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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点任务,也是流域及区域水环境改善的关键。县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是农村污水治理的发展方向,

是解决农村污水治理难题、保障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较好方式,是加强村镇污水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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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直以来由于存在着自上而下的项目推动与自下

而上的项目需求之间的错位,导致基层相关部门替代农民成为建设主体,

而应该作为主体的农民则游离在外,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与缺乏有效的

机制、经费的不足、运维机制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要想把农村生活污水问题彻底解决好,就是充分剖析当前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所采用的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以

期推动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 

1 基本原则 

1.1科学规划,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以对历史负责任

的态度,做好科学规划,要以前瞻性的眼光,着眼于未来绿色发展。以经济

建设成本,经济运营成本,高环境收益为目标,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处理好

规划与发展的关系。 

1.2先易后难,梯次推进。采用近期和远期相结合,先环境敏感区、污

染严重区,后一般区域的次序,梯度推进,全面覆盖。优先发展污水处理厂

管网覆盖区,城镇及以上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省级及以

上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村庄,美丽乡村等试点示范区域内的行政村。 

1.3因地制宜,分类治理。根据区位和经济条件差异,采用不同的处理

方式,做到农村生活污水“应集尽集、应治尽治”。对靠近城镇且满足城镇

污水收集管网接入要求的农村区域,优先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站)处理；

对集聚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区域,采用有动力或微动力处理技

术进行集中处理；对居住较为分散、地形地貌复杂的农村区域,就地就近

采用无动力处理技术进行分散处理。 

1.4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污

水规模和农民需求等,合理选择技术成熟可靠,投资小见效快,管理方便、

操作简单、运行稳定、易于推广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和设施设备。强

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引导农民以投工投劳方式

参与设施建设和巡查维修,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导企业

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互利共赢。 

2 灵活选择治理方式 

由于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地形地貌、生活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差

别导致农村生活污水的产生量变化很大,收集处理的难易程度存在很大的

差别,所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一定要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的灵活

选择治理模式。 

2.1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不能产生污水径流的村庄可采用分散处理

就地利用方式。在不产生黑臭水体、不造成污水横流、村庄无异味、不破

坏周边土壤环境的前提下,在村庄选取适当位置建设化粪池,并对农户厕

所进行硬化等防渗处理后将粪便集中收集入化粪池内进行回收或综合利

用。同时,县、乡、村巡查队伍定期开展巡查,制定村规民约,禁止生活污

水乱泼乱倒,这种治理模式由治理和管理并重的情况更偏向于管理,通过

管理达到美化乡村,达到防止污染的目地。 

2.2人口较为集中,能够产生污水径流的单村或联村可采用收集处理

方式。包括纳管处理方式、建设污水治理站方式和生态处理方式三种。具

体为：①纳管处理方式。对具备纳管条件、居住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考

虑就近接管至城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处理；②建设污水处理站(厂)方式。

可采用不同工艺的土建式污水处理站或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等,处理设施

包括污水收集系统和污水处理终端；③生态处理方式。可采用生态沟渠、

稳定塘、人工湿地、地下土壤渗滤处理系统、生态植物滤床、人工快渗池

+生态沟渠组合、生态沟渠+稳定塘组合、稳定塘+人工湿地组合等处理方

式,进水需满足其污染负荷要求,对污染负荷较高的污水,需进行预处理。

处理设施出水进行综合利用的,水质应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应的标准或要

求；确需排放的,应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应的排放标准要求。 

2.3其他分散处理方式。包括单户或联户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分

散收集集中拉运至处理处置设施两种方式,对于这两种处理模式要考虑当

地的气温变化及后续的运维管理,如果在北方地区冬季气温较低的情况下

采取这种处理模式则有点不切实际。 

总的说来,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居环境并没有得到同

等的关注,导致了城乡之间环保投资以及由此带来的环保设施的不均衡,

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对于产生量在100多亿立方的农村

生活污水的治理来说还是成为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难点及重点之一,在

已有研究理论和实践借鉴的基础上,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原则及处理模式

进行了浅析,以期能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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