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走进河南洛阳栾川县，山绿、水

清、花繁，随意选择一个村落都可欣赏到春意盎

然的美景——栾川正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

位于豫西伏牛山腹地的栾川县生态资源富

集，森林覆盖率达 83.51%，拥有 20家自然生态景

区、51 个旅游专业村。随着乡村旅游业不断发

展壮大，农村生活污水“出口”问题成为一道“难

题”，如何将刚刚吃进嘴里的“生态饭”变成令乡

村百姓致富的“长久饭”？这成为栾川不断探索、

研究的课题。

农村污水治理如何科学布局，选择哪种方式

建、怎样建设、如何运营？位于栾川县的栾川乡

在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因地制宜、科学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连日来，记者深入栾川乡，近

距离观察一个乡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生动

样本”。

告别污水直流

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

村民的“生态饭”才能吃得更

长久

记者驱车来到栾川乡养子沟，远远地就看见

小桥、流水、人家，在春树掩映下一派生机勃

勃……作为黄河重要支流，伊河横穿栾川乡而

过，南北两山的溪涧都是它的支流。养子沟河便

是其中之一。

养子沟长 4 公里，从沟里顺流而下，沿线养

子沟村、养子口村两个村农家宾馆鳞次栉比。沿

汩汩流淌的养子沟河而走，记者见到 16 号宾馆

的老板杨文可。他正忙着自家民宿“梨花庄园”

的升级收尾工作，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旅游旺季

到来。

栾川最早一批吃上“生态旅游饭”的就是养

子沟的老百姓，但随着名气增大、游客量增加，养

子沟河的水变了质、也变了味。

“2016 年之前，我这里有 14 个房间，每间房

每天也就收入五六十元。”站在院子里，杨文可回

忆道，那时，上的是旱厕，生活污水直接排到沟

里；后来厕所改了水冲，三天两头得挑粪。“没办

法，村里辟出一块空地，建了化粪池，由于处理标

准不高，夏天还是臭烘烘的。”

令杨文可高兴的是，经过一年建设，整条沟

的生活污水都在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得到净化，

全沟实现了雨污分流。“门前清澈的河水与清新

的空气又回来了！”杨文可告诉记者，自己家是离

河最近的，今年游客量一定会创新高。

旱厕、三格化粪池、水冲式厕所，这变化背后

反映的是污水处理能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

杨文可坦言，“现在每月需要多支付几十元污水

处理费，但对于缴费这件事，我满是赞同”。

“虽然要交一些污水处理费，我挣得却更多

了。”对于这笔账，杨文可算得很清，不用缴费的

时候，污水乱排，环境破坏了，房间不仅价格低，

客人还不愿意住。缴点污水处理费，环境保护好

了，客人不仅愿意来，房间价格也能提上去。

因为厕所排污问题好转，杨文可经营的民宿

房间价格已经从一天 50元涨到 238元，收入也翻

了好几番。“现在，大伙儿缴费都很积极。”杨文可

说，大家都明白，只有让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

治理，子子孙孙才能都吃到“生态饭”。

如今，杨文可与村里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最

终都流入了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这座污水处

理站日处理能力500吨，可满足1万人使用。

“你看，这分别是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水。出

水水质稳定达到一级 A 类标准。”承建该污水处

理站的河南科创清源环保科技公司负责人孙风

俭拿起两个矿泉水瓶：一瓶浑黄，一瓶清澈，对比

极其鲜明。循着哗哗的水流声，一泓清水从出水

口径直流入养子沟河，并在下游不远处与伊河交

汇。孙风俭告诉记者，“这一处理站依托生物技

术与膜技术的联合应用，创新多级回流工艺，实

现了水质达标与降本增效的双赢”。

分类施策治污

乡村聚落布局零散，污水

治理不能“一刀切”

与养子沟的处理模式不同，雷湾村选择的是

大型三格化粪池模式。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村，雷湾村人口规模不

大，群众居住相对分散，污水成分也比较单一，三

格化粪池既可以满足群众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运行成本。”雷湾村党支部书记郭红彦告

诉记者。

乡村聚落布局零散，污水治理不能“一刀

切”。栾川乡从规划入手，坚持整乡推进，打破乡

村行政区域界限，统筹考虑人口规模、产业布局

和未来发展，科学确定污水处理类型、服务半径

和覆盖区域。其中，在集中居住点建设污水处理

站并预留扩容空间，在分散山区选择建设三格化

粪池，形成了精准到村到户的“作战图”。

“有的多村一座，有的一村多座，还有跨村布

局的。”栾川乡党委书记高健力告诉记者，经过两

年努力，全乡 15 个行政村共建成 11 座污水处理

站与 6个三格化粪池，初步实现了农村生活污水

收集处理全覆盖。

4 月 8 日，记者跟随栾川乡西河社区党支部

书记陈建伟来到该社区前村组，刚一进村，就被

一大片盛开的玉兰花所吸引。“这就是我们的污

水处理站。”陈建伟说。记者深感意外，这里面看

不到污水，闻不到一丝臭味，也无人在里面管理，

从外表看更像是一座花园。

陈建伟解释，栾川乡在各村修建了 10 多座

这样的污水处理站，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是总

站，通过操控系统统一管理其他分站，因而无需

再设专人管理。而且，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所有管

道均埋置于地下，因此看不到污水处理痕迹。

“真不赖！”提及这个“花园式”污水处理站，

大伙儿都知道它的好处。村民潘红霞就是受益

人之一。以前，她家用的是旱厕，雨污不分离，臭

烘烘的，三天两头得往外担粪，让人头疼不已。

后来，在村委号召下，潘红霞加入了改厕的行列，

将旱厕变成了水冲式厕所，污水统一流入村里面

的污水处理站处理。

“你看这多干净，再也闻不到臭味了。”她指

着家里刚翻新过的水冲式厕所笑着告诉记者。

潘红霞家的污水流入西河污水处理站。这

一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力达 300 吨，能解决 800

人的日常生活污水处理。这样一来，不仅每家每

户的居住环境变好了，整个村的生态环境也变好

了，村民们越过越舒心。

如今在栾川乡，规模大小各异的污水处理站

日处理污水能力从 30吨到 500吨不等，但都采取

了统一的技术路线，由企业统一建设并提供技术

服务。

科学运营管理

运用信息化技术打造智

慧污水管理平台

栾川乡管理这些污水处理站与三格化粪池

需要多少人手呢？答案是 4 个人。精简高效的

模式离不开栾川乡一次次考察实验。

“好用、不贵、可持续，才更有生命力。”高健

力说，栾川乡考察过很多地方，有的处理成本高，

建成不久便开始“晒太阳”；有的是“一锤子买

卖”，建成交付村庄管理，由于缺乏技术故障频

发，也是“中看不中用”。

“现在主要依靠的是信息化技术打造的智慧

污水管理平台。”高健力告诉记者，作为“运维中

枢”，该智能管理平台实现对全乡污水处理站的

远程控制和问题在线预警，最大限度压缩了人力

成本。

数据显示，目前栾川乡 11 个污水处理站总

处理规模为 1660吨，总投资 1300余万元，平均每

吨投资约 8000 元。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大，

如何缩减运营成本？

记者获悉，作为公共服务设施，栾川乡工程

建设资金以财政投入为主，在管护运营方面，他

们按照城镇综合水价（基本水价+污水处理费+

水资源费）的模式，从供水端收取适量水费，充实

集体经济账户，以补充污水处理运营成本，以及

维护排水管网设施。

目前，栾川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综合水价为每

吨 2.75元。考虑农民收入水平，栾川乡水价普遍

按每吨 1.5 元收取。同时，根据栾川乡与河南科

创清源环保科技公司签订的《栾川乡污水处理托

管运营合同》，污水处理站整体运转率低于 60%

时，包括电费、药剂费、人工费、设备维修费在内

的运营费为 0.95元/吨；运转率高于 60%时，运营

费按每吨0.85元收取。

对于河南科创清源环保科技公司来说，既建

设又管理，承担了很多事务，利润并不高。那企

业图的是什么？孙风俭告诉记者，“我们更看重

的是在栾川乡探索一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产业

化道路，打造一条‘环境产业链’，以便将来参与

更大范围市场竞争”。

“水费不贵，大家都承担的起。更关键的是，

污水有了去处，环境变好了，游客更多，乡亲们不

愁没有好日子过！”高健力道出了乡亲们的共同

心声：守好一方绿水青山，就一定能收获金山

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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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先清

当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仍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短板。尤其随着乡村

游发展、游客量骤增，一些生态资源丰富地区该如何彻底解决农村生活污水

问题，让群众可持续享受“生态红利”？经济日报记者近日走访洛阳市栾川县

栾川乡发现，当地成功实现散落在16道沟岔的15个行政村村民生活污水全

域长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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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民意

所盼，更是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的痛点所在。一

方面，美丽乡村是从“面

子”美到“里子”，要有刷

墙铺路、栽花种树的“外

在美”，更要有功能完

善、品质提升的“内在

美”，不能“垃圾围田园、

污水映新房”。另一方

面，乡村聚落零散，资

源禀赋、经济水平各不

相同，污水处理搞“一

刀切”“齐步走”不行，

老百姓不主动、不买账

也不行。总之，污水处

理不仅是“民生工程”，

更考验共建共享的“管

理内功”。

夯实“民生工程”不

易，练好“善管内功”更

难。以栾川乡“治污行

动”为例，从规划先行，

科学确定污水处理类

型、服务半径和覆盖区

域，到畅通管网，对改厕、

改厨、改水一体推进，坚

决不让污水“跑冒滴漏”，再到探索水费收缴

机制，让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得全、管

得住、用得好……既因地制宜搞好管网配

套，又精准施策赢得群众认可，补上了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形成了乡村

共享共治的良好互动，让“靠山吃山”的老

百姓实现了幸福升级。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美丽乡村

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背后有“由内而外”

的美丽期待，也有“内外兼修”的必然要

求。今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5 年行

动全面启动，就是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清理“看得见的垃圾”，整

治“看不见的污染”，堵上“前门生态、后门

排污”的漏洞，让美丽乡村“无死角”，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共赢。

眼下，正是广东湛江市徐闻县菠萝大量上

市时，浓浓的菠萝香味儿随着阵阵微风在空气

中蔓延。连日来，徐闻县的菠萝频上热搜——

在偌大的山野地中、沟岭坡梁间，有一片菠萝组

成的“海洋”一望无际，被戏称为“菠萝的海”。

“今年价格连涨 3倍，是我种植菠萝以来的

最高价格了！”谈到菠萝，徐闻县曲届镇龙门村

种植户陈明仕笑得合不拢嘴，“这里面有农行的

一份功劳！我们村有约 500 户种菠萝，符合条

件的都在农行申请了贷款。农行贷款发放快、

利率低，帮我们解决了资金问题。”

徐闻是我国菠萝生产第一大县，菠萝种植

面积达 35 万亩，年产近 70 万吨，面积及产量均

超全国三分之一，有“中国菠萝之乡”的美称。

对于当地种植户来说，资金一直是道难越的

“坎”，如何才能有效解决？

为此，农行广东分行信贷人员近年来扎根

徐闻“菠萝的海”深入调研，加快金融改革与

服务创新，相继推出“菠萝 e 贷”“建档 e 贷”

等线上信贷产品，支持菠萝产业发展、种植户

增收。

今年受干旱少雨天气影响，徐闻菠萝糖分

更高，但产量下降，供不应求，价格一路看

涨。面对销售旺季，农行广东分行在信贷支持

菠萝产业发展的同时，多渠道助力农民推销

菠萝。

其中，农行湛江分行工作人员主动变身徐

闻菠萝“义务宣传员”，帮助种植户拓宽销售渠

道。今年以来，该行已为菠萝种植户提供贷款、

销售等现场集中金融服务 156 场次以上，服务

农户3555户。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 年是徐

闻菠萝最艰难的一年。“去年菠萝大多烂在地里

没人要，幸好农行及时联系商家购买了一些，不

然损失惨重。”陈明仕对此心有余悸。

记者获悉，针对去年菠萝销售难情况，农

行广东分行主动联系徐闻县连香农产品农民专

业合作社、菠萝罐头厂，最终帮助种植户销售

菠萝 5.5 万多吨；并从去年 7 月菠萝种植季开

始后，组织员工奔赴“菠萝的海”各个村镇，

深入田埂陇间，积极推进农户信息建档工作，

为符合条件的菠萝种植户提供线上贷款服务，

助大家渡过难关。

“菠萝e贷”甜了“菠萝第一县”

□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徐闻县菠萝种植户满载而归。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图为养子沟口污水处理站。 白云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