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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厕所革命”现状调研 

周静 胡孟婷 丁琼 谭可佳 王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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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摘 要】：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和卫生健康问题备受关注，而“厕所革命”恰好是一个好的抓手。课题

以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为例，针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厕所革命”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并提出现

存问题，同时给出了相应解决方法与建议，以促进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厕所无害化改造、厕所粪污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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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厕所革命”的发展研究现状 

1.1政策背景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关于“厕所革命”的一些重点问题。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环保的内容中，提到分类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要基本完成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其他地区实事求是地确

定目标任务。各地要选择适宜的技术和改厕模式，先搞试点，证明切实可行后再推开。 

1.2研究现状 

农村“厕所革命”是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厕所革命”的开展有利于促

进农村地区移风易俗，助力宜居乡村的建设。对于“厕所革命”，已有前人对此政策的开展进行研究分析，多为城市公厕或者

大范围的农村厕所改革，输入关键词有文献 52300 条，但其中关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厕所改造相关的却不多。结合实际，课题

以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为主要调研地，并委托四川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学帮忙收集当地的农村开展“厕所革命”的

资料，旨在进一步了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厕所革命”的情况。 

2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厕所革命”的开展及现存问题 

峨边彝族自治县隶属于四川省乐山市，位于西南小凉山区，为本课题的主要调研地区。事先已经查阅过相关资料，我们对

峨边彝族自治县的“厕所革命”开展情况有大致了解，之后本课题组成员到达峨边，对负责开展当地“厕所革命”任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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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了采访，进一步了解到当地农村“厕所革命”的具体方案和实施情况。 

2.1农村厕所面临的窘境 

镇上公厕是蹲式旱厕，由于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以及厕所构建本身的限制，厕所整个空间臭气熏天，地上脏乱，到夏天时，

蚊虫肆虐，让人难以忍受；村民家的厕所大多数都为旱厕，存在排泄物堆积、粪池露天的现象，给嗅觉和视觉都带来了不好的

体验，整体厕所卫生情况较差。仅仅就环境卫生方面来看，厕所改造已刻不容缓。新林镇已经在逐步落实厕所落实方案，但整

体处于开展厕所新（改）建的前期工作阶段。 

2.2“厕所革命”发展现状 

峨边县需要达到的目标是：农村用户厕所普及率 70%，新“改”建农户用厕所 3055 户；完成 3 个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

任务（毛坪镇茶云村、建华村和新林镇卷木村）；完成 100 个行政村的公共卫生厕所新（改）建；新（改）建集镇公共厕所 19

座；新（改）建集镇市场公厕 8座。 

实施方案针对农村户用厕所、农村公用厕所、乡镇公共厕所、乡镇市场公厕的新（改）建分类施策。粪污处理结合地下污

水处理进行改建。 

 

结合从工作人员和当地民众了解到的信息，部分试点村已经完成改建，另有一部分还在开展中。课题组成员到新林镇进行

了实地调研，沿途收集了部分调查问卷，与新林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相关问题的交流，并走访了部分村民家，了解到如下信

息：镇上公厕是近两年才修建起来的，且为蹲式旱厕，夏天时臭气熏天、蚊虫肆虐；村民家的厕所大多数都为旱厕，例：新林

镇卷木村某村民家（图 1）的厕所与猪圈相连，整体厕所卫生情况较差；新林镇已经在逐步落实改厕方案，但整体处于开展厕所

新（改）建的前期工作阶段，例：新林镇卷木村某村民家（图 2）已经进行施工。之后课题组继续跟进了解峨边彝族自治县的“厕

所革命”开展情况，特别是新林镇，从后续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之前的目标基本达成，例：新林镇卷木村某村民家（图 3）的厕

所新（改）建情况较好 

2.3“厕所革命”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们走访收集的资料及后期分析的数据结果，结合调研地区“厕所革命”开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开展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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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满意度也较高，但在开展厕所改造过程中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另外在后续全面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中也有一些需要

特别注意的问题。 

2.3.1村民的厕所卫生意识相对淡薄。 

作为“厕所革命”开展进程中的关键一环，村民既是“厕所革命”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因此村民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而根据我们调研收集的数据和走访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调研地区的村民对厕所卫生方面的重视程度较低。部分村民有参与厕所

改革的想法但对相关厕所改革的政策了解不多、对参与厕所改造的意愿不强烈，甚至少数村民对厕所卫生问题根本不重视。一

方面可能源于其长期生活在农村，习惯了农村的老式厕所，另一方面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厕所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小厕

所，大民生”，转变村民对厕所卫生的态度，加深对开展“厕所革命”认识，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开展“厕所革

命”急需解决的问题。 

2.3.2地区发展不平衡，少数地区厕所设置不合理。 

结合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有些地区村户的厕所因地理等因素的阻碍，单纯通过改建的方式无法达到相应标准，因此需要

重新选址新建。确实，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包括地质特征、水源充足与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厕所的改建或者新建的可

行性和建成效果。同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原则上是政府补助和群众自筹相结合筹集改厕资金，但在改建或者新建

中选材、造价等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既要达到相应的卫生标准，也要突出方便、实用的功能，还要尽

可能地减少村民的花销，增强群众参与农村改厕的积极性。 

2.3.3生活污水、厕所污水和家畜粪液的协调处理有待完善。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相对不配套，污水处理管网的铺设不够健全，在处理生活用水、厕所污水和家畜粪液方面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 

做好分类处理，进一步加强厕所粪污治理，保持厕所下水道通畅，贮粪池密闭，要定期清理化粪池，及时清运粪渣，疏通

排污管道。 

3 建议 

3.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民对厕所卫生的重视程度 

从村民的厕所卫生意识和观念着手，继续加强对厕所卫生相关知识的普及，大力宣传“厕所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营

造浓厚的厕改氛围。要重点宣传试点村的典型事例，总结推广试点村经验，调动附近村户厕改的积极性。 

3.2完善厕改规划 

对于自然条件有差异或者发展有差异的少数民族地区，分别制定厕所改造计划，清楚当地改建或者新建的优势劣势，因地

制宜地开展厕改工作。对于不同经济条件的村户，除了达到一定的卫生、实用、方便标准外，还要切实考虑到农户的现实条件

和需求。鼓励养有牲畜且满足建造、适用沼气池条件的村户将厕所改造和沼气池建造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已废弃、闲置的沼

气池。 

对农村集镇公共厕所、旅游村的公共厕所的改造应考虑人流量的大小，建造适量的公共厕所。另一方面应加强人员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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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清洁维护，定期检查厕具，妥善处理粪渣，建立完善的粪渣处理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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