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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 

石林彝族自治县农村厕所革命问题分析 

左燕花
1
 

（山东工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农村“厕所革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急需弥补的薄弱环节,是建设美丽城乡的重要举措,已经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梳理了农村厕所革命的背景及现状,对石林彝族自治县农村厕所革命存在的农

户思想、政府支持、实施条件和技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 农村厕所革命 彝族自治县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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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出要“稳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推进‘厕所革命’”。《乡村振兴规划》中提到,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要在 2020 年前明显提高卫生厕所的

普及率。在农村开展厕所革命,是实现乡村振兴,改善乡村生态,提高乡村文化的重要举措。认识到厕所革命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意义,石林彝族自治县(简称石林县)改善了不少“连茅圈”的不卫生状况,但还存在厕所改造滞后和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石林

县地理位置偏远,发展基础薄弱,民族多样化,其农村厕所改革的问题和实施策略具有典型性。厕所改造需要根据当地的自身发展

条件和特点,找准问题切入,才能高效完成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1 石林县农村厕所革命的背景及现状 

1.1石林县农村厕所革命背景 

石林县少数民族有 26 个,达 8.9 万人之多,是一个汉族、彝族、回族和哈尼族等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近几年,石林农村经济

快速发展,农户的居住条件、家用电器和出行交通工具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农村厕所落后的现实状况,极大的影响了农

户的生活质量。虽然早在 2011 年石林县便统一招标建设农村用沼气池,包括农村沼气池浇筑、灶具的安装以及厕所的新建。圭

山镇沼气户占整个圭山镇农户的十分之四,西街口镇沼气户占镇上农户的三分之二。沼气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共新建厕所 1000座,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个坑,三块砖”的凄凉惨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沼气池已不再适应农户的需求。各式农耕工具快速发展,

农户牲畜喂养减少,沼气粪料缺乏,加之出料的不便和电磁炉等家电的推广,老化严重的沼气池渐渐退出农户的视野,“弃用沼

气”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除旅游示范村厕所革命试点实现了水冲厕所外,其余农村全部都是旱厕,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极低。

农户新房建起来了,洗澡间在屋内,而厕所却在室外,“露天旱厕”现象泛滥。粪缸露天存放,夏季蚊虫满厕飞舞,蛆虫成群,极大

地影响着乡村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1.2石林县农村厕所革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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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石林厕所改造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2016年,石林出台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厕建设管理实施方案》文件,积极实施

厕所改革,共建乡镇公厕 13 座。2017 年,石林旅游示范村大糯黑村开始实施厕所改造项目,给石林乡村带来了厕所改革的春分。

随后各个乡镇陆续着手建立无害化卫生厕所,目前乡镇公共厕所共达 40 座,其中不乏带有民族特色的卫生厕所。2019 年,石林在

“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全面推开“厕所革命”,紧跟乡村振兴战略,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任。但厕所改造的任务

仍然任重道远。一方面,乡镇公厕在数量上远远“供不应求”。乡镇市场赶集地段人口密集,人流量大,而公厕数量较少,给人们

入厕造成了很大的不便。部分乡镇还存在公共卫生厕所建好之后并没有及时投入使用的现象,使之成了一座“看有实无”的免费

卫生厕所。公厕管理问题重重,卫生死角严重,厕所内粪便冲洗不净,尿渍斑驳,臭味熏绕。另一方面,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滞后,存

在改造滞后,改革不彻底,不充分的问题。石林农村厕所革命与全国厕所革命步伐差距大。 

2 石林县厕所革命存在的问题 

2.1农户存有思想障碍 

基本上石林所有村庄都达到电通路通的便利条件,幢幢新房也开始陆续出现,但农户仍然不重视厕所的卫生条件。第一,受传

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农户对厕所脏乱的现象早已习以为常,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厕所原本就是脏乱的地方,地位很低。第二,厕

所革命的实施普及受农村人口结构影响。随着交通出行和信息交流的便利,农村很多年轻劳动力外出找工挣钱,留在村里的大部

分是孩子和中老年人,孩子没有改造能力,中老年人大半辈子封闭在村里,日日夜夜来往于家与田地之间,思想保守,他们宁愿出

钱看病也不愿意把钱花在“无关紧要”的厕所建设中。第三,农民缺乏卫生知识,很多农民不知道改厕工作与预防疾病之间的关

联,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未经杀毒灭菌的粪料直接施于农田,不仅影响农作物吸收,还影响生活环境的质量。 

2.2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第一,厕所革命任务繁重细琐,战线长,主要的任务和目标都要靠基层干部传达和落实。部分基层干部对厕所改造的思想认识

不够,认为厕所革命不是当前民生问题的主流。厕所革命提不到工作日程中,基层作用难以发挥。第二,部分干部表面上响应号召,

心里却不愿意把财力物力用到厕所革命中,抱着应付上级质检的心态,不及时反映问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缩水”。奖惩不

明,形式重于实质,改厕工作难以高效完成。第三,石林县地处偏远落后地区,从厕所改造项目申请到落地实施的各个复杂流程中,

耗时长,审批慢;厕所改造虽有国家财政补助支持,但各级补助资金的筹措也需要一定时间,对石林厕所改造造成了一定影响。 

2.3农村实施条件欠缺 

第一,石林县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农业,农产品价值低、信息不对称和生产力不集中,农户种植利润低,手头资金紧张,衣、食、

住、行、医疗依然是老百姓亟需解决的问题。相对于厕所革命来说,农民会毫不犹豫地把“血汗钱”用于买吃的、买穿的或者给

孩子上学。第二,水冲厕所在石林县偏远、缺水的山区(圭山镇、大可乡、西街口镇等)难以实现。一方面,近三分之二的村户没

有自来水的提供,搭建起来的水管也因为常年没有流水而早已锈迹斑斑。各镇上农户大都用井水或者窖水,集中修建水冲式厕所

可能会影响地下水的卫生状况。另一方面,农作物种植需要大量阶段性的供给水。第三,农村人口稀疏,户与户之间居住分散,需

要分散式污水处理技术的运用。该技术运营成本高,难以规模化;且污水厂依然建在村庄附近,会给村庄环境带来一定污染,污水

处理是一大难题。第四,虽然幢幢新房开始伫立农村,但还遗留大部分危房,农村“露天旱厕”严重泛滥;公厕数量少,对乡镇公厕

的建设还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农村厕所改造条件的提升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 

2.4厕所改造方式、技术不到位 

第一,厕所革命落地实施的关键是指导和跟踪,而农村户厕改造范围广,工程量大,各村镇建设人员和基层卫生防保人员少,

使得跟踪工作繁重,加之相关人员专业知识的不足,难以做到全程跟踪指导,使厕所改造实施难以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第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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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化卫生厕所改造要求与当地地理环境、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环境相适应,同时还需要考虑农业生产方式、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等其

他因素的影响。石林县有 26 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数已达全县总人口的 35.8%。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混居,各乡镇村之间民风、习

俗、生活习惯等存在很大差异,民族的多样化会造成同一户厕改造方式不能同时满足同一地区农户的需求。第三,村庄与村庄之

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相隔较远,离散增加了管理难度,减少了厕所改造模式的适应性。厕所改造方式的选择和技术的创新是一大

难题。 

3 石林县厕所革命应对措施 

3.1解除农户的思想障碍 

第一要普及“厕所革命”的相关知识。开展“农村厕所革命与群众健康息息相关”的主题活动,让农户充分了解“厕所革

命”的重大意义。普及卫生知识,加强健康教育,让卫生观念渐渐走进农民的思想观念中。第二要营造改厕氛围。组织各村委会

带动农户积极参与厕所改造,让村内党员干部教着做、带头做、示范做,“训”与“宣”的效果。在非旅游示范村也建造改厕样

板,让更多的百姓切身体会厕所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以线带面,营造浓烈的改厕氛围。第三要在农村招商引进投资项目,

提高农业技术,吸引年轻劳动力回家发展,改善人口结构,缓和“老少组合”的现象。 

3.2加强基层组织管理,完善考核制度 

厕所革命与能否实现乡村振兴密切关联,为加快推进石林乡村振兴战略,高效完成厕所改革工作,一要加强基层组织管理,加

大改厕的工作力度,二要完善考核制度,奖惩并用。“厕所革命”应从基层组织开始提高思想认识,把厕所改造工作纳入社会发展

规划,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和意见,成立厕所改造小组。加强基层组织管理,加强基层工作落实,鼓励村内党干部与上级及时反馈

问题,做好信息交流的工作。完善考核制度,制度保障是厕所革命顺利高效实施的关键。建议将厕所改革纳入目标效能考核,并定

期通报工作日程,实行奖惩制度。同时政府公开信息透明度,让群众一同监督基层组织工作。 

3.3完善农村改厕实施条件 

第一,石林县要在政府带领下利用好本地自然环境,打造农业特色,利用科技手段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发展农业旅游。

加快土地平整(农田建设)和机耕路的修整,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尽快实现机械化管理,形成规模效益,彻底解决农户最关心的

经济收入问题。第二,要坚持农村厕所改造与污水处理“双轮驱动”。推进农村水塘整治工程,治理河道,制定河流干净以及长期

维护的工作方案,以便减少雨水流失。组织农户进行河道、沟渠、水塘、水坝内的生活垃圾、病死动物以及水葫芦的彻底打捞,

以便实现河流畅通、河岸无垃圾、河面无杂草漂浮物的目标,减少水资源浪费。 

3.4优化改厕模式 

第一,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革需要与当地地理环境和人口结构相适应,要加大科技投入,创新出能适应农村不同地区和不同习

俗的改厕模式;研究开发造价低廉,使用方便的排污管道设备。第二,在改厕工作中,应加强技术培训,增加技术人员,保证施工质

量。要不断提高硬件设施设备质量,以便提高入厕舒适度,减少管理维修费用。考虑入厕卫生、方便的同时,也要注重厕所风格的

设计,突出和展现石林阿诗玛彝族风情。 

总之,在农村开展厕所革命,是实现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举措。高效、有特色地推进石林农村厕所改造可以改

善农民居住环境,带动旅游业发展,宣扬民族文化。石林彝族自治县面对厕所革命相对滞后的情况,今后改厕的任务繁重,任重道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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