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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示范先行，有
序推进，在我省，一
场让“方便”更方便

的“厕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

厕所，看似不起眼，却人人
离不开它，也一直是人们追求
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
村旱厕，冬季冷、夏季臭，阻隔
了很多人进村看一看的脚步，
也成为村民卫生健康的一大隐
患。如今，千百年来的旧习惯
就要改变了，新思维、新观念、
新技术让厕所在农村也挪进屋
里了。

然而，当初，改厕的阻力不
小。如何破除旧观念，让“方
便”更方便？辽宁人用实干给
出了答案。

请看本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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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
一次征求“新年梦想”的活动。暨南
大学教授周谷城的愿望引来一片笑
声，他说：“我希望未来中国人人有机
会坐在抽水马桶上。”

80多年后，他的梦想终于要实现
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在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厕所革命”
上升至国家层面。让“方便”这件小
事更方便，已浓缩成一个度量文明的
符号，映射着国人卫生习惯的改变，
关系着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它所
承载的意义正从一隅朝向全局。

凡是被称作“革命”，都不会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这场关系到每个人的
大动作更是如此。经费，需要省市县
三级配套。习惯、破拆、花费、维护、
使用……数百年的旧观念和对新事
物的重重顾虑一起被摆在眼前。施
工，没有经验可循，找队伍、进物资、
谈价格、定方案，家家户户每个工程
都不一样。技术，必须符合农村没有
下水管道、冬天气温较低的情况。

一步一个脚印，针对实际情况，
我省上下一起发力，这场有关厕所的

“战役”，已吹响集结号。
记者了解到，2019年，我省计划

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50.7万
座。美丽示范村实施整村推进无害化
改造，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5%。2020年年底前，一类县基本完
成（90%以上）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
造任务。

改厕，并非扒掉老厕所，简单的“水
泥+砖瓦”堆砌。其实，埋在地下的隐蔽
工程，科技含量十足。

地上厕房部分，建设相对容易。地
下的玻璃钢化粪池，承担着粪污贮存、
处理等功能，其能否供应及时、经久耐
用？厕具能否经过冬季严寒检验？施
工质量能否有效保证？后期运行维护
能否长久持续？

随着工程的推进，一系列实际问题
需要科学作答。

调查中，化粪池供应不足的矛盾首
先显现。我省推广三种改厕模式，都需
要配备化粪池。玻璃钢预制化粪池这一
原材料，成为改厕要件，但其生产能力严
重不足。

“这车货，可费劲了。”指着瓦房店市
永宁镇永宁村的文化广场上2米高的玻
璃钢预制化粪池堆，永宁镇镇长全厚永
聊起了进料的艰辛。他说：“生产厂家
少，各地需求多，供不应求，我们就派人
到厂家‘蹲点’，生产出的产品够一车，就
赶紧往回拉。”

为了“抢”原料，可谓各有妙招。“我
们到全国各地去看原料、货比三家谈价
格，并与工程商联系，提前预订，确保供
货。”海城市孤山镇镇长里明表示。

预制件不足，可采用砖混结构建化粪
池。但这更是技术活儿，需里外加水泥防
渗层，确保不渗不漏，且其造价高，工期
长，建完后还须注水试验，一旦渗漏，返工
费时费力。这一方案，采纳者不多。

气候问题也是大挑战。化粪池须埋
入地下防冻层以下。我省各地气候不
同，防冻层深浅不一，需要各地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标准，尤其是我省东部山区、北
部地区，上冻早，冻层深，改厕难度更大，
影响施工进度。

“厕具材料的质量标准和技术参数、
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水厕入户破拆原
有结构后的恢复等，也都可能影响改厕
质量，还要靠各地加强监督。”徐振东在
采访中提出了建议。

粪污处理是改厕的核心技术也是重
点难点。专用的旱厕坐便，直通向下，免
冲水，粪便进入化粪池后，要经过三格贮
存，时间分别不少于 20天、10天、30天。
这样60天后，粪便有效灭菌，用于还田。

大连市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促进处
副处长王林表示，“不用水冲，延长了化
粪池的存储使用时间，减少了清淘次
数。而对于水冲厕所来说，日后的使用
和维护都不能掉以轻心。”

“生活用水一律不可以倒入坐便。”
里明说，尽可能延长化粪池使用时间，降
低清淘频率。

我省要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加
快解决好厕所粪污处理问题。对靠近
城镇的村庄，要采取以城带乡的方式，
将厕所粪污接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
对离城镇较远但居住比较集中、人口较
多的村庄，要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
施。对个别人口较少的偏远村庄，可以
建设分散式、单户式处理设施，因循就
势处理，就地利用。

在粪污无害化处理基础上，建议村
镇从农牧循环、就近消纳、综合利用等方
面入手，与农村庭院经济和农业绿色发
展相结合，探索多种形式的粪污资源化
利用模式。

改厕不是简单地扒掉重砌
还有埋在地下的“隐蔽工程”

旮旯里也渗透着科技含量

新思维、新观念、新技术正在改变千百年来人们固有的生活习惯——

农村改厕让村民“方便”更方便
本报记者 李 越 孙大卫

厕所革命之难，最根本的是观
念和习惯。

在海城市孤山镇蟒沟村，一个
不到 5 平方米的空间，改变了刘德
新一家人数十年的生活习惯和健康
观念。

抽水马桶、太阳能热水器、毛巾
架、手盆和面镜，“这和俺孙子城里
的家没啥区别。”刘德新 86 岁的老
母亲激动地对记者说。

但就在一个月前，一家人的态
度还不是这样。

走进刘德新家，院子里的山楂
树结满了红彤彤的果子，整齐的院
墙，新铺的甬路，室内墙面雪白、脚
下瓷砖锃亮，一看就是新房。

“刚装修的房子还不到半年，村
里就说要把厕所搬进屋里来，还得拆
院墙、水台，地砖也保不住了，屋子底
下要挖大坑，装粪池。这可不行、万
万不行。”刘德新心疼刚装修的房子，
一开始“不同意”的态度坚决。

“粪坑多大味啊，还要搬进屋子
里，那还能住人不？”刘德新的老母
亲也不同意。

为啥非要选困难最大的他家做
村里的示范户？面对质疑，村委会
主任王广飞猛抽了几口烟，斩钉截
铁地说：“就他家，他家的问题解决
了，全村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其实，王广飞心里清楚，蟒沟
村经济条件不错，最适合选择一
步到位的节水冲水式厕所，最好
的施工方式就是入户改建。每户
的补贴全加起来一共 3300 元，钱
基本够用，最大的阻碍就是群众
的观念。

厕所搬进屋里，没有下水，怕
味；老人不习惯用马桶，更习惯蹲
便；进行土建工程需要先破坏原有
房屋，难以恢复如初。在全村走访
了好几遍，王广飞觉得这几个问题

最集中。
让大家放下心中顾虑，最简单

有效的方法就是先建出一个样板
间，这个样板间的难度越大，说服力
就越强。刘德新家符合样板间的要
求，而且他家位置就在村口，方便乡
亲们参观。

此后，王广飞不仅成了刘德新
家的常客，还成了他亲朋好友家的
常客。一次次的思想工作做下来，
又带他去建好的村子参观，慢慢地，
刘德新一家才放下了心中的顾虑。

其实，有顾虑的村民又何止一
地、一家。

灯塔市沙浒镇蒋家湾村村民孔
凡回忆说：“得知要厕所入户时，我
心里一直打鼓，那还不弄得满屋臭
呀！经过村干部反复讲解，我才对
这新式无公害化厕所和三格化粪池
有了初步理解。”

盘锦市榆树街道曾家村的李玉
娥，一提改建就怕花钱，没想到整个
工程自己一分钱没花，家里的厕所
就和城里人家一样了，不仅自己心
里的疙瘩解开了，还成了十里八村
的动员骨干。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爱卫工作
负责人徐振东表示，使用抽水马
桶将逐步改变村民的生活习惯、
卫生习惯。上完厕所顺便就能洗
手了，夏天蚊虫也会减少，夜晚卧
室内不用摆放尿盆了，这都将减
少细菌和有害物质的产生，降低
多种疾病的感染概率。

打通了思想这道关，改厕势如
破竹。

“数量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
标，质量才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
重，科学、有效、有力地推进农村改
厕，才能确保这项工作取得预期的
效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改厕不是说说就能改的，村民不愿改变老习惯

新思维转变了老观念 86岁老太太同意用抽水马桶了

改厕，虽是方寸间的小事，却
要面对千差万别的个体，处理纷
繁复杂的矛盾，厘清千头万绪的
工作，工程不小。用瓦房店市石
染房村村民张芳芳的话说，家家
户户一起干，这是她见过村里实
施的最大工程。

干大事，首先需要的就是各
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瓦房店市
为 例 ，内 陆 地 区 每 座 旱 厕 补 贴
3000 元，以村为单位改厕预算 200
万元及以下的，不需要走招标程
序 ，可 由 村 级 组 织 自 建 方 式 改
厕。就这一句话，大伙心里托了
底。钱，政府有补贴，村里操作起
来还有自己的主动权。接下来，
就剩下干了。

石染房村便是瓦房店市农村
无公害卫生厕所建设工作的佼佼
者，截至 10 月末，改厕工作整村推
进工程进度过半，上冻前将全部
完成。

“原来家里的厕所半开放，隐私

性差，蚊蝇聚集，臭味熏天，孩子最
打怵上厕所。这回好了，村里统一
改厕，‘方便’这件事儿，太方便了。”
张芳芳打心眼儿里高兴。

村民崔淑艳也对厕所升级举双
手赞成，还自己掏钱多装了一个小
便池。原来，她家一直做农资生意，
来往人多，以前厕所脏乱差是常
态。这回改厕不仅自己方便了，也
方便了顾客。

瓦房店地区本着经济实用的原
则，推广无害化旱厕。地上部分统
一建设混凝土厕房，地下部分安装
三格式化粪池。值得一提的是，厕
具选用旱厕专用坐便，下口径大，农
户如厕后无须水冲。在整个工程施
工上，对于农民家房屋内部结构不
改变，施工和动员工作都要简单
些。相比而言，一步到位的冲水厕
入户难度更大。

10月31日，海城市孤山镇蟒沟
村的改厕施工负责人王东兴，正在
领着人往路边推石头。

顺着小路望去，已经有十几块
半人多高的见方大石码在路边。

“山区的活儿真是不好干，地下
全是大石头，路窄坡大，机器进不
来，特别是山脚下的人家只能人工
挖，有时候一天两个坑都挖不完。”
王东兴满头大汗地说。

正在施工的王广宇家就是这种
情况。尽管如此，为了不耽误群众
生活，工程还是被夜以继日地加快
进度，这不才两天，王广宇家的后门
边就多出了一个玻璃拉门隔起来的
小空间，里面伸出一根碗口大小的
粗管。

“估计明天，就能把马桶安上，
顶棚搭好，后天大叔大妈就能正常
使用了。”王东兴对记者说。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农村改厕，规模之大，程
度之深，前所未有，也没有成熟经
验、成功范例可遵循，因此顶层设
计是关键。”

我省早在工作之初就印发了

《辽宁省“千村美丽、万村整洁”行
动 农 村“ 厕 所 革 命 ”专 项 方 案
(2019-2020 年）》《2019 年辽宁省农
村户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辽宁
省农村户厕建设技术要求（2019年
试行）》等系列政策，还在各地印发
了改厕工作手册、技术流程图，从
政策措施和技术要求上对改厕进
行全面指导和规范。

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
尊重农民历史形成的居住现状和
习惯，把群众认同、参与、满意作
为基本要求。我省组成调研组对
改厕模式进行深入调研，并邀请
行业知名专家就适合我省改厕模
式、技术、标准进行研讨，最终确
定了适合我省气候特点、农民能
接受的附建式和下水道水冲式等
符合我省技术规范要求的户厕模
式。宜水则水，宜旱则旱，并对辽
西北等寒冷、干旱、偏远贫困、农户
居住分散等特殊自然条件的地区
推行卫生旱厕。

改厕不是一家一户的小事，还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

小村庄迎来大工程 石染房村家家户户一起让厕所升级

村民张芳芳家的厕所改建后安装了太阳能照明灯。 本报记者 李 越 摄

村民刘德新家用上了抽水马桶。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