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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洁我们的村庄洁我们的村庄

垃圾分类一小步垃圾分类一小步 农村文明一大步农村文明一大步

“垃圾分类，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都很难。我
们罗江县的农村垃圾分类，却做得井井有条。”一到
四川省德阳市，市领导就向我们介绍“罗江模式”。

德阳市罗江县有 25万人口，所辖 10镇 127个
村。德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卢也向记者介绍：“2009
年，罗江县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与全域建设

‘中国幸福家园’相结合，在农村垃圾治理上狠下功
夫，通过分类减量，建立长效机制，探索出全域解
决农村垃圾治理难题的‘罗江模式’，城乡容貌明显
改观。2011年1月，四川省在罗江召开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暨建立收运机制工作现场会，罗江模式在全
省推广。”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 子 飞 时 ，绿 水 人 家
绕。”青山绿水，鸟语花
香，炊烟袅袅，鸡犬相
闻。这曾是美丽乡村的
经典画面，也是人们对
古老家园的温馨记忆，
更是海内外游子安顿浓
浓乡愁的梦想之地。

然而，古老乡村的
这一美景正渐渐地淡出
人们的视线，“垃圾靠风
刮、污水靠蒸发，家里现
代化、屋外脏乱差。”垃
圾和污染正在一步一步
地伤害着美丽乡村。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环保意识淡薄，
随时随地丢弃垃圾习以
为常。随着农村经济的
发 展 ， 农 民 收 入 的 增
加，生活方式的转变，
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建
房盖楼，大量消费工业
用品，与日俱增的生产
生活垃圾越堆越多。而
农村垃圾处理配套设施落后，致使
许多地方垃圾遍地、垃圾围村。曾
经整洁的房前屋后、村头巷尾，现
在随处可见废弃的塑料袋、农药
瓶、残汤盛羹、破衣烂鞋，曾经干
净的田间地头、沟渠路畔，堆满牛皮

癣一样的砖瓦砂砾、废弃
农膜、炉渣炉灰、秸秆柴
草。垃圾正在侵蚀着农村
的原始美，也正在伤害着
游子的乡愁梦。

只有乡村美了，才会
有“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
排闼送青来”的田园美景，
才会有“郁郁林间桑椹紫，
芒芒水面稻苗青”的收获
蓝图，“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才会变
成实实在在的中国农村乡
愁故地、风情家园。因而，
打破“垃圾围村”困局，实
现“垃圾突围”攻坚战，是
美丽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
之义。

对此，一方面政府要
高度重视农村垃圾治理问
题，加大资金投入，补齐
农村环保短板，尽快出台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标准，
科学建设相对集中的垃圾
处理设施，建立政府主导、
农民参与、社会支持的资

金投入机制，并设专人进行长效管
理；另一方面，富起来的农村不能停
留在“土豪”状态，应该积极主动投
身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要让大家
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培养环保意
识，推广四川罗江模式，让农民自觉

对垃圾进行生
态分类、利用，
达到减量的效
果。把清洁和

“美”的观念种
在人心，才会
最终破解“垃
圾围村”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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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创罗江模式四川首创罗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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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丽乡村”建设正在
“进行中”，成果喜人，但问题也不
少，其中农村垃圾问题亟须解决。

比如，一些地方出现将工业垃
圾、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向城乡结
合部及农村倾倒的现象，这些垃圾
得不到及时处理，对土壤、水源地造
成了二次污染。国家环保部部长陈
吉宁指出，我国的环境污染正在进
行一场“上山下乡”，即工业污染正
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城市向农村
转移，全国农村遭受环境污染的比
例不断上升等。

除上述原因外，处理不当也是
造成“垃圾围村”的另一大原因。由
于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善，以及一些
村民们长期形成的乱丢垃圾的坏习
惯，大部分农村对于生活垃圾都缺
乏科学规范的管理。

建 设 “ 美 丽 中 国 ”， 离 不 开
“美丽乡村”。而垃圾治理则是打造
“美丽乡村”的必由之路。目前，
国家对农村垃圾治理颇为重视，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全
国农村居民住房、饮水和出行等
基本条件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基
本实现干净、整洁、便捷，建成一
批各具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

“农村垃圾治理”还被写入了中
央1号文件。党中央、国务院明确
提出，要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开展农村垃圾专项治理。
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充分说明了
对治理农村垃圾，建设“美丽乡
村”的决心。

据报道，在浙江，横溪镇
朱塘岸村已经开始向村民普及
垃圾分类知识，使用蓝、绿、
橙三种颜色的大垃圾桶进行分
类回收。并采用多种灵活的方

法，比如让学生带动家庭参与到垃
圾分类处理行动中，或将垃圾分类
工作列入村规民约，村民互相监督
等，确保垃圾分类的落实。

山东省茌平县两年前就以“美
丽乡村”为标准，着重实施了垃圾

入桶、垃圾集中处理两大农村卫生
工程。采用“村收、镇运、县处
理”三级处理体系，在村内配备垃
圾箱，垃圾车定时拉走，统一运送
到镇里，经中转站压缩打包后，到
城里进行无公害化处理。

“我们村的垃圾，都是集中运
走，可方便了，村里也干净、漂亮
多了。”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赵王
村村民王芹在采访中这样表示。

三年后，一个个清洁、美丽的
乡村将盛开在祖国各地。到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全国 90%以
上村庄的生活垃圾将得到有效治
理，实现有齐全的设施设备、有成
熟的治理技术、有稳定的保洁队
伍、有长效的资金保障、有完善的
监管制度；农村畜禽粪便基本实现
资源化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到 85%以上，农膜回收率达到
80%以上；农村地区工业危险废物无
害化利用处置率达到 95%。这是《全
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的目标任务。

对于垃圾治理，国家政策及各
地措施已全面跟上，现在，更需要
加强培养村民们的环保意识，向大
众普及垃圾分类等知识。只有“时时
勤拂拭”，人人从心中树立起保护公
共环境的意识，才能重现碧水蓝天，
打造出更加美丽的家园。

张明月张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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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

村民家中看垃圾分类

隆冬时节，山清水秀的罗江并不寒冷。
我们走进罗江县万安镇芒江村5组，只

见洁净的水泥村路围绕着清澈的池塘，依
山而建的民居错落有致。路旁树丛和菜地
边上一只只垃圾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上
面写着：“一纸一屑煞风景，一举一动显文
明。”

我们敲开天马山下一户人家的房门，
村民李桂芳听说要看垃圾分类，马上把我
们领到后院。墙根边分门别类地码放：纸
板、玻璃瓶、金属和塑料4个垃圾堆。镇长
傅迅说：“这是垃圾第一次分类，分类是为
了减量。这些可回收垃圾作为废品出售，
对村民还是有吸引力的，攒上两三个月，
卖上十几元，有了油盐钱。”

李桂芳笑着说：“你看我们家还有两个
垃圾筒：厨房一个，放厨余垃圾；堂屋一
个，装不能利用的垃圾。能回收的，我们
存起来卖钱，这些不能卖的垃圾，我每天
晚上出门锻炼时，带出去，分类丢到村里
的垃圾箱”。

罗江农村垃圾处理模式按照“户定
点、组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这一流程规范运行，通过户、组、村、
镇、县五级环环相扣，实现了垃圾的无害
化处理。通过这五级环环相扣的“罗江模
式”，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垃圾处理全覆
盖，农村垃圾全面收集。

为何要跟垃圾较劲

罗江县委书记曾长江对此深有
感触，他说：“2009年，我陪香港考

察团到村里看震后重建项目。
那 时 ， 村 民 的 房 前 屋
后，村里的沟渠竹磻，

到 处 是 乱

堆的垃圾，竹林树丛挂满了塑料袋，村子
环境脏乱差。香港客人呆不住，我的脸也
直发烧。”

这次，我们在芒江村感到却是神清气
爽。我们问站在路口的村民：“村子真干
净，连一个烟头纸屑都没有。以前呢？”一
个心直口快的大婶说：“以前乱得狠，泥巴
路，垃圾乱丢。现在，村子住的安逸了。
家家户户都干干净净的，日子过得舒心。”

在村民袁正权家，他告诉我们：“村里垃
圾如今有人管，每月一人交1元管理费。我们
家就老两口住，两人一年才交24块钱。”

这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机制，曾长江
说：“一元钱”开创村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
的先河。交了“一元钱”，村民开始主
动关注起垃圾治理效果，自觉地参与到
环境治理的工作中去，人人养成
了讲卫生的好习惯。村里还制定
了 《村规民约》，约定全体村民
要爱护公共环境卫生，加强村容
村貌整治，共同努力建设优美村
庄。各镇每年由日常考核与村民
监督相结合，对爱护公共环境卫
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
做到垃圾入池，卫生整洁的家
庭，评选为年度文明卫生户。通
过评比活动，给村民营造出“养
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浓厚
氛围。

我们走到芒江村外，爬上一
条偏僻的山坡，见到几位穿着橙

色保洁马甲的大嫂。保洁大嫂说：“我们每
月能拿到600元，工作就是对全村公共场所
清扫保洁和转运垃圾。”

罗江县副县长刘兆斌介绍：“全县建成
了近800人的农村保洁清运队伍，实现了定
人、定事，不留盲区和死角的人员全面覆
盖。农村的环卫岗位，增加了近千名农村
群众就近就业”。

在保洁大嫂的引导下，我们走进脆冠
梨园，在那里找到了一座垃圾池。罗江县

城管局周小林局长告诉我们：“这是垃圾第
二次减量，芒江村 5 组 17 个箱的垃圾，由
村保洁人员用三轮车和电动车，将需进一
步处理的垃圾运到这里。”

垃圾池上写着：“生态处理 分类减
量”。3 个池口：最大的池是可利用垃圾，
烂菜叶、剩饭菜……沤成农家肥，就近浇
到梨园里。另一个不可回收垃圾，直接运
到镇里中转。最小的可回收垃圾，是保洁
员卖废品的福利。

周小林介绍，现在，罗江每个镇都建有1
个“地埋式”垃圾中转站，环卫设施覆盖到
村和户。每 3至 5户建 1个户垃圾池，分类
垃圾池覆盖到组，每组建 1—2个生态处理

池。全县共修建户垃圾箱达 1.08万个，
密度达到4.9户/个，每户居民都有地方

投放垃圾。

山清水秀幸福家园

在罗江县供销社芒江村再生
资源回收点，68 岁的邓华民告
诉我们：“收废品20多年，这几
年，好干了。每月到村里收三四
次，村民都把小废品分门别类地
捆好，收起来也方便。”邓华民
自豪地说：“现在村子干净了，
来旅游的人多了。”听说我们从
北京来的，硬要留我们吃午饭，
想炒腊肉给我们吃。

刘兆斌告诉我们：罗江县回

收站点设置到村。县供销社依托废品回
收链，组建了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县设
分拣中心、镇设收购站、村设回收点，
并增设村流动回收人员，走乡串户流动
收 购 。 形 成 了 较 为 完 善 的 “ 县 、 镇 、
村”可回收资源收购网络。全县已建成
回收站点 116 个，村流动回收人员 126
名，实现了可利用垃圾的资源化处置。

罗江县垃圾分类做到了生态减量，起到
了洁净村庄的作用。将农村垃圾中约有80%
的尘土灰、厨余垃圾、农作物废弃物、可
降解纸张等用于堆沤农家肥；将2-5%的砖
头、石块等建筑渣土用于直接填埋或农村
耕作道路修筑；将3-5%的塑料、玻璃等物
品作废品回收处理；将10-15%的废衣物、废
包装物等不可回收的垃圾送处理厂集中消
化。

“罗江模式”基本解决了农村垃圾面源
污染问题，达到了农村垃圾减量化、无害
化、资源化、能源化处理。

但在垃圾回收利用和资源转化上，罗
江县面临着垃圾治理的共同难题：由于规
模小、成本高，垃圾处理还得不到经济回
报，治理农村垃圾主要依靠政府投入。
2009 年以来，罗江县财政先后整合投入
2158 万元进行农村环卫设施设备的建设，
实现了设施全覆盖。今年又将投入 400 万
元，用于农村垃圾治理。

尽管治理农村垃圾，不能直接产生经
济效益，但罗江县委书记曾长江却算了一
笔大账。他说：优美生态环境已成为罗江
响亮的“环境名片”，成为吸引投资的“软环
境”。环境的明显改善，带动了种植业、旅
游业、乡村农家乐的发展。如今的
罗江，农村面貌改变了，农民
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罗江
正成为天蓝地绿、水清人
美，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
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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