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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重视公众参与咨询
公众参与咨询是灌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公众参与，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项目实施的意义及

可能引起的环境问题，征得大众的支持和谅解，建立一条建

设单位与公众的沟通渠道，确保公众对工程可能带来的环境

影响进行有效监督。通过多种公众参与形式为公众提供表达

意见和关切的机会，发表对工程建设的态度，了解工程的建

设可能给附近环境带来的影响、了解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

以及公众对工程建设的环保要求，保障工程环境决策的合理

性，促进工程顺利实施。

首先，建设单位应收集影响范围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

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公众的关切点，并且根据公众反馈调整

项目设计和实施方案，减少潜在的负面环境影响。其次，应

提前向公众发布项目信息，包括项目概况、预期环境影响和

公众参与的方式。可通过网络公示、报刊公示、张榜公示、

问卷调查、座谈会或公众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征集公众对项目

的意见和建议，并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公示本）公开，供

公众查阅，公示本的内容应包括项目概况、可能的环境影响、

拟采取的缓解措施、联系方式等信息。最后，为了保证公众

的参与，还需要组织地方社区和相关利益方参加座谈会，深

入讨论项目的环境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举行听证会，允许公

众直接向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和决策者提出问题和意见。通过

有效的公众参与咨询，灌区工程能够更好地兼顾环境保护和

社会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5 需要结合灌区实际制定管理计划
环境管理计划旨在识别、评估和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环境影响，所以在灌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过程

中，制定有效的环境管理计划是确保项目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步骤。首先，需要明确环境管理计划的目标，

需要识别并减轻项目对环境的潜在负面影响，在项目实施和

运营过程中保障生态系统和环境质量。其次，需要总结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中的主要环境影响和风险，并且标识出需要

特别关注的环境问题，如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生态等。

在此基础上设定明确的环境保护目标，例如减少水污染、控

制土壤侵蚀、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最后，应保证环境管理计

划的实施与评估，建设单位应按照环境管理计划执行各项措

施，确保所有活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并且根据监测结果和

实际效果，评估环境管理计划的实施效果，及时调整和改进

计划内容。通过制定详细且切实可行的环境管理计划，灌区

工程能够有效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项目的可持续

发展。

4.6 开展针对性的监测评估
监测评估的目标是跟踪环境影响、验证管理措施的有

效性，并及时调整措施以应对实际情况，灌区工程声环境影

响评价中，监测和评估是关键环节，可以确保项目对环境的

影响符合预期，且采取的缓解措施有效。首先，需要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确定监测指标，如水质、土壤质量以及生态

状况等。并且确定监测频率，根据环境敏感性和工程阶段的

不同调整监测频率。其次，将实际监测结果与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中的预测结果进行对比，评估实际环境影响是否符合预

期。并且分析环境变化趋势，判断是否存在逐渐加重的环境

问题。并结合上述数据评估实施的环境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是否需要调整或改进。最后，还需要强化环境应急管理，根

据监测结果，识别潜在的环境风险，并实施相应的应急预 

案 [3]。通过系统化的监测评估，灌区工程能够在实施过程中

及时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环境保护

目标的实现。

5 结语

灌区工程是节水供水重要水利工程项目，灌区工程建

设对促进当地的环境改善和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农村用水环境和植被干涸现状。通过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可分析灌区工程的实施对区域环境影响程

度，以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工程的实施提供决策性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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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operation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models	 for	sewage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rural	area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rural	areas,	several	
operational	management	models	have	been	propose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government	 led,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local	
characteristic	management,	and	IoT+remote	monitoring	models	can	al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level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to	varying	degre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achieving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dopting	a	diversifie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model,	
combined	with	policy	guidance,	technological	optimization,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in	towns	and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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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适用于乡镇农村的污水处理运营管理对策和模式。通过分析农村污水处理特点，并结合乡镇农村实际情况，
提出了几种运营管理模式。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市场化运营、地方特色管理和物联网+远程监控等模式均能在不同程度上
提升乡镇农村污水处理效率和运营管理水平，为实现农村水环境质量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研究表
明，采取多元化运营管理模式，结合政策引导、技术优化和补偿机制，是推动乡镇农村污水处理事业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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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乡镇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农村污水排放问题日益严重，对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

乡镇农村污水处理成为当前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任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农村污水处理运营管理面临

着诸多挑战。为此，本研究围绕乡镇农村污水处理运营管理

的对策和模式进行探讨，旨在为农村水环境治理提供科学依

据和实践指导。

2 乡镇农村污水运营管理特点

2.1 智能化污水处理设备普及率低
在中国乡镇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

和技术推广力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智能化污水处理设备的

应用并不广泛。这些设备通常具有较高的运行效率和较低的

维护成本，能够实时监测和调整污水处理过程，确保处理效

果稳定。然而，在乡镇农村，由于种种原因，智能化设备的

普及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经济条件限制，政府财政投入有

限，导致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上难以承担高昂的智能化设备

购置和运行费用。其次，智能化设备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进

行操作和维护，而乡镇农村普遍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使得

智能化设备的推广和应用受到制约。最后，乡镇农村的污水

处理设施基础薄弱，很多地区尚未建立完善的污水收集系

统，导致智能化设备难以发挥作用。

2.2 治污费收取困难
由于乡镇农村地区的特殊性，治污费用的征收面临着

多重挑战。一方面，农村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低，对

于额外增加的治污费用往往感到负担沉重，这使得治污费用

的收取工作难以推进。另一方面，乡镇农村的居民环保意识

普遍较弱，对于污水处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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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导致农村居民对于支付治污费用的意愿不高。以某县农

村地区污水处理支付意愿为例，调查发现，有 75% 的居民

不愿意支付污水处理费，12% 的居民持中立态度，8% 的居

民表示要依据国家政策决定，仅有 5% 的居民同意支付。居

民对支付污水处理费用意愿见图 1 所示。

图 1 农村污水处理费用支付意愿

2.3 污水质量差异较大
在乡镇农村地区，由于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水资源

分布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污水成分和浓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

特征。例如，南方湿润地区与北方干旱地区污水成分就有明

显不同，南方地区污水中有机物含量通常较高，而北方地区

则可能含有较多的悬浮物和氮磷元素。不仅如此，经济发展

水平也是影响乡镇农村污水质量的重要因素。经济较发达的

农村地区，由于工业企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污水中可能含有

更多的工业废水和养殖废水，这些废水通常含有难降解的有

机物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使得污水处理难度增加 [1]。而在

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污水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污染物种

类和浓度相对较低，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

2.4 污水治理缺乏政策支持
首先，目前中国关于农村污水治理的政策体系尚不完

善，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来指导和规范农村污水

处理工作，导致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缺乏明确

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性要求。其次，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体现

在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不够优惠，

使得农村污水处理项目难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导致资金短

缺成为制约农村污水治理的瓶颈。最后，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也是农村污水治理面临的问题。一些地方虽然出台了相关政

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力、责任不明确等原

因，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同时，政策宣

传和普及不到位，许多农村居民对污水处理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对相关政策了解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污水治理

工作的顺利进行。

3 乡镇农村污水处理运营管理模式探讨

3.1 物联网 + 远程监控运营管理模式
该模式将物联网技术与远程监控平台相结合，实现对

污水处理设施的智能化管理，从而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维护

成本，并逐步推动智能化设备的普及。在这一模式下，在污

水处理设备上安装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实时采集和

处理水质、水量、设备运行状态等数据，并通过物联网将数

据传输至远程监控中心。远程监控中心则负责对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实时分析，根据污水处理需求和环境变化，自动调整

设备运行参数，确保处理效果稳定。同时，远程监控还能及

时发现设备故障和异常情况，通过预警系统通知维护人员，

实现快速响应和远程诊断，大大减少了现场巡检和维护的工

作量。此外，物联网 + 远程监控模式还能够积累大量运营

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为设备升级、工艺优化和能耗

管理提供依据。

3.2 市场化运营模式
市场化运营模式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污水处理

服务外包给专业化的第三方运营企业，利用市场力量来提高

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解决治污费用收取的问题。在这种模

式下，第三方企业通过合同或协议与政府或村委会合作，负

责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并有权根据服务内容

和质量向用户收取治污费。市场化运营模式的优势在于专业

化的运营企业通常具有更有效的收费策略和手段，能够通过

提供优质服务来提高居民的支付意愿，同时，企业可以根据

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确保治污费用的

可接受性。此外，市场化运营模式下的治污费用收取通常与

污水处理效果挂钩，居民在看到污水处理成效后，更愿意支

付费用，这有助于建立居民与运营企业之间的信任。

3.3 地方特色管理模式
该模式强调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污水处理方

案和运营管理模式。地方特色管理模式充分考虑了地理位

置、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等

因素，通过灵活调整处理工艺、运营策略和监管手段，以适

应不同地区污水质量的特殊性。在这种模式下，污水处理设

施的规划和建设会充分调研当地的水质特性，选择最适合当

地水质特点的处理技术，如针对有机物含量高的地区采用生

物处理法，针对氮磷含量高的地区采用生态净化法等。同时，

运营管理也会结合地方实际，比如在农业生产密集区，重点

监管化肥和农药使用后的污水排放；在养殖业发达地区，则

着重处理畜禽粪便污水 [2]。此外，地方特色管理模式还鼓励

地方政府和社区积极参与，结合当地文化、习俗和法律法规，

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污水处理规章制度，强化居民的环保意

识和参与意识。

3.4 政府主导型模式
政府主导型模式强调政府在污水处理工作中的核心地

位和主导作用，通过政策制定、资金投入、监管保障等多方

面措施，推动农村污水处理事业的健康发展。政府主导型模

式的优势在于，政府能够通过以下方式有效解决污水治理的

政策支持问题：首先，政府可以出台一系列具体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文件，为农村污水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指

南，确保污水处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政府可

以通过财政预算、专项资金、转移支付等手段，为农村污水

处理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缓解资金短缺的问题。最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