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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nnan Province requires that the treatment rate and collection rate of domestic sewage in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entire 
province reach 40% and 15%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Nanjian County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Yunnan Province, at the southern end of Dali Prefecture, with mountainous areas accounting for 99.3% of its total area. More than 
90% of villages are located in mountainous and semi-mountainous areas. By the end of 2022, the treatment rate and collection rate of 
domestic sewage in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Nanjian County are 27.5% and 5% 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heavy governance tasks, difficult classification guidance, high fund requirements, and light emphasis 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re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dopt targeted and scientifically formulated measures. Following 
the work path of “one village, one policy, one feature, three guidance, three fundraising, three solving”, a model for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in mountainous and semi-mountainous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Nanjian Count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imila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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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省要求“十四五”全省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和收集率分别为40%和15%。南涧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州南端，山
区面积占99.3%，90%以上的自然村位于山区半山区。2022年末，南涧县农村生活污水行政村治理率和收集率分为27.5%和
5%。为解决治理任务重、分类指导难、资金需求大、运维重建轻管等问题，需摸清现状，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按照“一
村一策一特色，三导三筹三解决”工作路径，形成云南省山区半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路径和案例，为其他类似区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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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1]，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项“民

心工程”，是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幸福感的内容在要求。

国家五部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2021—2025）》明确到 2025 年新增完成 8 万个行政村环

境整治，治理率达到 40%[2]。2023 年 5 月 9 日，云南省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明

确到 2025 年全省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治理率不低于 60%，

其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类县治理率不低于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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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云南省农村以山区、半山区为主，占比超

过 80%，人口占比近 70%，且多数村庄人口少于 400 人 [4]。

南涧县是典型的山区县，99%以上的自然村位于山区半山区，

这些区域分散、地形复杂，经济基础差，难以接入城镇污水

处理管网，水资源短缺但环境容量大，导致南涧县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工作进展缓慢。因此，探究适合南涧县山区半山区

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以期推广至全省其

他类似区域。

2 南涧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2.1 南涧县基本情况
南涧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州南端，地处大理、临沧、

普洱三州市结合部，地形地貌复杂，山高坡陡谷深，海拔落

差较大，县国土面积 1740.05km2，除县城 10km2 的盆地外，

大部分为河谷、山峦和坡地构成的山区和半山区。全县共有

5 镇 3 乡，81 个村（居）委会，1134 个自然村，村庄密度

为 1.5 个 /km2，呈块状、带状、散点状等形态分布，90% 以

上的村庄位于山区和半山区。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全县涉

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80 个行政村，已完成治理的 22 个，

治理率 27.5%，收集处理率 5%。

南涧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地

处山地半山区，村庄布局分散，经济不发达，治理能力有限，

尤其偏远分散村庄仍未得到有效处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和乡

村振兴目标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治理重点逐步从集中

式管网转向分散式治理。

2.2 农村生活污水特征
农村生活污水主要由厕所污水和生活杂排水组成 [5]。

厕所污水为高浓度污水，也称“黑水”；生活杂排水为低浓

度污水，也称“灰水”[6]。农村生活污水具有面广源多、分

散、产排量小、间歇排放、水量波动大、雨污分流难、管理

难等特点 [7]。南涧县农村人口分散，生活污水在水质、水量

和排水方式上具有独特特点。经现场踏勘和相关资料分析，

南涧县农村生活污水特征、水质、水量等归纳如下：

第一，水资源缺乏，生活污水产排量少、波动大。南

涧县自然条件典型，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空间分布

不均，季节性缺水严重。部分村庄供水设施简陋，自来水普

及率较低，特别是偏远山区的生活用水主要为山泉水、地下

水等自备水源，供水得不到保障。常住人口主要为妇孺老幼，

人均用水量小，产排量少，节假期间产排量较高。

第二，随意排放现象普遍，难以集中处理，缺乏严格

且专业设计。未建污水处理设施的自然村，污水基本就近排

入周边明沟或暗渠，直接排入溪流、河湖，或者直接泼洒、

地面漫流，使其自然蒸发或渗入土壤，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

威胁，在流动过程中扩散和污染周边环境，影响村落自然环

境和生活环境。

第三，生活污水中有机污染物、氮、磷含量高，常与

养殖废水混杂。与城市污水相比，农村污水浓度低、种类

简单、水质波动大，但含合成洗涤剂及病菌等 [8-9]。南涧

县农村污水污染物浓度低、可生化性好，含有机物、氮磷

营养、悬浮物及病菌，主要污染物浓度范围分别为：COD 

150~450mg/L，TN 25~60mg/L，NH3-N 20~50mg/L，TP 

2.0~8.0mg/L，SS 150~200mg/L，pH6.5~8.0。

第四，已建的设施的运行维护重建轻管问题突出。大

部分家庭化粪池基本为新建或改造，其污水未得到有效处

理。部分治理设施因设计、施工、运行维护等方面原因未达

到预期目标，存在超标排放现象，区域内生活污水污染仍较

严重。

2.3 存在问题分析
第一，全县治理任务艰巨、治理难度大、分类指导难。

全县村庄数量多，各自然村人口规模普遍较小，人口

规模参差不齐，200 人以上自然村占比还不到 30%，分布广

而散，进行分类指导难；且村庄类型、民俗文化、自然条件、

经济水平、污水产排状况以及环境敏感程度等均不同，实现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较大的难度。

第二，治理资金投入不足。

资金筹措困难，县级财力有限，群众投入能力较低，

部分住户因地形地势复杂等问题实施成本偏高未能接户。目

前资金来源主要是省级专项资金、中央专项资金、整合资金

和衔接资金等资金，金额有限。社社会资本参与度低，市场

模式不成熟，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处理收费制度尚不完善。

第三，运行维护重建轻管问题突出。

后期运行维护资金缺乏保障措施，建成后运行维护、

资金保障的可持续性等问题考虑不周，没有建立完善的运行

维护机制。项目后期日常运维管理不到位，已建成的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和运维制度不完善，缺乏专业的运行维

护人员。

3 治理工作路径

立足南涧县农村实际和发展需求，从完善顶层设计、

做好资金统筹、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模式、强化治理实

效、加强技术支持、鼓励群众参与等方面着手，加强统筹规

划，突出重点区域，选择适宜模式，完善标准体系 [10]，强

化管护机制，与“绿美行动”“村庄规划”“生态文明示范

区建设”“农村厕所革命”“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相结合，

按照“一村一策一特色，三导三筹三解决”总体设计思路，

走出一条“治理效用、经济实用、长期管用、群众乐用”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路径。

3.1 工作指导思想
南涧县各自然村形成各自的方案，每个方案都结合村

庄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村庄建设、绿美行动、厕所革命、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等相结合，体现其特色，走出南涧县独

具特色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路径。



97

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2卷·第 12 期·2024 年 12 月

一村：经实地踏勘和资料分析，依据村庄特点及区位

重要性，南涧县自然村被划为生态敏感、非生态敏感及纳管

三类村庄。

一策：每个自然村制定自身的组织构架、治理设计、

设计图纸、施工方案、管理指导等多个指导文件及方案。

一特色：工作路径需结合南涧县干旱半干旱、山区半

山区的自然条件及各村居民习惯、经济水平、文化和土地利

用等特点。

3.2 工作路径

3.2.1 三导：政府指导、专业指导、村级引导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路径框架图如图 1 所示。

从项目组织框架角度建设，深度融合“政产学研金智”，

建立“政府主导、专业指导、村级引导”的“三导”设计思路，

助力政府科学决策，提高项目落地率，解决“做什么？”。

①政府指导：县级政府作为领导组，细化各机构的职

能及分工，建立目标责任制，健全考核机制，完善多渠道投

融资及建立长效管护资金机制。

②专业指导：联合高校、研究院、金融机构、设计院、

专家组等组成项目专业技术组，指导政府、项目、群众工作

层面的组织框架建设，构建多元化资金筹措方案、设计、施

工方案及图册编制，完善项目运行维护的相关制度和管理办

法等技术体系。

③村级引导：村小组作为项目实施组，做好上级指示

工作，动员和协调群众，引导建设“共投、共建、共治、共管、

共荣”村庄治理体系。

3.2.2 三筹：筹上级资金补助、筹各类有偿资金支持、

筹社会多元资本投入
强化资金保障，建立“筹上级资金补助、筹各类有偿

资金支持、筹社会多元资本投入”的“三筹”设计思路，加

大对各类资金支持力度，发挥好相关资金的引导作用，加大

地方投入，用好补助资金，发展多元化资金筹措方向，解决

“钱从哪来？”。

①筹上级无偿资金补助：上级无偿资金方向主要包括

中央资金和地方资金，其中中央资金主要指中央预算内资

图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路径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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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中央专项资金、中央财政涉农补贴资金、脱贫县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资金）等，地方资金主要指政府

配套资金、省级环保专项资金、上海援滇专项资金（援滇资

金）、农村生活污水“以奖代补”资金等。

②筹各类有偿资金支持：充分整合生态环境、农林水

利、住建等部门涉农资源，结合县各类产业发展，发挥资金

的整体效益，主要包括专项债券和银行贷款，其中专项债券

主要包括乡村振兴专项债、生态环保领域专债、流域生态保

护补偿资金等，银行贷款主要各大银行贷款、国家绿色发展

基金等。

③筹社会多元资本投入：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用于治

理和生产投入。通过示范工程、区域项目捆绑、公益基金投

入、环保组织捐建及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等形式，吸引社会力

量筹集资金。将农村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有机结合，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人

居环境整治互促互进 [11]。

3.2.3 三解决：解决“组织难”的问题、解决“治理

难”的问题、解决“运维难”的问题
从项目组织、工艺设计、建设施工、运行维护等多个

角度出发，明确每一步的具体措施，最终解决项目“怎么

做？”的问题。

①解决“组织难”的问题：县级政府成立指挥部，建

立对乡镇考核制度；乡镇级负责宣传、矛盾协调和项目用地

征迁，将设施及管网日常巡查纳入乡镇生态综合管护队、村

级协管队伍的工作范畴；村级将污水治理工作融入《村规民

约》、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工作中，编制各自然村的“一

村一策”方案。

②解决“治理难”的问题：明确收集模式（集中 / 分散

收集和资源化利用模式）、治理工艺（常规、简单治理工艺

模式）、尾水回用（资源化利用），建设施工要“精巧设计、

工匠施工”。

③解决“运维难”的问题：保障运维资金，建立“产

业反哺 + 使用者付费 + 政府考核奖励”模式；明确运维管理，

做到“自用勤管，对标监管，考核奖励”，激发群众“主人翁”

意识，村民自觉主动维护设施，上级进行监督和考核奖励。

4 案例分析 

南涧县公郎镇凤岭村委会大乌木龙村是省级美丽村庄

和乡村振兴示范村。该村以彝族聚居为主，有 36 户 133 人。

2019 年，南涧县结合当地实际条件，围绕“建设新村庄、

培育新产业、建立新机制、培养新农民、塑造新形象”的标

准，按照上述治理工作路径，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解决农村

生活污水和村容村貌问题，建设成为环境优美、村容整洁、

秩序优良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该村在基础设施、产业培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上下功夫，

累计投入 380 多万元，新建农户污水收集池 40 座、沉淀池（检

查井）26 座、生活污水地下收集管网 1622m、三面光排水

沟 230m、28m3 三格式化粪池 1 座、10m3 土壤净化槽处理

设施 1 座，实现村庄雨污分流，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同

步硬化村内道路、完善路灯、休闲广场、观景台、卫生公厕、

垃圾房等基础设施，发展茶叶种植 38 亩、泡核桃 520 亩，

有 85% 以上农民掌握 1~2 门实用技术，外出务工人员每年

创造劳务收入 50 余万元；开展村民读书学习和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培养新农村带头人、农民技术员和能工巧匠队伍，

被命名为县级文明村、村容整洁巾帼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大乌木龙村的成功示范为南涧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提供经验，具体做法包括：多建沉淀池，防止管网堵塞；

裸露 PVC 管包裹保护，与环境协调；考虑道路特点，人工

铺设管网，实现污水与雨水沟渠完美结合。这些做法发挥了

工匠智慧，与村容村貌融合，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启示。

5 结论与展望

南涧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以因地制宜的设计思路、

完善的组织管理架构和创新的资金筹措模式，从项目顶层设

计、项目设计、建设施工、后期运维等全过程角度，走出了

一条适合山区半山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道路。未来，通过

不断总结和优化经验，南涧县有望成为全省农村污水治理的

示范县，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乡村生态振兴提供有益的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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