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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新型建设模式探索与实践

钱瑜兰
上海市青浦区夏阳水务管理所�上海�201799

摘�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对于农村环境和民生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建设模式在效益上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本文通过对新型建设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提出了一种有利于促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实效的操作性方

案。该方案突破了传统建设模式中政府主导的制约，引入社会资本，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模式，从而在治理工程

实施和运营过程中有效提升效益，保障群众的环境卫生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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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现有建设模式的分析

1.1  常见的建设模式及其特点
当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的常见模式包括

集中式处理和分散式处理两种形式。集中式处理是指将

排放污水收集起来，进行统一处理和排放。这种模式

建设成本较高，但处理效果较好，能够有效解决区域内

的污水问题。分散式处理则是将污水分散处理，每户家

庭自行处理并排放。这种模式建设成本较低，但单个家

庭处理效果难以保证，还存在维护难度较大的问题。另

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建设模式正在被探索和应用，如采

用分散式处理技术，但在建设上采取集中式管理模式，

以尽可能减少管理费用和技术维护成本。此外，还有一

些地方尝试采用“村民自治、政府补助”模式，即由村

民自发组织治理，政府提供相应的经费和技术支持。

1.2  现有模式的问题和局限性
尽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的现有建设模式不断在

变革和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首先，集中

式处理的建设成本较高，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和资源，

而且管线布局也较为复杂，增加了工程建设难度和管理

成本。其次，分散式处理的单个家庭污水的排放难以保

证质量，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和治理难度。同时，新型

建设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补贴经费不

足、村民自治能力不足等[1]。此外，一些地区在建设时也

存在同质化、规模化的问题，忽视了不同地区的特点和

实际需求，存在一些治理效果不佳的案例。同时，一些

治理项目结束后并未进行后续的监管和维护，导致项目

效果难以持续。总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模式

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考虑和调整，同时

也需要在其后续的管理和维护方面进行更加有序和细致

的考虑，以提高治理效果的可持续发展性。

2��新型建设模式的概念

2.1  新型建设模式的探索
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人们不断

地尝试和探索新型建设模式。这些新型建设模式主要集

中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方面。利用新型技术进行污水

处理的方法不断涌现，如利用植物池、人工湿地和生物

反应器等技术简单、经济、环保的特点。这些技术无需

大量土地和运营成本，且排放水质稳定，有利于实现对

农村生活污水的高效、低成本处理。新型建设模式也积

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如采用PPP模式、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实现在治理和运营成本方面分

摊，增加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在项目管理方面，强

化对项目的跟踪管理和技术维护，提高治理效果的可持

续性。总之，新型建设模式的探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仍需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不断调整、完善和创新，

以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高效、便捷、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2]。

2.2  新型建设模式的优势
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也

逐步成为了当地政府和社会的重要问题。新型建设模式因

其先进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成为了当下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重点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很多优势。（1）新型建
设模式具有更低的治理成本。传统的建设模式需要占用

大量土地和资源，而新型建设模式则采用了一些新型技

术和管理模式，如植物池和生物反应器等，不仅有助于

用更简单、经济、环保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还具有更

低的维护成本和使用成本，提高治理效果的同时有效降

低了治理成本。（2）新型建设模式在建设管理和监管方
面具有更高效的优势。新型模式的建设采用了现代技术

进行集成管理，加强对工程的跟踪管理和技术维护，有

利于实现对项目的全程监管和各项指标的精准监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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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提高治理效果，减少环境污染[3]。（3）新型建设
模式还具有更好的可持续性。新型模式在建设过程中，

往往采用互利、合作等模式，形成公私合作夹强力量的

格局，形成阳光、透明的治理氛围，这种模式的发展具

有更长远的眼光，能够有效降低治理过程中的经济风

险，从而有利于保障项目的可持续性。

2.3  新型建设模式的构建与实现
要构建和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的新型建设模

式，需要多方参与和合作，不断创新和完善。以下是一

些可能的实现途径：第一，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目前

相关技术已经很成熟，但仍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的污水水

质和环境状况进行适当地调整和完善。政府和科研机构

可以提供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带动企业和社会组织

的参与，从而推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第二，完善管理

和运营模式。新型建设模式需要更加有效的管理机制和

运营模式。需要采取合理的管理机制，如PPP模式、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切实降低治理成本，同时推动

相关领域积极投身与治理工作，进一步提高污水治理效

果。第三，加强宣传和教育普及。针对不同的地区和群

体，开展不同形式的普及教育，如广告、媒体、宣传栏

等，提高群众对治理工作的了解和支持程度，激发群众

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增强企业和公众的责任感，促进新

型建设模式的推广和实行。第四，建立基础设施和监测

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是新型建设模式的核心内

容之一。建立和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和监测系统，提高

项目的可行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4]。推广新型建设模式

也需要通过政策、法律、监管、资金等多种手段来促进

和管控。因此，新型建设模式的构建和实现是一个持续

性、系统性、全面性的过程，需要关注多方面的因素和

机制。只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实现更加高效、低成本、可持续和

环保的治理效果。

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新型建设模式实践案例分析

3.1  案例选择和介绍
近年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新型建设模式在全

国范围内得到了积极推广与实践，以下就是其中一个典

型案例的介绍和分析：案例介绍：该案例是位于湖南省

长沙市岳麓区某乡镇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新型建设

模式的典型案例。该乡镇位于长沙市的西南角，全乡总

人口近3万余人，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5%以上。由
于投资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原因，过去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因此，乡镇政府了解

到民生领域治理的重要性，积极寻求新型建设模式下的

针对性方案。

方案介绍：针对该区域的具体情况，乡镇政府提出

了“地域性联合、政府主导、PPP模式”的治理方针。方
案主要包括新型建设模式的植入、技术应用的升级、管

理体系的完善、运营机制的落实等多方面。根据方案实

施早期的计划，乡镇区域内成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

项目联合体，吸纳多家企业参与，建立了科学合理的管

理与运营机制[5]。

效果评估：该案例的实施初期，治理效果便受到了

广泛认可。在该乡镇区域内，新建了多个污水处理厂，

经过实践调整，采用了先进的植物池技术，实现了对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输送和处理。治理过程中，保障了农

田、渔塘等下游自然环境的清洁与恢复，降低了农村环

境污染的程度，增进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素质。同

时该新型建设模式，有效节约了固定资产投入、减小了

运营成本，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结论：该案例充分证明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新

型建设模式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并为其他区域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3.2  实施过程与效果评估
以下是针对另一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新型建设

模式实践案例的分析：

案例名称：山西省某县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理工程

实施过程：该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新型建设模

式采用了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模式，完成

由政府购买服务的PPP模式，以市场化手段引入社会资
金，促进投资、运营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整个项目

计划分为三期进行，第一期主要建设污水处理厂数量为

14个，提供人口服务能力85%，治理面积达210平方公
里，处理工艺采用“水生态-地生态-层流”的技术，简单
实用、适用面广，同时与当地农业生产相结合，形成了

一个集水生态农业观光、科普教育和环保效益于一体的

文化农业园。后两期则通过积极推广模式，完善、拓展

治理区域和能力[6]。

效果评估：该项目于2017年3月动工，经过多方努力
和投入，基本完成了原计划内全部建设目标，治理面积

覆盖贫困地区47个，治理人口5.25万人，治理面积592.7
公顷，其中第一期治理面积214.5公顷，农田经济效益为
1.3万元/公顷，生态效益为约2600万元。在工程建设过程
中，采用配套的运营和管理机制，保证了项目的长期稳定

运营，持续实现高效处理与降解农村污水，不会再造成二

次污染。项目实施后，有效减少了农民因生活污水造成的

土地资源浪费和污染危害，以及引发的健康问题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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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生态旅游和文化发展，

为区域经济开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论：该项目的实践表明，新型建设模式能够营造

政府引导下、市场化推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

模式。以水生态技术为基础，有效提高了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的质量和效率，降低了治理成本，实现了经济与社

会效益的双赢。因此，该案例为其他地区在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程实践方面提供了可行性参考。

4��新型建设模式的评价标准与效益分析

4.1  建设模式的评价指标与标准制定
评价标准与效益分析是衡量新型建设模式的优劣、

可持续性和效果的关键因素。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新型建设模式实践中，制定符合实际的标准和指标体

系，对于科学评估建设成果和效益的达成至关重要。建

设模式的评价指标与标准制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考虑：（1）投资规模及运营成本：包括初期投资、后续
运营成本、维护费用等，需要综合考虑成本的合理性。

（2）治理能力及效果：考虑治理能力与效果的充分展
现，即达标排放、增收增效、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3）技术应用和水平：包括应用技术的创新、先进性、
适用性和实际效果等。（4）管理机制和社会效益：评估
建设模式是否能够满足当地政府和公众的需求，分析模

式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态等各方面的影响。（5）环境
保护质量：考虑建设模式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保护质量分

析，如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对自然

资源的消耗等。新型建设模式对以上指标和标准进行合

理比较和评估，能够更好地了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的实效、投资效果以及解决当地污染问题的实际效果[1]。

4.2  建设模式的效益分析方法
建设模式的效益分析方法是评价新型建设模式优劣

的重要工具。对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等环保等公共

项目，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等多方面，制定合适的效益分析方法是必要的。一般而

言，建设模式的效益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确定影响范围和影响因素：明确建设模式影响的范围，

如涉及到哪些群体和环境等；将各种因素可能对效益产

生的影响均纳入考虑范围。（1）编制评价指标体系：依
据建设模式实践的实际情况和当地政策、法规，编制符

合实际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环境影响指标、经济效益

指标、社会影响指标、投资回报等综合指标。（2）数据
采集和量化评价：通过调查、问卷、实地考察等方式收

集实际数据，并运用先进的评价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得

到各项指标的具体数据。（3）效益预测和评估：将数据
和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进行效益预测和评估，得出建设

模式的总体效益情况、强弱与短板。（4）效益分析报
告撰写：将分析结果作为依据，撰写详细的效益分析报

告，为建设模式实践的改进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建议[2]。

结束语

传统的建设模式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方面存在

诸多不足，新型建设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为解决这些问题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符合实际需要

的新型建设模式，即引入社会资本，建立多元主体参与

的合作模式，实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和共同

受益。该方案的实施有望在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程的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提升环境质量和群众

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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