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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is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to	improve	the	prominent	short	board.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Rugao actively explores and improves 
the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carries	out	touch	discharge	inspection,	refines	the	work	plan,	actively	applies	for	pilot	
projects, and solidly and orderly promotes the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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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十四五”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的突出短板。随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理论实践的不断深化，如皋市积极
探索和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开展摸排检查，细化工作方案，主动申报试点，扎实有序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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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们对农村人居环境

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升。为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中

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8 年启动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全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扭转了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脏乱差局面。2021 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方案（2021 － 2025 年）》，提出了“到 2025 年，农

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

的行动目标 [1]，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提升，乱倒

乱排得到管控；开展典型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以资

源化利用、可持续治理为导向，选择符合农村实际的生活污

水治理技术，优先推广运行费用低、管护简便的治理技术，

鼓励居住分散地区探索采用人工湿地、土壤渗滤等生态处理

技术，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习近平总书记

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一文中，

也明确要求“十四五”时期，要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重点抓好改厕和污水、垃圾处理，健全生活垃圾

处理长效机制。

中国江苏省如皋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以进一步提升治

理率为抓手，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农村特点、可复制可推广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

2 如皋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展

2.1 因地制宜确定治理模式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流域治水的重要延伸、片区治

水的重要内容、系统治水的重要支撑，如皋市积极探索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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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的“最后一公里”，坚持全面治理和重点建设结合、

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并行、工程建设与运维管理并重，推动

水环境治理全面提升。近年来，如皋市先后印发《水污染防

治工作计划》《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如皋

市村庄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17—2020）》《分散农户

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方案》等文件，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

污染防治攻坚重点项目推进。

如皋市拥有滨临长江、水系发达的地域特性，综合考

虑村庄地理因素、布局形态规模、基础设施条件和环境改善

需求等，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确定污水治理模式，系

统推进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对城镇周边或邻近城镇污水

管网的村庄生活污水，优先接入市政管网，纳入城镇污水处

理厂统一处理；对不具备接管条件、居住相对集中的村庄生

活污水，建设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相对集中处理；

对居住分散或管网建设难度较大的村庄生活污水，进行分户

或多户处理。2020 年以来，按照生态环境部《县域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要求，对前期编制

的规划不断进行补充完善，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治理方式、

建设时序、资金保障等内容，确保规划的科学性、系统性和

可操作性。

2.2 先行先试推进提标改造
基于农房分布特征，按照“能集中就集中，需分散则

分散”的原则，围绕“投入最小化、工艺最优化、管护最简化”

目标，结合农村卫生户厕改造，如皋市提出了“三格式填料

厌氧池 + 氧化槽潜翻湿地”组合的“削减排放”模式和“三

格式填料厌氧池圆柱体出液池 + 菜园”组合的“资源利用”

模式两种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式，研制的分散式无动

力生态化污水处理装置在首批试点的镇覆盖农户 300 多户。

2019 年如皋市先后在东陈镇、白蒲镇通扬运河支流沿线开

展分散农户生活污水处理探索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

2020 年如皋市积极对接江苏省环保集团、东南大学、

扬州大学、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技术单位，对试点的版

本设施进行全面提升改造，增设动力装置，将格式化粪池的

第三格池改分为 1 ∶ 1 的两个二级池，“三通”相连。“前

二级池”内添加厌氧菌填料，通过填料吸附微生物促进充分

降解；“后二级池”内添加好氧菌填料，并增设太阳能曝气

装置，促进好氧反应，降低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含量。按照“应

治尽治、利用为先，就地就近、生态循环”的基本思路，如

皋市确定了新版生态化治理方案，即“隔油池 + 三格式填

料厌氧池 + 太阳能曝气装置 + 氧化槽潜翻湿地 + 资源化利

用装置”，出水均用于资源化利用。

2.3 有序推进分散农户生活污水治理
2021 年如皋市邀请东南大学朱光灿教授团队对分散农

户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数据监测、分析、研究及论证，并

编制《如皋市分散农户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导则与运维规

程（试行）》。为进一步优化“低成本、无动力、少维护”

的分散农户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与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合

作，试点推进“微冲宝 - 庭院循环系统”分散农户生活污水

治理模式。此外，如皋市充分结合农村区域治水片区方案，

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农村区域治水和国省考断面水质改

善等工作有效衔接、统筹推进。以河道水系为主线，按照“沿

河散居、生态敏感、集中居住”等重点区域优先原则，采取“组

团式推进、片区化治理”方式，分片分批有序推进，确保“做

一片、清一片、成一片”。围绕国省考断面周边重点区域、

重点流域典型片区水环境治理项目、重要考核断面周边 2 公

里范围内生活污水直排河道农户、有生活污水直排一级河道

农户等 4 个层面，2021 年如皋市当年完成分散农户生活污

水治理 2.5 万户，村庄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成功申报

省级农村生活污水社会化试点。

3 如皋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3.1 全面摸排评估
为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2022 年

如皋市委托河海大学提供技术支持，对全市 224 座 20t 及以

上的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摸排评估和提升

改造。现状评估主要围绕 6 个方面进行：①受益农户较多，

距离镇区较近，确有需要接入管网的设施就近纳管；②受益

农户较多、设施状态较好，管网正常，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

进行工艺提升改造；③受益农户较少、设施确无必要运行的

报批停止运行，采用分散农户生活污水处理方法；④设施运

行正常但水质未能达标排放，且不在国、省考水质断面周边

的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尾水采用生态处理或资源化利

用；⑤周边农户较多，设施运行正常但管网存在问题的，采

用新建或改建管网的方法；⑥周边农户较多，但设施无法正

常运行的，甚至破旧老化严重的，进行提升改造或规划重建。

在全面摸排的基础上，对 2022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制定切实可行

的提升改造方案。

3.2 科学制定分散农户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
2022 年如皋市按照 1.5 万户的标准部署分散农户生活

污水治理工作，主要采用以下四种模式进行：

①厨房污水和卫生间污水具备分别收集条件时，将卫

生间与厨房污水分别收集，卫生间污水经三格式强化化粪池

和收集利用井后，进行资源化利用；灰水采用“田园循环模

式的洗涤废水（灰水）地下滴滤床处理技术及模块化产品”

等优化技术途径进行处理。

②对于年用水量较大的农户，必要时将抽水马桶黑水

和卫生间洗涤洗澡污水分别收集，卫生间黑水经三格式强化

化粪池和收集利用井后，进行资源化利用；灰水采用“田园

循环模式的洗涤废水（灰水）地下滴滤床处理技术及模块化

产品”等优化技术途径进行处理。

③厨房和卫生间污水确实不具备分别收集条件且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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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较少（小于等于 3人）或年用水量较小（约 80吨 /年）

时，可将卫生间黑水与厨房灰水混合收集，卫生间黑水接三

格式强化化粪池第一格，厨房灰水经成品隔油池后接入强化

化粪池第二格，经收集利用井后，进行资源化利用。

④结合上级监管部门要求，对“不宜采用就地资源化

利用方式”区域内的农户，采用“田园循环模式”进行治理，

厨房和卫生间污水分别收集，厕所废水通过安装在居民家中

的“后排式节水自控便器”和“微冲宝”排入三格式化粪池，

厌氧发酵后转化为肥料，实现高浓度有机废水的资源化利

用；灰水采用“田园循环模式的洗涤废水（灰水）地下滴滤

床处理技术及模块化产品”进行处理 [2]。

3.3 开展全覆盖监测
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T 3462—2020）以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文件要求，

如皋市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全市 20t 及以上的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进出口水质进行监测。下一步将依据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情况及监测结果，对不达标的设施制定整改方案，提

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率。

3.4 推行社会化治理模式
对全市 20t 及以上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及分散农

户均积极开展社会化治理，推动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积

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

的投融资和建设运行管护机制，保障小型集中式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实现专业化运营、统一化管理，分散农户污水处

理设施得到有效管护。目前已形成试点工作方案，正在有序

推进。

4 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4.1 日常环境监管、监测相对滞后
受经济水平、生活习惯、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

单体农户生活污水呈现出“分散、量小、无法形成连续流”

的现状，由于治理设施运行人员取样监测有频次和时间限

制，不能做到持续监测，难以全面掌握设施运行的实际情况，

环境监测监控和执法监管难以到位。

4.2 地方财政压力较大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运营、维护和监管都需

要持续投入大量公共财政资金，如皋市围绕在“十四五”期

末所有行政村要实现污水治理 100% 覆盖的目标任务，每年

有超 2 万家分散农户需要进行污水治理，按照目前资源化利

用模式平均每户 4900 元，每年分散农户污水治理投入超亿

元，其中有 40% 需要地方财政支出。

4.3 运行管理还需加强
以如皋市下原镇为例，该镇接入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农户约 1000 户，分散农户生活污水治理共实施 4053 户，

共建设采用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艺技术的村庄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 17 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任务量大、涉及面广，

管理使用不达规范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群众思想认识不够

到位。

5 对策建议

①建议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有针对性地增加水质

在线监控设备以及视频监控设备，减少人员监测的不确定

性。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出水水质、水量的取样

时间、频次及相关要求，保障污水处理设施监测方法科学 

规范 [3]。鼓励规模较大、有条件的污水处理设施安装在线自

动连续监测设备。

②建议从顶层设计层面增加分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资金支持，减轻地方财政负担。

③抓好运维人员技术培训，强化质量监管；改进工程

技术，确保排放达标；在农村地区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

氛围；建立管护机制，完善后续管网建设；开放社会监督，

为建设美丽新农村、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保障。

6 结语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惠民工程，如皋

市行政辖区范围内涉农乡镇包括 11 个镇、3 个街道，共计

326 个行政村，1353 个自然村，农户 35 万户。为了确保这

项惠民工程为 35 万农户发挥常态长效的作用，当地政府应

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上级考核要求和本地实际，合理制定长

期目标和短期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督促各职能部门、

第三方机构履行职责，确保污水治理设施最大化发挥作用。

同时扩大社会面的宣传，推动广大农户知晓、理解、支持，

并共同维护好农村污水治理设施，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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