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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环卫一体化助齐鲁乡村换新颜
——— 全省乡村文明行动城乡环卫一体化现场推进会发言摘登

聊城市所辖8个县（市区）一次性通过全省
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首批认定，在全省群众
满意度测评中名列第2位。工作中，重点把握了
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提高认识，坚决抓。去年9月份，市
委、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全市城乡环卫一体化现
场推进会，着力统一思想，提高大家的认识。

二是明确任务，重点抓。重点抓了“六个
有”：即“有基础”，集中开展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全市累计清理垃圾564万吨，基本解决了
垃圾围村、围路、围河问题。“有队伍”，重
点抓了保洁队伍、清运队伍、处理队伍建设，
目前，全市保洁人员达到1 . 8万人。“有设
施”，去年，全市环卫设施投入达到2 . 3亿元，
按照10户1个的标准，全部配齐了垃圾箱，全市
密闭式专用垃圾运输车辆达1695辆，135个乡镇
（办事处）全部建成了垃圾中转站。“有经
费”，市财政设立了5000万元的以奖代补资
金，对工作突出的县（市区）实行分类奖励。
各县（市区）共投入资金8 . 9亿元。县、乡、村
三级一般按照3：3：4的比例，共同承担垃圾转
运费。“有机制”，积极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城
乡环卫一体化，各县（市区）都组建了环卫公
司，环卫主管部门负责监管。“有变化”，截
至目前累计硬化镇村道路2700公里，安装路灯
5 . 6万盏，栽植树木57万棵，全市村容村貌明显
改观，群众观念明显转变，农民文化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

三是加强领导，强力抓。建立专门班子，
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全市形成了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现场督导推进，
去年9月份以来，连续召开了5次现场会，有力
地促进了工作的开展。严格考核奖惩，专门出
台了考核办法，把城乡环卫一体化纳入对各县
(市区)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实行明察暗访和定期
通报制度，每月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排名倒
数后两位的县（市区），主要负责人要在电视
台公开检讨；连续两次倒数第一位的实行末位
淘汰，建议组织进行处理；年终，根据考核情
况，核拨经费，评先树优。

四是营造氛围，共同抓。我们采取群众喜闻
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开展“新农村新生活”培
训活动，共培训500多场次。通过宣传教育、广泛
发动，全市上下对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高度认
同、全力支持、积极参与，营造了良好氛围。

在2014年上半年全省城乡环卫一体化农村
群众满意度调查中，东营市列第2名，年终调查
中列第1名，全市城乡环卫一体化成果得到进一
步巩固。经验如下：

一是强化责任落实，理顺管理体制。去年
我市组织开展了乡村文明建设提升年行动，利
用3个月的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清脏治乱
集中行动，有效改善了乡村环境。但由于没有
实现县级统一管理，乡镇（街道）“各自为
战”、村（社区）“各扫门前雪”，有些小
区、老村、公路、河流、空地等区域没有纳入
监管，存在管理盲点和死角。为解决这些问
题，东营将原来的乡村垃圾“户集、村收、镇
运、县处理”工作模式，调整为县区“统一收
集、统一运输、统一处理”，将村庄周边的坑
塘、沟渠，以及集贸市场、养殖小区、道路两
侧、河道两岸等全部纳入环卫保洁范围，实现
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二是强化监督管理，规范质量标准。在实行
市场化运作、明确各部门单位责任的同时，我们
认真研究工作措施，加强统筹监管，有效地解决
了单位相互扯皮、工作效率不高、垃圾中转站等
资源得不到充分使用，以及环卫作业人员将垃圾
就地填埋、露天焚烧和垃圾“搬家”等问题，确保
了环卫保洁工作的高效有序规范运转。

三是强化工作保障，严格督查考核。成立
了以党委、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全市乡村文
明建设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负责城乡环卫一体
化工作的组织协调。强化日常工作力量，由市
委农工办、文明办、城管局牵头，从有关部门
抽调人员成立5个督导组，分别联系督导5个县
区的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强化资金保障。加
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县乡两级财政按照辖区
人口人均120元的标准将城乡环卫一体化运行经
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市财政每年列支1700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补贴农村保洁员的工资。全
市农村环卫工作年运行经费达到1 . 2亿元，农村
保洁员月均工资达到1000元以上，全部由各级
财政承担。强化机制保障，把城乡环卫一体化
作为全市乡村文明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列入
全市综合考核，考核成绩作为文明县区、文明
村镇和人居环境奖评选推荐的前置条件。同
时，坚持一手抓城乡环卫一体化，一手抓人文
素质培养，实现了以“环境影响人、以人的素
质提升改造环境”的“双提升、双促进”。

临沂是全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市，境
内镇村布局分散，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城乡
环卫一体化工作难度很大。临沂把加强城乡
环境卫生管理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
措，强化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监督考核，
完善“户集、村收、镇运、县（市）处理”
的垃圾清运体系，城乡环卫一体化长效机制
逐步建立。

一是高点定位，实行“三级管理”。市委、市政
府坚持高点定位，将城乡环卫一体化作为生态文
明乡村建设典型引领工程、农村环境千村整治提
升工程、美丽村镇连片工程的基础项目和必查内
容，作为生态临沂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乡村
文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以来，市政府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从理顺城乡环卫一体化
管理体制、配套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健全农村保
洁队伍、深化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清理农村
积存垃圾、推行环卫保洁物业化和市场化等方面
提出了明确要求，构建了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
各县（区）和乡镇（街道）环卫主管部门全面实行
主要领导负责制，明确了工作职责，建立了县区
统管、乡镇组织、村居实施的三级环卫管理运行
机制。

二是规划引领，突出“三位一体”，夯实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基础。组织编制了《临沂市环境卫
生专业规划》（2014－2020），对全市环卫设施建设
进行了总体布局。临沂市区已建成生活垃圾无害
化填埋场、焚烧发电厂和生化处理场各1座，每个
县建设一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每个乡镇建
设一座生活垃圾收集站，每个村按照15到20户配
备1个生活垃圾桶，或每千人配备1个垃圾方箱，
每一户配备一个小垃圾桶。

三是加强保障，坚持“三级投入”，完善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市财政投资3000万
元，为乡镇购置专业垃圾转运车辆76辆。同时
安排专项资金2655万元，对按标准配齐垃圾
桶、垃圾方箱等收集设施并一次性通过验收的
村居，按照设施总价值的1/2进行奖补；对第二
次通过验收的，按照设施总价值的1/3进行奖
补。县区财政重点投入，各县区将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经费列入预算，建立了常态化投入
机制。乡镇村居多元投入，根据县域经济发展
状况，县、乡、村按一定比例分担城乡环卫一
体化投入。2013年以来，全市城乡环卫一体化
乡镇、村居投入累计达4 . 56亿元。

烟台市莱山区把城乡环卫一体化作为统筹
城乡一体化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先导，作为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形成了
以垃圾处理、环境整治、生态文明、产业支撑、富
裕农民为体系的整体链条，起到了改善农村环
境、提升农民素质、拉动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的叠加效应。在2014年全省城乡环卫一体化群众
满意度电话调查中居全省首位。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的模式，
实现城乡垃圾的一体化处理。莱山区每年拿出
3000多万元专项运行经费，对农村垃圾进行统
一收集、统一清运、统一处理，建立起了“城
乡一体、市场运作、管干分离”的长效机制，
显著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
亿多元，建成了一处日运转能力300吨的大型生
活垃圾压缩转运站、103个地埋式全封闭垃圾中
转站，购置各类专业运输车辆30多台、垃圾桶
10万多个，从北部城区向南部山区实现了环卫
设施的全覆盖。全区每户配备1个垃圾桶，每村
建设1处垃圾中转站，每天统一处理1次生活垃
圾，使垃圾收集、清运、处理网络真正延伸到
了每村、每户。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
将村居环境卫生全部委托物业公司保洁，真正
实现了管干分离。为避免陷入“治理—反弹—
再治理—再反弹”的恶性循环，我们不断创新
监管方式，在区、街、村三级监管的基础上，
面向社会聘请专业的环卫监理公司，实现每村1
家保洁公司、1名村居监督员、1名环卫监理
员，对全区范围内的环卫保洁情况进行专业化
监管，真正将各个环节的环卫工作落到了实
处、管出了成效。

二是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乡村
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城乡环境的一体化治
理。加强路域、山体和水系生态绿化，加强
生态文明乡村建设。2013年和2014年我区分别
安排5000万元、8000万元专项资金，对生态文
明乡村建设进行奖补。目前，已建成了各具
特色的6个示范村、1条总长40多公里的示范
带和3个示范片。

三是坚持环境治理和文明建设相互融合，
实现以城乡文明引领与巩固提升环境建设成
果。把城乡环卫一体化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有
机结合起来，通过文明建设和文化塑造，倡导
文明生活方式，营造和谐社会风气，为维护城
乡环境建设成果奠定坚实的基础。

去年以来，冠县认真贯彻省市城乡环卫一体
化工作部署，立足经济欠发达、农村人口多等县
情实际，通过创新模式、健全机制，走出了一条城
乡环卫一体化路子，农村脏乱差状况得到明显改
变，乡村文明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省第三次
农民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中跃升100多个名次，
进步幅度全省最大。大突破缘何而来？

一是积极探索实践，创新“三项模式”。
打破乡镇（街道）地域界限，改变“一镇一
站”作业模式，按每处转运站服务7万人左右的
标准，在全县建设了10处垃圾分拣转运站，共
节约建设用地80亩、建设资金2000余万元，每
年的运营成本节约200余万元。市场化运作，成
立“冠县政和垃圾处置服务中心”，全面负责
垃圾收运、分拣、保洁工作。创新垃圾处理模
式，增加分拣环节，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资
源化。

二是严把关键环节，实现“三个覆盖”。
环境整治全覆盖，从2014年9月起全县集中开展
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村头巷尾、坑塘沟
渠、路域河道的积存垃圾得到彻底清除，村容
村貌显著改观。环卫设施全覆盖，每处垃圾分
拣转运站配备1套分拣设备、1台装载机、1辆转
运车、7辆收集车，村庄每100户配1辆保洁三轮
车、每10-15户设置１个垃圾桶，全县共配备垃
圾分拣设备10套、装载机10台、转运车10辆、
收集车70辆、保洁三轮车2200辆、垃圾桶1 . 8万
个。作业队伍全覆盖，每处垃圾分拣转运站配
作业及管理人员6名，设环卫监督员7名；按村
庄人口2‰-3‰的标准配齐保洁员，人口少的村
庄至少配1名，全县共配保洁员2200名。

三是确保长效运行，健全“四项机制”。
建立资金统筹机制，采取“建设资金财政统
筹、运营经费三级共担”的办法，分拣转运站
建设、环卫设施设备采购所需资金3000万元由
县财政承担；运营经费按每户每年150元统筹，
按3:3:4的比例由县、乡、村三级分别承担。建立
检查监督机制，县督导组对各乡镇（街道）所
辖村庄的垃圾清运、日常保洁等进行不定期抽
查，现场打分，全县通报，作为年终考核依
据。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将城乡环卫一体化工
作纳入全县千分制目标考核，严格兑现奖惩。
建立宣传引导机制，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广大
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摒弃垃圾乱
扔、污水乱倒等不文明行为。

城乡环卫一体化

实现全覆盖
□东营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 张润国

城乡环卫一体化

步入新常态
□临沂市副市长 边峰

群众满意度测评

跃居正数第二
□聊城市市长 王忠林

电话调查群众满意度

居全省首位
□烟台市莱山区委副书记、区长 姚秀霞

群众满意度调查

进步幅度全省最大
□冠县县委书记 牟桂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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