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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广东“三清三拆三整治”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 

李承政 

为了早日建成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广东省在过去三年间全域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全面部署了“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即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

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

塘溪河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拆除危房、废弃猪牛栏及露天厕所茅房，拆除

乱搭乱建、违章建筑，拆除非法违规商业广告、招牌等；整治垃圾乱扔乱放，

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电力、电视、通信线）乱搭乱接。虽然该项

整治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同时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结合暨南大学广

东千村调查家户问卷资料、村干部和乡镇干部访谈资料，总结出现阶段广东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三清三拆三整治”）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现实

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三拆”工作难度大，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 

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中的“三拆”工作执行难度非

常大，部分地区“三拆”工作推进缓慢，部分地区则急于求成，甚至出现强拆

现象，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三拆”工作，无论是拆除危房、废弃猪牛栏

及露天厕所茅房，还是拆除乱搭乱建、违章建筑，或是拆除非法违规商业广告、

招牌等，这些都涉及村民的私人财产，拆除本身对于他们来说会造成一定的经

济损失（肇庆广宁县推行的 “四不补”政策（拆旧不补、青苗不补、让地不补、

误工不补）也许难以向全省推广）。因此，无论是拆除前的动员和准备工作，还

是拆除过程中的施工工作，以及拆除后的善后工作都需做好提前部署。现阶段

集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广东仍有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农村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尚

未完成（2019 年暨南大学千村调查显示，只有 28%的行政村完成了宅基地确权

颁证工作），村民担心拆除宅基地上的旧危房后，自家的宅基地将被集体回收（梅

州推广的“地票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民担忧）。自然村公共卫生厕所普及



率并不高（仅为 30%左右），部分贫困村民仍然使用露天厕所茅房如厕，一旦这

些露天厕所茅房被拆除，一部分贫困村民的如厕问题将成为一个大难题。 

（二）垃圾处理模式前端和末端仍不完善，污水治理需按地区分类推进 

从实地调研的情况看，过去三年来广东农村地区已基本形成了生活垃圾的

“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垃圾处理模式。然而，这一处理模式并非尽善尽

美，前端（源头）和末端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首先，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

资源化利用未能实现，现实的情况是，农村常住人口越来越少，而各类生活垃

圾不减反增，地方垃圾处理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其次，农村的垃圾分类工作

基本尚未开展，只有少数农村实现了垃圾分类投放和收集（仅 24%左右）。最后，

县级层面的垃圾处理以填埋为主，焚烧发电的比例不高，这一现实也与垃圾未

能实现有效分类密切相关。农村污水治理的现状表现为两极分化严重：部分村

庄尚未建成下水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仍然分散排放且未经任何处理；

另一部分村庄（尤其是示范村/样板村）高标准高规格地建立起了下水道和污水

处理系统，部分项目耗资巨大但覆盖面小负荷率低，后续持续运行成本较高。

部分地区农村为了追赶工程建设进度，应付上级检查和参与评比，对于污水处

理体系缺乏科学规划，对工程质量缺乏有效监督，导致下水道和污水处理系统

建成后效果不佳甚至无法运行。 

（三） 基层工作激励不足或激励过度并存，有效激励机制尚需完善  

对于基层工作者来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有效激励机制仍需完善，

现实表现为有的地方基层工作者激励不足，而另一些地方基层工作者则激励过

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基层工作者激励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

政策多变，要求过急过快，整治资金未能按时到位，基层工作者权责不明，导

致工作畏手畏脚，“三拆”工作容易得罪人或引发矛盾冲突等。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过程中激励过度主要原因在于：上级部门的政绩压力，整治资金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迅速使用完，为参与各种“美丽乡村”评比活动，为获取评比或考核的

奖励资金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无论是操之过急还是畏

难拖延都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需要行之有效

的基层激励机制。 

（四）长效管护机制尚未建立，难以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持续有效 

过去几年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不断推进，村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越来越多的村庄建立起了垃圾收运系统、公共卫生厕所和污水处理系统。然而，

要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这些成果长期持续有效，还需要建立和完善长效管

护机制。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不少村庄缺乏长效管护机制，难以确保已建

成的整治体系实现持续有效运作。例如，调研发现有不少村庄难以向村民收取

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等，各项管护开支全靠集体收入，一旦集体收入不足，

目前的整治体系将无法正常运作。一些村庄缺乏专门的保洁人员，公共卫生厕

所和垃圾收运的运行效果不佳。简言之，长效管护机制缺乏，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成效可能大打折扣。 

二、对策建议 

（一）村庄规划与项目预算需先行，科学合理经济有效地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持续性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投入，因此村庄规划和项目预算必须先行。比如，垃圾收集点、公

共卫生厕所、村民农具杂物房以及雨污分流管道建设项目等都需要“三清三拆

三整治”之前就做好规划。为了避免村庄规划出现不切实际、无法落地的问题，

建议乡村基层一线干部群众也参与到村庄规划之中，确保村庄规划符合当地实

际情况并且可行，同时还应确保新项目经济实用。建议村庄规划编制至少做到

“县级政府+规划公司+镇村代表”三方共同参与，工程项目图纸应向村民公示，

接受来自村民的意见和建议，让广大村民参与到本村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之中，

全员共同建设美丽家园。项目预算也需要进行公示，并且由上级政府部门审核

报批，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杜绝浪费项目资金，避免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出

现贪腐问题。 

（二）合理布局农村公共厕所，因地制宜地建立垃圾和污水处理体系 

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建设是未来几年农村厕所革命的一个重点。“三清三拆三

整治”过程中拆除了一些露天厕所茅房，必然对一部分无厕村民生活带来不便。

因此，村庄规划中必须合理布局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其建设进度也必须加速推

进，早日实现我省“卫生公厕自然村全覆盖”的目标。同时，为了实现生活垃

圾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目标，建议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与教育列为下一步农村

垃圾处理工作的重点，图文并茂地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并将垃圾分类入户教育



要作为基层工作的一个重心。村庄垃圾收集点增设分类垃圾桶，将现有的垃圾

处理体系进一步延伸为“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此外，我们建议污水

处理体系要基于村庄地理位置因地制宜地分类建设，对于距离城镇较近的城中

村或城郊村，建议通过铺设新管网并将其并入到城镇管网，借助城镇污水处理

系统集中处理这些村庄的生活污水（惠州的一项调查显示，镇污水处理站实际

负荷率不足 50%。因此，城郊村和城镇管道并网的建议切实可行）；对于距离城

镇较远但规模相对较大且人口集中的村庄，建议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小型污

水处理系统，包括人工湿地、好氧/厌氧生物处理系统等；最后，对于那些偏远

的、规模特别小且人口相对分散的小村落，建议修建经济适用的微型的地下土

壤渗滤净化系统。 

（三） 优化顶层设计、放权基层，切实解决基层工作难题 

建议优化顶层设计，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应具备较强的实操性，进一步放

权到基层，切实解决基层工作中遇到的“钱、地、人”等方面的难题。上级政

府部门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主要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不应过多干预，

代替基层决策。现实情况表明，实操性强的政策文件效果显著。比如，《广东省

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清三拆三整治”指导手册》就发挥了良好的效

果，各地区也可以基于本地特色，发布适用于本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

导手册”，让基层一线工作者有“手册宝典”可供参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最终还得依靠村民和基层干部，只有放权基层并且真正做到全民参与，才

能最终实现建成岭南特色美丽乡村的目标。 

（四）建立长效管护机制，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只有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才能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农村垃圾收运

处理体系、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等的运行都需要长效管

护机制。建议未来重点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农村地区逐步建立垃圾

处理和污水处理家户收费制度，这也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体现。对于村庄部分

贫困户，则可以实行费用减免或以公共服务抵扣的方式。二是确保每个村庄都

配备保洁员这一岗位，负责村庄公共卫生厕所保洁工作、村庄卫生环卫工作，

保障村庄公共卫生厕所和垃圾收运正常运行。建议这一工作岗位由村庄贫困户

中的劳动力担任，工资可由村集体、上级政府和对口扶贫单位三方共同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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