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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石保安镇论我国城乡环卫工作一体化对策
*1

王国霞 龙振华 葛凯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黄石保安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探索出了一条整治城乡垃圾处理的有效方法，为全国的城乡垃圾处理

作出了表率。根据保安镇成功的经验，作者提出了整治我国农村环境卫生、实现城乡一体化处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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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石保安镇环卫工作一体化的主要经验

保安镇位于黄石、鄂州、咸宁三市交界的中心，是黄石市与武汉市对接的西北大门，是大冶境内的三大古镇之一，历来有

“金汉口、银保安”的美称。全镇国土总面积 128 ㎞ 2，下辖 28 个村 2 个社区 327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8 万余人（其中镇区

4.5 万人）。近几年来，保安镇环卫工作严格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要求，以精品意识强化责任意识，以经营理念来提高服务

理念，彻底推动乡镇环卫工作由城镇向乡村覆盖、向村组延伸，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先后荣获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中国绿色

名镇、湖北省文明乡镇、湖北省百强乡镇、湖北省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楚天杯等荣誉。回顾保安镇环卫工作，他们的主要经验有

以下几点：

1.1 加强宣传教育，调试重视环卫工作

加强宣传教育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宣传手段，大力宣传环卫工作的重要性，做到宣传不留和盲

区死角。二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教育，做到党员干部带头先行。三是把环卫工作与镇域经济的发展捆绑在一起，做到

搞好环卫促经济发展，搞好经济促环卫提质。

高度重视环卫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保洁工作作为一张名片来打造，渗透到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把保洁

工作作为一种文明来倡导，实现镇村环卫由过去单一的环卫部门管理向全社会全员参与的过渡。三是把保洁工作作为一项资源

来经营，倾情打造幸福宜居新保安，吸引外地投资者到保安投资经营。

1.2 加强机制改革，高点谋划环卫工作

加强机制改革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改革用人机制，实行管理、监督两分离。二是建立健全责任制，实现定人员、定任务、

定标准、定奖惩，在狠抓门前“三包”的基础上实行专业队伍包保制。三是层层签订责任状，按年、季、月进行考核，及时公

布考核结果，形成比学赶帮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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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谋划环卫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市场化运作提档，做到保洁手段更加完备，保洁队伍更加专业，实现保洁由松

散向高效迈进。二是常态化管理提神，把短期清洁和长期明亮联系在一起，实现一家管理向大家管理迈进。三是精细化服务提

质，制定统一质量标准和工作要求，定人员、定车辆、定范围、定时间、定标准，确保作业质量长期保持高水平。

1.3 加强科学部署，高效推进环卫工作

加强科学部署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对全镇进行统一调查摸底，科学划定居民集中点，实现村组垃圾集中处理。二是对

镇、村进行科学划片，按片内的居民情况建设垃圾集散地和处理厂，统一购置垃圾运输，按时将垃圾转移到指定地带。三是实

现镇村结合、村组联动，确保垃圾处理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

高效推进环卫工作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网络全覆盖，坚持镇区村庄、新街老街、地面水下一起抓，促使保洁质量提升。

二是工作全天候，做到晴天雨天、白天晚上、工作休息一个样，确保整洁靓丽。三是服务全方位，确保工具器材配备到位、管

理服务协调到位、督办考核奖惩到位，实现环卫工作层层有人管、事事有人抓。

2 加强我国环卫工作一体化的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些

经验。但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乡村仍然存在垃圾乱倒、建材乱堆、污水乱流、蚊蝇滋生、家畜乱跑的现象，还有许多制约环

卫工作的问题存在，具体地讲有以下几点：一是干群思想认识不够，环境卫生意识不强。二是环境治理进展不快，卫生状况不

容乐观。三是站点建设规划滞后，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四是整治资金缺口过大，治理成果难以巩固。五是管理机制尚未健全，

政出多方一片混乱。根据保安镇的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环卫工作一体化存在的问题，要搞好我国环卫一体化工作必须采取以下

对策。

2.1 加强宣传，提高干部群众环境卫生意识

要改变农民长期养成的不良生产、生活习惯，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引导和管理。一是要加强宣传，通过各种宣传形式

进行环境卫生宣传教育，使环卫知识深入人心，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二是实施垃圾分类处理基本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营造大家动手的良好氛围。三是建立环境卫生文明户奖励机制，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四是在中小学教育中开设

环境保护、卫生健康教育课，加强对青少年，特别是少年小朋友环境卫生意识的培养，通过“小手牵大手”活动，带动家长们

去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习惯，形成一个良好的讲卫生、爱环境、保健康的社会风气。

2.2 科学规划，加快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科学的建设规划是保持农村环境卫生工作取得长远效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具体地讲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高度重视镇村

建设规划，真正实现城乡规划管理一体化。二是坚决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科学合理地配置各种环卫基础设施。三是

在新农村建设规划时要综合考虑排水、排污、绿化、杂物堆放、家畜饲养等农村实际问题，使村庄建设科学合理、整洁美观。

四是在村镇建设中要尽快整改不合格的建筑和设施，以弥补规划滞后带来的各种影响。

2.3 多方筹措，优化环卫工作经费保障渠道

众所周知，资金问题历来是制约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关键，因此各级地方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多方资金，为农村环

卫工作打通一条畅通的渠道。一是各级政府要将农村环境保护与污染整治列入财政预算，确保基本工作经费不缺。二是各级各

部门在精准扶贫工作，要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帮助解决好环境“脏乱差”问题。三是开展村企结对活动，鼓励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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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外创业人员回报家乡，投身家乡的建设。四是乡村建设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线，整合各种资源，集中统一实施，提高

整治效果。五是创新投资新渠道，鼓励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

2.4 创新技术，探索适应农村垃圾处理模式

农村垃圾处理要切实防止由分散污染变成集中污染、由地表污染变成地下污染、由可见污染变成隐性污染等现象，必须选

择适合农村当地实际、群众能接受、工作能持久的处理模式和技术。一是坚持创造条件采取城乡一体化模式，实现垃圾无害化

处理。二是明确村级垃圾场建设标准，防止出现无效建设和重复建设。三是探索经济实用的“二次焚烧”垃圾处理技术，达到

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2.5 调动农民，建立稳定的环卫保洁员队伍

实现农村环卫保洁的全民参与是搞好农村环卫工作的关键所在，必须抓紧抓好。一是通过《乡规民约》《卫生公约》明确

门前“三包”责任，促进各个家庭做好保洁工作。二是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保洁队伍，通过各种途径保证农村保洁员的经济待

遇。三是探索农村保洁员培训奖惩机制，努力提高保洁员技能，增强农村保洁员的主动性和责任心。

2.6 完善机制，实行环境目标管理责任考核

完善目标责任制的督查和考核是搞好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手段。具体讲要做到以下 几点：一是明察暗访，定期或不定

期深入一线，全程督查和指导整治工作，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二是把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纳入到各级党委、政府目标考核内

容之中，与经济增长指标捆绑在一起，杜绝出现发展经济不顾及环境的问题。三是把具体任务分解到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机制，实现考核公开、公平、公证，做到真正鼓励先进再立新功、后进拼命追赶先进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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