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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孝感市乡村清洁工程的成效及相关的思考 

赵丽江  向凇婕 穆霖 

 孝感市在进行乡村清洁工程过程中提出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政策

扶持、社会参与、部门服务”的工作思路,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扩挖塘

堰 3 万口，新改建县乡村公路 519 公里，新解决农村 26 万人饮水安全

问题，实现 5万贫困人口基本脱贫。 

 乡村清洁工程为农村环境改善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找到了切入口，保

证了农民基本的生存条件——可饮用的水、可通车的路、做饭的能源。 

 建“盆景式”的新农村，“百镇千村”的试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改

变自己生活条件的迫切愿望。要大幅度地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

乡差别，政府要有计划的、长期的投入资金，才可能逐步解决。保持住

中部地区的青山秀水，使农民群众在乡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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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市乡村清洁工程的成效及相关的思考 

赵丽江  向凇婕 穆霖 

2007 年以来,农村清洁工程在全国部分地区展开，已取得了明显

的进展。孝感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结合本地实际，五年来持续

推进乡村清洁工程，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乡村的面貌有了较大的

改观，成为各级党委领导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工作抓手。 

一、 因地制宜，形成乡村清洁工程多样化模式 

在中国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农村出现了人

去房空的空心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人畜粪便、作物秸杆、废弃

房屋都无人管理，农民饮水、出行、生活燃料都成为问题，农村的人

居环境恶化。乡村清洁工程，为农村环境改善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

找到了切入口。 

孝感市的乡村清洁工程是在特定的经济地理条件下展开的。孝感

市最大的特点是毗邻大都市,且有广大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小城带大

乡，是孝感市城乡空间比例及城乡人口比例的基本现状。孝感市 500

多万人中，大约 320 万人长期居住在农村，城镇人口的比重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孝感市委在进行乡村清洁工程过程中，从实际出发，提出

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政策扶持，社会参与，部门服务”的工作

思路，发挥各县市的积极性，制定了有特色的乡村清洁工程实施规划,

形成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模式。 

——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联动，城乡共治的云梦模式。云

梦县根据本地城市乡村一体化水平较高的特点，提出“以城带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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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促城，城乡联动”的工作思路，体现了城乡共治：治脏、治乱、治

害，即清除垃圾废物、保持清洁卫生；治理交通、商贸经营的混乱状

况，规范公共秩序；消灭鼠蟑蚊蝇，防止疾病传播。实现城乡的城乡

绿化、道路硬化、亮化、美化。 

——以功能镇、中心村为主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市推进的安

陆模式。安陆地形以丘陵岗地为主，兼有低山平原，农民居住分

散，有 20 户以上自然湾 4480 个，村湾布局分散，规模小。安陆市委

从农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重点解决农村建设无序、设施落后、

面貌陈旧的问题。在推进乡村清洁工程的过程中按照节约用地，延续

特色，生态优先，尊重民意的原则，以环境整治为切入点，以功能镇

建设为重点，适度发展中心村，规划建设中心湾。 

——脱贫奔小康，重点整顿村容村貌的大悟模式。大悟县的乡村

清洁工程是脱贫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开展村庄环境整治；重点进行“三

清三整”活动，即清塘堰、清垃圾、清柴草，房屋整修、门前整理、

环境整治；着力建立“户保洁、组收集、村转运、镇处理”的卫生保

洁机制。重点放在农村绿色能源建设和小型水利工程上，大力推进“一

池三改项目”（建立一个沼气池，改造厨房，改造厕所，改造猪圈），

把大悟打造成为绿色能源示范县。 

二、 从乡村清洁工程入手初步构建起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孝感市委市政府从人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

村镇建设和农村环境整治入手，大力推进乡村清洁工程，逐步构建农

村公共服务体系。在调研中村民说：实施乡村清洁工程以来，臭气变

沼气，垃圾变肥料，蚊声变鸟鸣，村庄变得更靓更美了。孝感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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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程重点解决行路、饮水、做饭、如厕等基本生活问题，提高了

农民生活质量。到 2011 年底全市共有 1000 多个村启动了村庄环境整

治，完成投资 2亿多元，新修村庄道路 410.9 公里、排水沟渠 239.3

公里，新增植树 313112 株，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卫设施建设逐步

完善。 

1.因地制宜，科学编制执行村镇发展规划 

科学编制规划。孝感市坚持把村庄布局和规划放在突出位置，努

力做到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新农村规划。坚持先规划后整治，

从各地自然、经济、社会、民俗等实际出发，尊重差异性，体现代表

性，按照规划科学安排村庄布局、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好

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遗存。2009 年孝感市新完成村庄规划 946 个，

累计完成 2080 个，占应编制村庄规划数的 76％，为村庄的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2.分类指导，改善村容村貌，建设绿色生态家园 

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逐步配套及村容村貌的整治整修，切实改善

人居环境。对原规划布局合理，但基础设施较差的村，依托现有基础，

实施综合整治，建立垃圾池，公共厕所，改善村容村貌。汉川市新建

农村户用沼气池 6000 多口，三格式厕所 4000 多座，垃圾池 850 个、

垃圾填埋场 30 个，实现垃圾归点、污水归池、畜禽归圈、柴草归垛，

逐步形成路畅、水清、渠绿、村净的人居环境。2012 年孝昌县丰山

镇长春村度，以乡村清洁工程和新一轮“三万”活动为抓手。通过发

动群众捐资和“一事一议”筹资等各种方式投入资金近 200 万元，完

成通湾通户公路 4 公里、门前硬化 3000 余平米；二是建立长效机制



 

 4

管长远。结合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开展了以建垃圾池、建公厕、

定保洁员、定长效机制的“两建两定”活动，新建垃圾池 28 个、公

厕 14 个，聘请保洁员 12 名，每个村组 1名保洁员，主要负责每个星

期定期对垃圾池进行清理焚烧和每个村组公厕的卫生，督促各户搞好

门前环境卫生和按规定将生活垃圾入池。建立了组收集、村清运、镇

处理的垃圾清理清运长效管理机制。 

对具有地方传统民居特色的村庄，保留其原有的建筑主体和风

格，不搞统一的大拆大建，不改变原来村庄的格局，只对现有建筑的

立面进行粉刷美化，新修或整修村庄的排污系统，改厕、改厨。对经

济基础较好、工业商贸发达的村，引导农民集中配套公共设施，建设

统一的农民公寓。 

3.确保农民饮水安全，整治小型水利工程 

乡村清洁工程的实施过程，也是孝感多项农村公共事业（如清洁

饮用水工程、公路的畅洁亮美工程、通畅安保工程）齐头并进的过程，

以水利部门为主，建立新农村安全饮水体系。 

在集镇周边的村庄，采用城镇自来水管网向农村延伸。孝感市规

划解决 157.67 万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其中 33.91 万人通过延伸

城镇自来水管网的方式解决，占总计划任务的 21.5％。对离乡镇集

镇较远的中心村，采用中心村集中供水模式。 

在乡村清洁工程实施过程中，对农村的当家塘堰、水渠等小型水

利工设施进行清淤整治。大悟县提出：“村村都有万方塘，湾湾都有

当家塘”建设目标和“以奖代补”的激励政策，每年投入 60-100 万

元，对全县整修和新建万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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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通村公路建设 

“十一五”以来，孝感市累计投入 16 个多亿，建成通村油路水

泥路 6000 多公里，解决 2980 个行政村行路难的问题，行政村通达率

达 98%以上。累计开通农村客运班线 241 条，建成农村五级客运站 31

个、候车亭 600 个、招呼站 1250 个，行政村通客车率达 90%。累计

完成渡口达标改造 165 个，达标率达 98.8%；农民们说：我们现在是

穿着绣花鞋，可以走到北京。而农村交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5.发展乡村清洁能源 

实施农村“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工程。农户通过修建一口沼气池，

因地制宜配套改圈、改厕、改厨，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

弃物进行综合处理利用，既获得了优质的清洁能源，还改善了农村卫

生环境。实施规模畜禽场沼气治理和发电工程。大悟县累计建成农村

户用沼气 3.7 万户，占全县农户的 29.5％，年可产沼气 1420 万 m³，

折合标煤 1.01 万吨，解决了 3.7 万农户的日常生活用能，年可节约

薪柴 7500 万公斤，年可为农户节支增收 4000 多万元，保护森林植被

13 万亩。充分利用农村废弃的农作物秸秆，通过热解气化技术使其

转化为优质能源供农户生活所用，实现农村炊事燃气管道化。 

三、 将乡村清洁工程与农村生态建设并进的思考 

在调研过程中，孝感当地的干部群众即表现了对乡村清洁工程积

极支持和参与的姿态，同时对农村的环境建设、生态建设提出了许多

深刻的见解。 

1.中国的农村将长期存在下去，要致力于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在调研过程中，基层干部提出：缩小城乡差别并不是把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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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一样，而是要在农村地区建设一种适合于本地环境的新的农村

生活方式。农村地区是中国的腹地，也是中部地区的腹地，对于中国

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农村将作为区别于城市的巨大空间而

长期存在，不可能实现整体的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乡村清洁工程所

要做是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逐步地消灭城市乡村生活上的差别，使

农村居民在农村可以过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农村的生活成本较低，有巨大的地理空间，既可以成为乡村旅游

发展地点，成为农民及部分城市人口的居住地。中国至少还有六亿人

口常住农村，还有两亿多人口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农村是他们的

故乡，也是他们长期的安身立命之地。公共服务设施解决之后，孝感

这些离大都市近的地方，是可以成为人们安居之地。 

2.传统的乡村的生活方式是没有污染的，农村是有自净能力的 

在调研的过程中，一些年纪大的干部再三强调：过去的农村是没

有污染的。现在的污染是人为的，农村依然可以恢复它的自净功能，

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引导农民建立新的生活观念，去规划村庄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农村是没有污染的。就在 20 年前，农村的人畜的粪

便是宝贵的肥料，搜集起来用作农家肥的；现在人们用化肥，没有人

愿意搜集了农家肥料了，村庄里臭气熏天。以往农村的小河塘堰是是

年年疏浚、清污，可以用来洗衣、洗菜的。 

仔细看农民丢弃的垃圾——烂菜叶、烧过的煤灰、还有一些农作

物的秸梗，这些东西分类处理好，是可以变废为宝的，只是要费一些

人力和功夫。农民的观念转变，农村的这类垃圾是不用村集中，镇转

运的，农民自己家中就可以处理了。要弘扬有价值的传统的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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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引导农民建立适应现代化生活的观念。 

现在的农村也有农民无法解决污染，如用过的塑料薄膜、食品的

包装袋、包装盒、酒瓶子、废旧电器，白色污染物包围着村庄，淤塞

溪流塘堰。这是工业化生活方式产生废品，是需要回收加工处理的。 

3.政府要为城乡提供一体化服务，以工补农要体现在农村公共设

施建设上 

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公共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投入是在城市，供

水、供电、交通设施、环境保护等设施都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投入巨

额资金，花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现在在农村有相当一部分的公

共设施的建设农民投资、投劳，农民的低收入，根本无法提供这种巨

额的资金。这些年国家有些专项资金，解决农村的基础设施问题，如

安全饮水工程。对于广大农村和农民群众对于公共设施和服务的需求

来说，这些投入是杯水车薪。 

在乡村清洁工程的进行过程中，孝感市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用了

很多精力，领导农民群众改善农村的公共设施；但是苦于资金的严重

不足，政策的不配套，想做的事情、需要做的事情，与能够做的事情

有巨大的差距。从孝感的乡村清洁工程展开的情况来看，仅靠农民自

己和地方政府本身的财力是无法完全实现乡村清洁工程的目标，达不

到建设城乡均等公共服务的要求。按照最近吴敬琏先生的分析：从全

国来看，“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

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35万亿”。现在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政策，

国家把一部分来自农村土地的资金，返回给农民，进行农村公共设施

的建设。 



 

 8

新农村建设、乡村清洁工程都需要强大的全局性的公共政策的支

持，对于农村发展的支持不能抱一种恩赐的态度，而是一种义不容辞

的责任。 

孝感市委、政府无论在人力物力及精力方面，对于乡村清洁工程都有

较大的投入，初步构建了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然而，从农村现代化

发展的进程，农民的要求，生态平衡的标准来考量，孝感的乡村清洁

工程的标准是比较低的，只是保证了农民基本的生存条件。——可饮

用的水、可通车的路、做饭的能源。目前绝大多数的村庄是没有下水

道的，垃圾粪便是未经处理的、土壤的污染是缺乏防治措施的。干部

群众反映不要仅建“盆景式”的新农村，“百镇千村”的试点远远不

能满足广大农民改变自己生活条件的迫切愿望。要大幅度地提升农民

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需要国家有计划的、长期的投入资金，

才可能逐步解决。保持住中部地区的青山秀水，使农民群众在乡村安

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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