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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的印象中，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似乎已经经历了好几轮的集中建设，
生态湿地、生化塘等与此有关的名词至
今仍在记者的脑海里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为何时到如今，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仍是很多农村普遍存在的短板？
在记者看来，除了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
设迭代升级的需要外，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重建轻管的认识、实际操作偏差导致
的硬件闲置浪费乃至荒废，农村污水治
理重建更要重“管”。

与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相对集中
相比，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着点多面
广、分布分散的特点，这种地域分布的
天然特性决定了其管理、运行维护难度
远大于城市。

从物的层面而言，“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农村污水治理在完成了基础设
施建设之后，只有将这些设施常态化地
利用起来，才能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同
时延长使用寿命，否则，沦为摆设之后
只能成为鸡鸭鱼的乐园甚至逐渐消失
在乡村的荒烟蔓草当中。在抓好建设的
基础上注重管理与运营维护，本就是农
村污水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近十年来才
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谁来管、
怎么管、如何运作、经费何来等等，都存
在着不少的问题甚至政策空白。

以谁来管为例，农村“八大员”中与污
水处理沾边的可能只有水管员，而其职责
中却没有与污水处理相关的内容。在人这
个首要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要想建
立起切实有效的农村污水治理长效机制，
难度可想而知。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在这样的
情况下，破解农村污水治理重建轻管的
难题就显得难能可贵且具有普遍意义
了。综观新罗区的做法，在构建农村污
水治理建管并重长效机制的过程中，当
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作用，
引入第三方公司，实现污水处理基础设
施建设与运营维护的一体化运作，并对
第 三 方 公 司 赋 以 有 效 的 约 束 、奖 惩 机
制，既有效节省了财政资金，又切实解

决了难题，这样的创新可圈可点。
当然，在持乐观和肯定态度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

软硬件设施、思想观念等各方面不利因素的制约，农村污水治理
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仍面临相当多的实质性难题。如对一些人
口稀少几近“空心”的村庄要不要进行农污治理？怎样才能找到
既经济又高效的最佳治理模式？一旦开征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费

（新罗区出台了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费征收文件，目前已启动征收
前期准备工作），群众会不会出现抵触情绪？……这些都考量着
基层的创新能力与智慧。但可以确定的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这
样以民为本、解决农村基层群众实际问题的探索，前进的步伐必
将一往无前，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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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村两级污水治理是农村

污水处理的“最后一公里”和“毛细血

管”。但长期以来，由于建设相对滞后、

重建设轻运维等因素，这些“毛细血

管”大部分处于一建了之、没有发挥实

际作用的状态，甚至造成重复建设和

资金浪费，致使农村污水处理水平远

低于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大

农村的整体生态环境。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新罗

区实施农村污水治理整区推进项目，

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流域生态补

偿资金挂钩机制＋国企承建模式＋山

区地区适用处理技术工艺”，采用

EPC + O（即设计施工总承包及运营

一体化）的模式，对14个镇（街）、120

个建制村的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进

行统一建设、统一运维，为建立切实有

效的农村污水治理长效机制作出了有

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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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污水治理，擦亮 底色
——农村污水治理的新罗探索

□本报记者 张杰 见习记者 徐士媛 通讯员 温连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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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区生物精细化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建设现场新罗区生物精细化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建设现场

适中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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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石镇后路村污水处理站雁石镇后路村污水处理站

初春时节，记者走进龙岩市新罗区雁
石镇后路村，处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好一
幅“清水绕人家”的美丽图景。

“家里的洗菜池、洗手台、化粪池、浴室
都接入了污水管道，现在村里苍蝇蚊子基
本看不见了，水也干净了，环境明显好太多
了。”后路村村主任林龙清感慨地说，要不
是政府出钱建设，靠村里根本没办法办成
这件事，所以大家都很支持，连老房子也全
都接入了污水管道。

后路村现有户籍人口约 680 人、常住
人口约 450 人，村民世代傍山而居。过去，
由于生活污水没有集中收集处理，村民们
对污水横流已经习以为常，并戏称“污水靠
蒸发”。

2020 年，当地出台《新罗区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 年）》并启
动农村污水治理整区推进项目，后路村迎
来转变契机。

作为试点项目之一，九龙江流域（新罗
段）面源污染治理工程——雁石镇后路村
污水处理工程是在 2013 年立项的科技部
科技惠民计划项目——九龙江北溪流域农
村生活污水技术运用示范点（雁石镇后路
村）的原址上进行提升改造建成的，2021
年列入省、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该项目占地 647 平方米，新建主支管
DN200 约 1.7 公里，接户管 DN50-DN150
约 1.3 公里，规模 30 万㎥/d“格栅沉砂—微
动力生物净化槽”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出水
水质可达福建省地方标准《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水污染排放标准》（DB 35/1869-
2019）二级A标准，实现生活污水达标排放
（或灌溉），持续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

“现在这个污水处理站基本是满负荷
运转，村里除了少数几户住在地势较低地
方的人家，基本上都接进来了，接户率达到
90%以上。这里不仅没有一点异味，我们还
在站点周边进行了绿化美化，看上去就像
一个小花园。”该项目总承包方中科同恒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何润鸿说。

后路之变，正是新罗区探索建立农村
污水治理长效机制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一个
缩影。

建设

乡（村）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
越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快速向城镇集
中，这也从客观上造成了即使同一件事情
也往往会“城乡不同天”的境况，污水处理
方面也不例外。

以新罗区为例，目前，新罗区常住人口
84.17 万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72.23 万
人，占 85.81%；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1.94
万人，占 14.19%。这种城乡人口的差异带
来的是，只有约 60 平方公里的城区拥有相
对完善且运行规范的污水处理系统，居民
更多地享受到城市生活的美好。

而在更加广袤的新罗农村，则是另外
一番景象：《新罗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规划（2020—2030 年）》显示，截至 2019
年，新罗已建设农村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共
计 218 座，可正常运行的设施共 10 座，未
能正常运行的设施共 208 座，已建站点几

乎均未进行正常运维，甚至部分已建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被村民占用养鸡鸭、种菜、
养鱼等等，而这种情况在我省其他地市也
比较普遍。

“新罗区地处九龙江上游，水质问题不
仅关系到自身，更对地处下游的漳州、厦门
产生直接的影响，农村污水治理的生态短板
必须补上！”对此，当地主要领导掷地有声。

基于此，2020 年以来，新罗区先后出
台《新 罗 区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专 项 规 划

（2020—2030 年）》《新罗区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新
罗区“十四五”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运维实施方案》等，从制度层面对当地农村
污水治理作出常态化安排，实施农村污水
治理整区推进项目，并依托负责城乡供水
一体化的当地国企雁翔集团水电环保板
块，作为农村污水治理整区推进项目业主，
总投资约 6.7 亿元，涉及全区约 120 个村庄
的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运营。

“由于不少农村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年份较早，出现了池体容积小、人工
湿地堵、终端环境差、处理效果差
等问题，导致处理水量、水质跟
不上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在
建设改造过程中，我们因地
制宜，全面规范开展接户
工程、管网工程和终端
工 程 等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工 程 ，做 到
农 村 厕 所 、洗 涤 、
洗浴和厨用后废水
等 应 纳 尽 纳 、应 集 尽
集 、应 治 尽 治 、达 标 排
放。”雁翔集团水电环保板
块董事长谢彬介绍说。

而 在 这 当 中 ，九 龙 江（新
罗段）面源污染治理工程项目则
是重点。该项目以“农村生活污水
治 理 与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资 金 挂 钩 机
制＋国企承建模式＋山区地区适用处
理技术工艺”，采用 EPC＋O（即设计施工
总承包及运营—体化）的模式实施，总投
资 4.7 亿元。

何润鸿介绍说，由于该项目工程量大覆
盖面广，所以分三期实施，共涉及九龙江流
域（新罗段）内西陂街道、曹溪街道、东肖镇、
铁山镇、红坊镇、适中镇、雁石镇、万安镇、小
池镇、龙门镇、白沙镇、江山镇、岩山镇、苏坂
镇等共14个镇、街的92个建制村，新建约38
座 分 散 式 污 水 处 理 站（厂），配 套 敷 设
DN80-DN300管网总长度约655公里。

同时，为了方便建成投入使用后的日
常运维和节约运维成本，这些分散式污水
处理站（厂）还安装了环境物联网终端系
统，新建了 7座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走进九龙江流域（新罗段）面源污染治
理工程项目雁石镇楼墩村示范片区，污水
处理站阴阳鱼造型的出水口池塘中，几尾
红鲤鱼正悠闲地游来游去；旁边的草莓园
里，一对来自宁德的夫妻正在采摘草莓，准
备趁着新鲜卖到龙岩市区……

“来来，这个水龙头打开就可以直接浇
草莓了，水质好还省事。”雁石镇党委书记林
广江指着草莓园边的水龙头招呼着夫妻俩。

林广江告诉记者，这个污水处理站点
主要服务楼墩村约 650 人，铺设主支管 1.6

公里，房前屋后共建设接户管道 3.1 公里
以连接主支管管网系统，配套建设检查井
76 座，对厕所无化粪池的住户配备三格化
粪池。

为提升居民居住环境，污水管网系统
采取接管到户，不仅处理了周边的污水，当
地还结合乡村振兴对周边进行了绿化美
化，配套了休闲石凳、路灯等，建设了一个
口袋公园，不少群众有事没事都会到这里
走走坐坐，可谓是一举多得。

而在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新罗区适中
镇，当地则选择在离集镇较近的地方，投资
约 2000万元，建设日处理能力 1600立方米
的污水处理厂，通过敷设主支管 44.8公里、
房前屋后共建设接户管 69.6公里以连接主
支管管网系统、配套建设检查井 2047 座、
对厕所无化粪池的住户配备三格化粪池等
手段，服务周边适中镇中心村、中溪村、保
丰村、洋东村约 21200 人，形成有示范意
义、具备推广性的“点单式”污水收集处理
模式……

据了解，截至目前，九龙江（新罗段）面
源污染治理工程项目一、二期（36 个村）已
完成主管铺设约 133.8公里、接户管铺设约
167.5 公里、污水站（泵站）26 座，累计完成
工程量 98%，进入收尾阶段，预计 3 月底完

成 工 程 验 收 ；三 期 项 目（56 个
村）已 完 成 主 管 铺 设 73.2 公
里，接户管铺设 56.3 公里，
在建污水站 15 座、泵站 3
座 ，累 计 完 成 工 程 量
49% ，计 划 于 2024 年
6 月 底 完 成 全 部 建
设 ……硬件设施建设的
不断推进，为新罗农村污
水治理整区推进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运营

多措齐下建立长效机制

登录九龙江（新罗段）面源污染治理中
控管理中心云平台，已接入平台的新罗农
村污水处理厂、站点赫然全部在列；点击适
中镇生活污水处理厂，高效低能耗生物反
应器、调节池提升泵、旋流式沉砂器等 10
多种关键设备运行情况一目了然……

“农村污水治理硬件建设是基础，但
建成以后的运营维护管理是建立长效机
制的关键，所以我们就从后续运维的需要
出发，同步建设了这套物联网系统，以提
高运维的科技含量和效率。”何润鸿指着

云平台界面说。
《新罗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2020—2030 年）》明确，到 2025 年，全面开
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优先完成人口
集聚的村庄，以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水
质需进一步稳定的主要流域和小流域控制
单元内存在农村黑臭水体、接待旅游人口
较多及高速铁路沿线的环境敏感区域内村
庄的生活污水治理，其中省级乡村振兴试
点示范村在 2022 年前完成治理。镇区污水
收集率不低于 80%，非镇区污水收集率不
低于 65%，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完
成；到 2030 年，持续推进新罗区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工作，全面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长效机制。

“现在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基本实
现了全覆盖，但要实现这个（规划）目标，后
期的管理能不能跟上是决定性因素。”新罗
区住建局有关领导坦言。

为了确保当地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切切
实实做到“管起来、用得好、见实效”，新罗
区在西陂街道紫阳村建立运维中心，并通
过物联网平台最终实现全区所有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以及出水口水质的实时在线监
测，真正形成长效机制。

此外，为确保农村环保设施运维方切
实尽到职责发挥作用，除了对农村污水处
理设施管网接户率进行考核外，新罗区明
确规定，每半年由区住建局组织成立乡镇
污水运营维护管理考核小组，会同生态环
境、财政、农业农村、发改等部门，对污水

厂（站）的出水水质进行考核，若被考核
的污水处理厂（站）出水水质没有达到

设计的排放标准，不予支付该污水
处理站运行维护费，真正做到责

权利挂钩。
记者注意到，通过物联网

等技术手段，污水处理站点有没
有正常运行、设备有没有跳闸、出

水口水质有没有达标等等，通过监控
画面都能随时看到并第一时间进行处

理。何润鸿告诉记者，农村污水处理的运
维和管理效率得到提高的同时，配套建设

的 7个总装机功率 140kW的屋顶分布式光
伏电站，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运维成本。

但即便是这样，为防止管道堵塞配备
的 4 辆吸污车、抢修车辆和必要的抢修物
资储备、污水处理站点一周三次左右的人
工巡查等等，每年的运维成本都在 200 万
元以上。“随着农村群众环保意识的增强
和运维投入的增加、管理水平的提高，农
村污水治理达到或接近城市污水处理的
水平是可以期待的。”对于未来，何润鸿信
心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