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哪种方式建？资金从哪来？后期咋维护？记者蹲点采访泰安六个农村样本———

农村污水治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 本报记者 曹儒峰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选择哪种方
式建？资金从哪里来？后期如何维护？自
2020年10月底起，记者用近两个月的时间，
在泰安市新泰市、宁阳县、岱岳区等地农村
蹲点采访，调研他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成效
以及遇到的问题，以期为各地因地制宜、科
学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更多思路。

告别“污水靠蒸发”的日子

12月6日，走进新泰市西张庄镇小白沙
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大街小巷。很
难想象，就在几个月前，这个村的生活污水
还是直接泼洒在大路上，“淌到哪里算哪
里”。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由于门
前全是土路，污水无处可去。时间一长，村
里有一股酸臭味。“夏天开窗通个风，就能
闻到大老远飘来的臭味，浑身不自在。”村
民范建华说，冬天更难受，污水经常结冰，
出门都需要穿靴子，“外面沾泥巴，里面脚
冰凉”。

变化源于2019年，小白沙村投资36万
元，建设了8处小型污水处理系统。“根据目
前农村生活污水常用的处理技术，结合村里
的客观条件，村里确定采用微型一体化污水
处理系统。村民的生活污水通过院子里的地
漏，排入门前排水沟，就近汇入污水处理系
统。”小白沙村党支部书记范庆国介绍，根
据地势地形，村里就近按照20到30户一个污
水处理站的标准建设。

掀开家门口的3号污水处理盖，范庆国弯
下腰，直接把头探了进去。管子里水流清澈
见底，只有几片落叶，被他顺手捞了出来。3
号污水处理站挨着范建华家的门口。长长的
污水管网，一头接进村民家里，一头连着
2019年新建成的污水处理池。这根埋在地下
的管子，仿佛是看不见的清洁工，让范庆国
和他的村庄告别了污水横流的过去。

在3号污水处理站，记者看到，一套设备
有大小4个池子，大概长4米，宽1 . 5米。全部
使用砖块和水泥砌成，周边用栅栏围住。
“污水先进入污水池进行沉淀，然后进入全
封闭的厌氧池，通过微生物发酵、分解，由
于只是分解，这时候的污水还是黑色的。接
着进入好氧池，好氧池的大小跟厌氧池差不
多，好氧池里加了填料，上面附着生物菌，
对水质进行净化，水渐渐变清。然后再经过
沉淀、消毒等环节，最后流出清水。”泰安
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生态科科长刘艳军
说，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达到一级B标准，可
以用来浇花、浇树。

自从建设了污水处理站，范建华每天还
多了项义务劳动。“自家门口做好清洁工
作，并关注着排污口有没有被堵住，可不能
再像以前一样污水横流了。”他笑着说，村
里环境变好了，这份“新工作”尽管没有报
酬，做着却带劲。

三种治理模式各有特色

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厨
房污水、洗涤污水、厕所污水以及洗浴污
水。我国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可以分为起步
阶段（2005-2008年）、发展阶段（2008-
2015年）、快速推进阶段（2015年至今）。其
中，2018年国家先后印发多个文件，要求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为主攻方向，梯次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2019年，国家印发的《关于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按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之路。

泰安市共有行政村3339个，今年泰安市
50%以上的行政村要完成生活污水治理任务，
村庄内污水横流、乱排乱倒情况基本消除，
运维管护机制基本建立。

近年来，泰安市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2019年12月，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现场会就在新泰召开。目前泰安市农村污水
治理主要采用城乡统一处理、村落集中处
理、农户分散处理等三种处理模式。

小白沙村就是农户分散处理模式的典
型。“所谓的农户分散处理模式即单户或几
户采用小型污水处理设备或借助自然地形处
理生活污水，主要适用于人口密度稀少、地
形条件复杂、无法集中铺设管网或不易集中
收集处理的村落，特别适用于山地、丘陵地
带。”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副教授付伟章介绍。

与小白沙村一样，宁阳县东疏镇前张庄
村也采用了农户分散处理模式。但是，村里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节省了所有电费。

前张庄村仅有297户，单是这一个小村
庄，平均每天就能产生约10吨的生活污水。
“按照城镇化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全村需建
设1处集中式污水处理站。但是我们村居住分
散，地势高低不平，从各户收集的污水不利
于形成自流收集。”前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吴
月军说，在综合考虑投入成本、运转经费和
保证处理水质等因素后，该村探索联户分散
式处理模式。

今年7月，前张庄村联合北京化工大学，
将全村297户划分为5个片区，每一个片区建
设安装一个太阳能微动力的小型污水处理
站；每个片区根据高差布局管网，确保污水
在片区内形成自流，进入处理站进行处理；
处理后的水就近浇灌花木，再次利用，回归
自然。

吴月军带领我们来到1号处理站，讲解处
理流程：污水首先通过村民家里的滤网，较
大的垃圾被过滤出去，然后通过管道进入处

理站的调节池。沉淀后进入厌氧池，在这里
经过两三天的沉淀发酵后进入好氧池。好氧
池里放有填料，通过填料上附着的高效复合
菌的微生物代谢作用来去除水中污染物质，
达标后进入清水池。

两块小小的太阳能板能支撑污水处理站
运营4至5天，无人值守、自动运营，可谓
“一次性投资，无成本运营”。此外，污水
处理站隐藏于小区草坪或灌木丛内，与周围
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由于成效好、亮点多、费用较低，前来
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吴月军有想法，成立了
宁阳县通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拉起了一支
专业施工队伍，干起了建设污水处理站的
活，村民纷纷加入。目前，前张庄村这支施
工队已到宁阳县东疏镇赵茂村、泰安市徂汶
景区天宝镇寨山东村承揽了分散式生活污水
处理工程，走出一条“经济生态化，生态经
济化”的新路子。

距离前张庄村20公里远的宁阳县伏山镇
于家海村选择的是村落集中处理模式。

12月7日一大早，于家海村村民汪培金就
拿上板凳、带着鱼竿，来到村南头的小河塘
边，钓起了鱼。

河清岸绿、鱼翔浅底，这得益于村里投
资200万元建设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虽说
是个污水处理站，看上去却像个小花园，打
理得井井有条。全村127户的污水通过地下管
网接入处理池，通过厌氧发酵、湿地吸收等
过程处理后，排放到旁边一个长40米、宽15
米的水坑。

“目前污水站24小时自动运行，处理水
质能稳定达到一级B标准。村民在水坑里放养
了小鱼苗，如今，已经有七八两重了。这里
也成了全村唯一的垂钓地。”于家海村党支
部书记王鸿岭说。

城乡统一处理模式多存在于镇驻地及周
边的行政村，且镇上存在污水处理厂，将农
村生活污水纳入市政管网，由城镇或乡镇污
水处理厂统一处理。该模式节省了农村地区
污水处理设施后续维护的投资，交由城镇污
水处理厂一并处理，处理效果和运行管理更
有保障。

关键是因地制宜、注重实效

新泰市羊流镇官路村面积不大，背靠山
丘，东高西低。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备，
这个280户人家的小村庄有着天然地势条件。

在管网建设和引流上，官路村充分利用
地势。“官路村整个村庄的污水处理分为收
集系统和处理系统，先铺设管道，从每家每
户收集污水，引流到村口，经过一体化设备
进行处理。”羊流镇副镇长李华说，官路村
还进行了雨污分流改造，在户内安装不同管
道，打好“提前量”，雨水直接排放，污水
流入处理设施。

据了解，雨污分流在农村污水处理中并
不常见。一方面，需要建设两条管道，建设
难度增大；另一方面，在户内就要施工，有
些百姓有不同意见。最关键的是，建设成本
高。官路村污水处理花费188万元，其中，处
理设备20多万元，管网160多万元。资金主要
来自镇上积极争取的省里农村连片治理试点
资金。

羊流镇的起重机械、玻璃纤维、链条链
钩等特色产业发展迅猛，官路村位于核心位
置，村集体每年有20多万元的收入，建设高
标准的污水处理设施并非难事。

紧邻官路村的新泰市泉沟镇高崖头村，
背靠莲花山，北高南低。但村庄较大，有823
户村民，新老房子参差分布，相邻的房屋之
间隔着过道，逼仄曲折。各片区地形有所不
同，并不具备官路村的地形优势。

“经过细致勘查，这个村庄我们采取了
三种模式。对居住较集中，且适宜于铺设污
水收集管网的采取集中处理，其他农户则采
用分散治理模式，分为农村污水强化生态渗
滤和污水生态景观净化槽两种模式。”施工
方大树景观负责人张磊说，一个村庄就有三
种污水治理方式，关键是因地制宜。

在高崖头村，我们来到一户村民家中。
这家利用管道将厨房、室外洗漱台、卫生间
的废水收集到一起，利用落差，全部排放到
了院外边被遮盖的小池子里。村里，不少家
庭门前都有个种植花草的小池子，这个小池

子的一半是用水泥板遮盖住的。“这些是单
户（联户）分散治理模式，也就是人工湿地
公园的‘浓缩版’，不需用电，虽然规模
小，但处理污水的工艺是相通的。”泉沟镇
生态环保科科长刘坤说。

据介绍，家门口有绿地、花园的住宅采
取农村污水强化生态渗滤模式，将污水投配
到土壤亚表面的渗滤系统中进行处理，净化
后的水可以直接回补地下水或作为农灌用水
回用。对于房前屋后无花地，但户外道路较
宽的农户，采用农村污水生态景观净化槽模
式，就近建设小型的污水处理装置。

与小白沙村紧邻的6个村庄，作为乡村振
兴白沙片区，都是采用的分散处理模式。
“片区内村庄修建道路户户通时，统一设置
了排水沟。而且，丘陵地带，村庄大多高低
不平，适合分散处理模式。”新泰市西张庄
镇生态环境科科长朱培成介绍。

新泰市西张庄镇共有28个村，4 . 5万人，
近年来，该镇坚持分类推进、以点带面，目
前已有22个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在推进过程中不搞“一刀切”，坚持一
村一策，分类推进。西张庄镇将全镇28个村
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社区村，采取镇区集中处理
法。该类村已整村搬入社区，居住相对集
中。对于该类村，通过铺设污水管网，将污
水收集引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依托新泰
市碧清水务有限公司，建设了开发区污水处
理厂，现在9个社区、4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
水集中排入该处理厂。

第二类是示范带动村，采取连片处理
法。该类村条件较好，市、镇两级补助后，
村级可自行承担后续安装管理费用。对于该
类村，严格按照各村常住户数，安装相应数
量的污水处理一体化设施，每处污水处理一
体化设施可处理周围50户左右的生活污水，
经处理后的水源，可直接用于绿化、浇菜、
道路洒水等，实现了水资源循环利用。

第三类是薄弱村，采取散户沉淀池处理
法。该类村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按标准配
备污水处理一体化设施成本过高，超出村集
体承担能力。对于该类村，采取部分集中居

住区域安装污水处理一体化设施，居住相对
分散的区域安装单户污水净化槽装置，该种
方式既节约了成本，也满足了生活污水治理
需求。

不同的村庄选择哪种污水处理模式，关
键是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适合自己的就
是最好的。要根据区位条件、经济水平、人
口密集程度和地势地形等多种因素，科学确
定本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付伟章认
为，由于存在方面差异，我们不能照搬浙江、福
建等地做法，应当致力于“资源化综合利用和
生态处理”两大原则探索合适的模式。

根据《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方
案》要求，泰安市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
效，突出重点、梯次推进，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生态为本、绿色发展”的原则，正在
逐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截至2020年11
月15日，泰安市已完成1852个行政村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任务，完成率55 . 47%，完成率位
居全省首位。而且，泰安市全部县（市、
区）均已超过五成。

“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针对
农村地形多样，村庄数量多，规模小，分布
散，经济状况各异等特点，我们因地制宜选
择科学治理模式，不搞一个标准一刀切，力
防千村一面。总之，要选择性价比最高、科
学、有效、合理的治理模式。”泰安市生态
环境局局长李华民表示。

建设难还是运营难

前张庄村安装联户分散式处理设备，在
实现灵活轻巧的同时，也给建设带来了难
度。房前屋后的土地问题，最为棘手。

“特别是涉及到几户相邻村民的土地用
地问题，比如，愿不愿意让出房前屋后的空
地、是不是过界了或者挖深挖浅等等。”吴
月军说，对这些问题，为了协商用地问题，
村委会花了不少时间和功夫。

建设中，资金缺口也是问题。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属于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其建
设、运营、维护以及监管均需要长期、持续
地投入大量的资金。资金问题已成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首要问题。由于缺少固定回报
来源，企业极少涉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领
域。主要依靠各级财政支持，资金来源单
一，投入不足，污水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维
护费用也没有固定来源。

这是建设之前的“烦恼”，而污水处理
设施建成之后，也存在着“担忧”。

“我们的维护人员日常就只负责打扫卫
生，看看设备通电情况，至于设备的维修维
护，还得需要专业人员才行。”王鸿岭说。

污水处理工程“三分建七分管”。在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中，多数地方
将运营交给镇村，镇村缺乏必要的人力、物
力、财力和技术来负责运营。

在镇村自行运营的设施中，多数操作人
员年龄较大，仅接受过简单技术培训，无法
及时解决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缺乏专门
的运营和管理机构，已经成为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此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是一项牵
扯到城乡规划、道路建设、管网铺设等各种基
础建设的综合性工作，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交通、住建等多个部门，不是一镇一村、单
独一个部门（单位）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

针对建设资金缺口，泰安市发挥政府投
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采用PPP模式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投资乡镇及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工程
建设和运营。制定出台了奖惩办法，对按期
完成任务及工作突出的乡镇街道予以奖补，
调动了村镇工作积极性。同时，将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与农村通水、通路统筹实施，既节
约成本，又提高效率。

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与启迪公司合作，
采取整镇打包的方式，节省大量资金。该镇
年投入40余万元，由公司组织定期对农户产生
生活污水统一拉运至丰山村附近的厌氧池，进
行发酵、曝气之后，用于浇灌黄精树苗，农村生
活污水做到了就地还田、充分利用。

在宁阳县，2019年，总投资380万元的蒋
集镇中心社区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这个污
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800吨，主要服务周边小
区、学校、蒙馆公路两侧商铺，受益人口多
达4000余人。但是，每年需要6万元的运营费
用，这个钱哪里出？

“三方合作，共建共赢。我们和辖区友
邦田园综合体开发方合作，企业将生活污水
排入水厂，每年缴纳排污费3万元，也为企业
省去了建设污水处理厂的费用。日常管理运
行由驻地村安排专人负责。”蒋集镇人大副
主席宁召强介绍，当地正和多家单位进行协
商，继续推广三方合作模式。

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牵扯部门多的问
题，今年5月，泰安成立市级专班。“我们
负责统筹谋划、协调调度、综合推进、督促
指导各县（市、区）、各部门推进这项工作，调
动各级各相关部门的主动性，形成协同推进
的工作机制。”专班负责人杨文通介绍。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见成效，长效运行是关
键。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高颖介绍，为确保已建成设施正常运行，
稳定发挥治污减排效益，必须坚持“建管并重”
的原则，新泰市正在探索以县为单位集中招
标，由专业公司负责后期维护，既解决了技术
问题，又降低了维护费用。

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农
村污水治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全面提升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必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
过程。任重而道远，这更需要我们因地制
宜、科学施策，尽快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的短板。

（本稿指导老师：王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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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曹儒峰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污水治理难，难在“毛细血管”的接入，施
工时需要对农户的卫生间、厨房和庭院地面
“开膛破肚”，部分农户并不“买账”；污
水治理难，难在大部分管线埋入地下，深浅
需要精准测量，冬天还要防止冻伤，工程质
量容不得半点瑕疵；污水治理达到排放标准
的同时，还需考虑其经济成本；污水治理设
施建设只是开始，运行维护才是关键。

采访中，记者感受最迫切的是：农村污
水治理模式的选择，一定要考虑农村财力实
际情况。在技术选择上，不能盲目追热点，

也不能片面追求“高大上”。要因地制宜，
综合区域生态现状、目标，以及技术与经济
等多方因素，否则就会造成资金浪费，治理
效果也适得其反。

可喜的是，随着社会对环保越来越重
视，农村污水处理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市场”，更多具有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的
企业进入农村污水处理市场。

不仅大企业进入这片“海”，敢闯敢干的
宁阳县前张庄村人也已“下水”小试牛刀。
村里成立了宁阳县通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拉
起了一支专业施工队伍，干起了建设污水处理
站的活，村民纷纷加入。目前，这支施工队已到
宁阳县东疏镇赵茂村、泰安市徂汶景区天宝镇

寨山东村承揽了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走
出一条“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新路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
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实施河湖水
系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共
山东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指出，要“深入推进农村清洁取暖、厕
所革命、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健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因地制宜”
“长效机制”，这是做好农村污水治理的重
要遵循。

农村污水治理要抓住“牛鼻子”

□记者 曹儒峰 报道
左上图：新泰市西张庄镇小白沙村建设了8处小型污水处理系统，图为小白沙村党支部书记范庆国(左一)等人查看3号污水处理站情况。
右上图：宁阳县伏山镇于家海村建设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全村的污水通过地下管网接入处理池，通过厌氧发酵、湿地吸收等等过程处理

后，排放到旁边的水坑。
下图：宁阳县东疏镇前张庄村将全村划分为5个片区，每个片区建设安装一个太阳能微动力的小型污水处理站，污水首先通过村民家里的滤

网，较大的垃圾被过滤出去，然后通过管道进入处理站的调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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