里，

有上百个污水收集井， 2 个污水处理

厂 ， 最终实现一 A 排放 ， 超过长江

干流的排放标准。” 世业镇基础设施

部门负责人说。
镇 江 市 爱 卫 办 负 责 人 毛 俊 峰 透

露， 目前， 镇江的农村改厕工作完成

度已超过 95%。
在山东淄博， 截至 2017 年 8 月

底， 全市 2478 个应改村的 37.5 万农

户全部完成改厕任务并顺利通过省级

验收， 在全省提前一年半整建制实现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
“大儿媳妇愿意来村里住，孙女再

也不吵着去外婆家了。”山东省淄博市

临淄区朱台镇西单村的 72 岁老人孙

美云，向记者分享改厕后的喜悦。
在山东， 农村一般管厕所叫 “大

栏”。 “栏” 即粪坑， 四四方方， 上

面铺一块给人蹲的长木板， 以前农民

家里养猪， 猪圈就和栏相连， 栏将猪

粪和人粪一起收集， 以便撒到农田做

肥料用。 猪圈厕所无人使用时， 猪就

经常在此散步； 人 “上栏” 时， 肥猪

在人的旁边哼哼唧唧， 可是煞风景；
下面， 白色的蛆虫缓慢蠕动， 不经意

间就会来 到 脚 边 ； 有 时 ， 由 于 “大

栏” 无门， 人的耳朵还得竖着， 外面

有脚步声传来， 还得弄点声响出来避

免尴尬。
“夏 天 ， 人 出 来 了 身 上 都 带 着

味； 冬天， 身上冻得冰凉。 白天， 身

边围的全是蚊子， 浑身是包； 晚上，
旱厕没灯 ， 照 着 手 电 筒 甚 至 划 根 火

柴， 小心寻找， 就怕掉下去。” 孙美

云说。
20 多年前 ， 孙美云的大儿子结

婚， 娶了城市的漂亮媳妇， 村里人都

羡慕她。 她一开始也特别高兴。 可次

年春节， 儿媳妇第一次回村里过年，
尴尬出现了： 原来， 儿媳妇不习惯猪

圈厕所， 进去之后马上跑出来， 捂着

鼻子说了句 “我到外面看看”， 可那

时农村哪有什么条件好的厕所。 当天

午饭后， 儿媳妇说什么都要回城里。
这之后的很多年， 大儿子一家往往吃

了饭就走， 从没在村里过夜。
孙 女 出 生 后 ， 情 况 依 然 没 有 改

变。 “逢年过节， 大儿子一家都待不

住。 我孙女说这儿太脏， 要去她外婆

家的楼房， 那里干净。 我这个当奶奶

的， 心里真不是滋味。” 卫生环境不

好， 留不住年轻人， 老人很无奈。
现在好了， 西单村家家户户改了

水厕， 土路也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
每逢过年， 孙美云的孙女来了都愿意

住几天， 白天追着鸡鸭放飞心情， 晚

上看着奶奶做手艺， 祖孙三代人坐在

一起， 其乐融融。

专家访谈

今 年 4 月 起 ，浙

江省淳安县掀起了一

场由县委书记任 “总
所长”的厕所革命，像
汾口镇交界村公厕这

样的农村公厕， 已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谢航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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