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农村“厕所革命”进行到底

宗 琳

“在农村上厕所一共分几步，第一步走到厕所门口，第二步咳嗽对暗号，第三步正式上厕所。但很多

时候会卡在第二步，因为里面有人‘咳咳’。溜了溜了……”

回老家探亲的路上，我在手机上看到了这个段子。“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墙，围四边，捂鼻子，踮

脚尖，蚊蝇飞，臭熏天”的尴尬场景霎时浮现在眼前，哑然失笑之余，心中不禁升腾起丝丝担忧。“今天

少喝水，回家之前尽量不去厕所。”我暗暗下定决心。然而，进村之后，这点儿小决心很快被抛到了九霄

云外，因为我看到了“厕所革命”给农村带来的实实在在变化。

一

一走进姥姥家的院子，我就发现西北角多了一间和院墙连为一体的新屋子。推门一看，居然是一个五

六平方米的卫生间，座便器、洗手池、太阳能热水器一应俱全，地上铺着防滑地砖，墙上贴着瓷砖，天花

板居然还有吊顶！

“怎么样，咱家的‘茅房’比你们城里的也不差吧？”看到我惊愕的表情，姥爷笑呵呵地说，“这不

是搞‘厕所革命’嘛，上头给补贴，村里号召家家户户一起改造家里的厕所，干净又卫生，好得很呢。”

原来，姥姥家所在的村子在下大力气推进农户改厕工程，村里人家先后告别了又脏又臭的旱厕，用上

了干净漂亮的卫生间，如厕条件大为改善。

在村里，新建成的公共厕所格外显眼，白墙灰瓦、干净整洁。在村头开小卖部的孟大娘说：“以前村

里就一个旱厕，没人管不说，还难找，办个红白喜事，外庄来个人，根本找不着厕所。现在好很了，新修

的公厕大多都在路边，还设立了引导牌，一眼就能看到，干净又好用，整个村子都显得‘高大上’啦。”

原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全镇建成了遍布各自然村的几十处水冲公厕，实现了标准化公厕全覆盖，改

变了原来农村公共厕所脏、乱、差、少的状况。

见我对“厕所革命”如此感兴趣，在县里工作的表哥也给我讲了他看到的变化。城东郊有个村是市民

热衷的乡村游目的地，春秋天可赏花观叶、夏冬两季可采摘垂钓，游客络绎不绝，但随之公厕缺乏的短板

日渐暴露“。‘有朋自远方来，能上厕所否’一度成为流行的调侃，许多游客来过一次，就不再来了。”

表哥说，现在村里新增的几座水冲式厕所，分散设置，设计上更科学合理，提高了乡村游的接待条件和品

质，来这里做生意、旅游的人更多了。村民也尝到了甜头，不用出村打工每年都有好几万的收入。

二

通过走访近郊的几个村子，我发现“厕所革命”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传统、简陋、脏乱的“土厕”

变成了干净、整洁、方便的无害化卫生厕所，如厕问题这一小小的细节变化更是“改”出了健康环保的新

生活，推动着一场翻天覆地的美丽乡村蝶变。



以前，有人进厕所不注意卫生，大小便随地可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好意思把干净整洁的厕所弄

脏。“厕所改变了，环境变美了，村民们的素质也提高了。”

以前，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总是不愿在老家多停留。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表示：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了，

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了，看来我也该回乡下了，在外打工的日子也该终结了。

以前，村容村貌差强人意。现在，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深入，村域环境整治不断升温，宜居的生

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批优秀的生态项目落户，经济与生态效益双提升正在实现。

三

随着“厕所革命”的深入推进，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有的地方改厕不切实际、不实用，部分新

厕所建好后即闲置，成了摆设。有的地方维护管理跟不上，存在“重建设、疏管理，建得快、坏得快，有

人建、没人管”的问题。“厕所革命”非一朝一夕之功，当前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尚需下大力气，

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正把好事办好。

多一些群众观点。充分发挥农民在“厕所革命”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采取有效措施，

最大限度激发积极性、扩大参与度、保障话语权，在厕所怎么改、改成什么样等问题上多听听群众意见、

多反映群众诉求、多采纳群众建议，切实把“厕所革命”这件民生实事办到农民心坎里，提高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实践证明，“群众自愿、政府引导、以奖代补、统一验收”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农村改厕之路。

多一些实事求是。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地制

宜开展建设，避免生搬硬套、简单“复制粘贴”。把握农村“厕所革命”进程，经过试点示范、科学论证

后再全面推开。实施过程中，分阶段更新厕所标准规范，循序渐进落实政策，既要尽力而为，让农民群众

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也要量力而行，与经济发展阶段、文明进步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相适应，不贪大求

快，不搞一刀切。

多一些精品意识。严格落实中央农办等七部门《关于切实提高农村改厕工作质量的通知》要求，切实

把好产品质量、施工质量、竣工验收等农村改厕“十关”，杜绝“为改而改”“一改了之”，把好事办好，

确保优质高效完成改厕任务。树立精品意识，在细节上体现质量，努力把每一个厕所都建设成为管用、好



用、彰显生活品质的“精品工程”“样板工程”。

多一些管理维护。坚持监管结合，在规划设计阶段就统筹考虑运行维护和粪污处理利用等问题，构建

维修服务、清运服务、利用处理等制度，为日常管护打好制度基础。建立健全跟踪管理和反馈的长效机制，

在确保环卫投入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当地情况，组成民间自治团体，协助政府对农村厕所实行后期管理和

监督工作，实现有制度管护、有资金维护、有人员看护，确保农村“厕所革命”成果常态长效。

当前一些乡村景区已经开始探索“以商养厕”的新模式，公厕不仅仅是“方便”的地方，还成为了“小

型商业综合体”，变成了“便利”的地方，在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商业效益。期待更多这

样的“多面手”，既更大程度满足村民和游客的功能使用需求，又成为体现乡风文明和乡村生活品质的一

个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