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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村垃圾利用步伐实现环境治理后发赶超 

刘 良 

由农村垃圾导致的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垃圾治理水平总体较低，已不符合贵州省新时期工作的要求。加快农村垃

圾源头分类减量与就地资源化利用步伐，是遵循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亦是优化人居环境、顺应群众期盼的现

实需求。 

一、贵州省农村垃圾治理现状及问题 

农村垃圾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其治理水平的高低，体现着一个地区社会治理的综合能力。 

（一）国内农村垃圾治理现状 

通过对国内东、中、西部等省份的农村垃圾整治工作经验进行综合考察。函盖与贵州各市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地形

地貌相似的地区，如广西柳州、河池，四川丹棱县和阿坝州，陕西紫阳县等地。其中，广西、四川、湖南、浙江等地是农村垃

圾治理的先行省份，浙江金华市是农村垃圾治理的“集大成者”。邻近省份如四川、云南、湖南、广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综合

实践目前已经远超贵州。四川省 2015年成为全国首个接收国家验收合格的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治理工作也获得国家住建部

的肯定。云南、湖南两省的农村垃圾治理基本完成了全面启动、全面覆盖。 

综合来说，四川省侧重收运系统的有效建构，并在终端处理上以填埋和简易厌氧堆肥为主。广西壮族自治区偏重修建砖混

焚烧炉进行简单粗放焚烧。云南省侧重对农村垃圾进行无害焚烧处理。浙江省侧重对农村垃圾进行源头分类，并推广太阳能静

态好氧堆肥工艺，是目前国内对农村垃圾进行综合利用的典型代表。各省在治理上存在各自的突出特征，既有亮点也有不足之

处，治理水平也表现为不同的层次。 

（二）贵州省农村垃圾治理现状 

贵州省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工作尚未全面启动，“垃圾围村、垃圾围镇、垃圾围园、垃圾绕河”是当前贵州农村环境治理

状况的真实写照。实地调研中，城乡结合部、乡镇、村寨和乡村企事业单位的垃圾基本无处理，有处理的都是粗放焚烧或无序

填埋，二次污染严重。黔南三都都柳江、罗甸红水河等河道由生活垃圾造成的流域污染也极其严重。 

已有的探索和实践主要以贵阳、黔南、余庆、赤水等地为代表。如贵阳垃圾分类积分换购物折扣探索，余庆的“四在农家、

美丽乡村”建设，赤水垃圾自动分选处理，黔南的粗放式焚烧。贵定还采用干法水泥焚烧进行垃圾处理。 

客观上，贵州省所进行的探索侧重通过转运系统来收集垃圾，通过填埋或者粗放式焚烧来完成终端处置，但转运压力大，

垃圾带来的二次污染依然存在，垃圾实际上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三）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 

结合各地的经验教训，要思考解决好如下农村垃圾问题：如何实现源头上的充分减量？如何进行组织管理体系的建构？如

何实施市场化运营承包？如何开展多方监督实现有效监管？如何通过保障措施，实现长期可持续？如何让垃圾分类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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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生态脆弱区域、边远乡村等特殊区域进行灵活治理？如何逐步建立完善农村垃圾治理的制度体系？如何把控技术层面的

环保要求？如何避免因统筹设计不合理导致的资金浪费？如何改变“政府干、群众一边看”的尴尬，激发村支两委及村民的主

人翁意识？如何避免垃圾收运和处理设备成为摆设？以上问题无法回避，必须正视，逐步探索解决好。 

二、对策建议 

贵州省农村垃圾治理应博采各地之长，走源头分类减量与就地资源化利用之路方为上策。具体操作中，在行政村和集镇建

设太阳能动态好氧发酵技术和新型无害焚烧技术两类处理终端。在源头上设置农户分类桶，将农户产生的垃圾初分为可堆肥（腐

烂）和不可堆肥（不腐烂）垃圾两类，经保洁员收集后再进行二次分类，有效地将不可堆肥垃圾分离出可回收物、可填埋固体

废渣、危险废物及其他垃圾。经过两次分类，可堆肥垃圾在标准好氧发酵房经 15日生物堆肥发酵转化为有机肥，不可堆肥垃圾

中可回收物由保洁员自行售卖，固体废渣如砖块、渣土、木块等就地就近回填道路，危险废物单独收集由有资质公司专业处理，

只剩下约占 30%左右的少量其他垃圾如妇婴卫生用品、废旧织物、纸巾等，需要进一步做无害热解焚烧或转运填埋处理。 

源头上的有效分类减量，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垃圾综合利用，可就地消化农村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 70% —80% ，大大减

少后续的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压力和成本。这种化整为零的处理思路，将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在乡镇一级就完成综合处理，大

大减少转运的成本。 

（一）如何科学分类 

科学分类是有效治理的基础，须考虑农村群众的接受程度，一旦分类不科学，有效减量和综合利用就无从着手。 

农村群众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了解到农村群众有堆肥的传统，我们认为将农村生活垃圾农户分类桶设置为

两类较为合适，并进行农户初分类和保洁员二分类两次分类，其中，户组分类桶分为可堆肥（腐烂）垃圾桶和不可堆肥（不腐

烂）垃圾桶。 

这种分类方式，对贵州省农村地区群众较为适用，初分类对农户易推广，二次分类由保洁员完成，垃圾分类的培训重点在

保洁员一方，这样做的好处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源头上进行了有效的减量和分类；二是大大减轻了对群众进行分类培训的工

作难度和压力；三是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四是从源头上大大减轻了转运、处理的压力。 

（二）如何有效收集 

保洁员是本环节工作的核心，收集工作由村级保洁员完成，按照不同的交通条件，通过机动三轮车、手推车、背篼等方式，

每天定时对农户和户组垃圾收集桶进行收集，确保垃圾无滞留。然后，将收集的垃圾集中在村口交通便利的村级垃圾处理终端

发酵房进行二次分类。可堆肥垃圾由保洁员集中堆放至有机肥堆肥发酵房，较大的可腐烂垃圾需经简单粉碎设备粉碎处理后进

入发酵房；可回收垃圾归保洁员自行售卖；固体废渣就近就地填埋，木块等可集中用作农村柴火；危险废物集中在垃圾房中相

应房间，等待收集足量后转运专业处理；其他垃圾则集中密封堆放在垃圾房的其他垃圾空间，就近无害焚烧或者转运填埋处理。 

在实际操作中，保洁员的数量视行政村的大小和人口的分布确定，小村一般配备一个专职保洁员，大村两到三人。 

（三）如何就近转运 

就近转运含转运至无害化焚烧场所及转运填埋处理两种情况。实际工作中，以都匀经济开发区为例，目前一吨垃圾光是转

运至大河填埋场的费用就在 120 元左右，甚至与同时期一吨铁矿粉的价格相当，转运成本较大。为了节约成本，我们认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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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环节应当由乡镇主导，以垃圾无害焚烧场为圆心展开。各乡镇应视所辖行政村的人口和数量，设立一定数量的垃圾转运车辆

和垃圾中转压缩设备，定期转运各行政村的其他垃圾至填埋场或焚烧场所。危险废物的转运必须由有资质的处理公司专业收集

转运。由于垃圾填埋场位置相对固定，科学设置乡镇垃圾无害焚烧场所的区间位置，是就近转运、节省成本的关键。 

（四）如何最佳处理 

农村生活垃圾的终端处理，目前实际可采用的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无害焚烧、综合利用、填埋。是否做到最佳处理，不仅

要经济适用，还要环保可持续。既要考虑垃圾综合利用，还要对不可利用的其他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截至目前，国内可供采

用的经济可行的无害焚烧技术和堆肥发酵技术相对成熟，应积极建设标准发酵房和无害焚烧站。将标准发酵房分为可堆肥发酵

垃圾、可回收垃圾、危险废物及待焚烧（转运）垃圾四类空间。无害焚烧的排放可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且建设投资少，无须助

燃剂，维护成本低。太阳能好氧堆肥发酵技术在浙江金华等地普遍采用，社会效益良好。在重源头分类减量的基础上，对占比

60% 左右可腐烂垃圾就地堆肥资源化利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无害焚烧和填埋，单独分离出危险废物，这样实施一是节约费用；

二是大大减少了建设无害焚烧设备和垃圾填埋场的数量；三是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可改善土壤肥力并节省农户化肥购置开支，相

对更符合贵州省农村实际。 

（作者系中共黔南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