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3卷�第9期·农业科技与发展

100

农村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中常见问题与改进建议

邢Ǔ柱
宁夏中环国安咨询有限公司Ǔ宁夏Ǔ银川Ǔ750000

摘Ȟ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美丽乡村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农村污水处理站建设和运

维管理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处理设备管理不到位、设计不合理等，严重限制农村生活污水的有效性处理，不仅污染

农村生存环境，且危害耕地灌溉安全性，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要结合实际情况，优化农村污水处理

站运行管理工作，做好设备运行维护，优化工艺流程，强化人员培训，保障污水处理设备的可靠性运行。文章主要对

农村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并详细探究运行管理中存在的常见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从而保障

农村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充分发挥农村污水处理站的功能作用，为建设美丽乡村创建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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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严重危害农村环境，且污染地下水

源，影响耕地灌溉安全，不利于农业的健康发展。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要强化农村污水处理站点建

设，并做好日常运行管理，保障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

顺利进行，进一步优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示范区。同时要做好农村生活污水站运行

管理隐患排查工作，采取可行性的应对措施，保障农村

污水的有效净化，促进农村居住环境的持续性改善。*

1��农村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现状

污水站就是利用现代化污水处理设备，通过物理、

化学、生物等方法对生活、生产等污水进行有效性净

化，清除污水中的污染物，实现污水的达标排放。通常

情况下，农村污水处理站规模较小，处理工作简单，出

水标准不高，而且主要是分散式方式进行处理；投资

少、费用低，管理方便。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人口数量

增加，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逐渐增加，但是现有农

村污水处理站设施技术含量较低，难以对污水进行高效

处理，甚至存在直接排放生活污水的现象，严重污染农

村环境。且农村污水处理站监管维护不到位，存在设备

老化、技术落后等现象，再加上分布不均等，严重降低

污水处理站运行效率。随着国家的重视加大，在农村环

境保护方面的投入越来越高，进一步强化了农村污水处

理站的运营强度，保障出水水质的提高[1]。尤其是在现代

化科技技术支持下，农村污水处理站的技术含量逐渐提

高，如引进了人工湿地、稳定塘系统等生态工程技术，能

够实现污水高效处理，且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平衡与

资源循环利用，保障农村污水的高效处理。通过农村污水

作者简介：邢柱（1979年7月），男，汉族，宁夏银
川人，专科，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影响评价。

处理站的优化运营管理，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

民生活条件，且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农村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问题

2.1  人员专业技能不足
农村污水处理站的工作环境较差，且运营经费不

足，工作人员薪酬水平较低，难以吸引高素质专业化技

术人才；现有的管理人员主要是从当地聘用的，缺乏系

统化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难以对处理站运行管理中

的问题进行积极应对处理，严重降低运行管理水平。此

外运行管理人员、操作人员的专业培训不到位，难以实

现技术水平的提高。

2.2  运营费用不足
在农村污水处理站运行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

是运营资金来源缺乏保障，再加上地方财政紧张，难以

确保运行经费的及时拨付，致使资金不到位，不利于处

理站运行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费用不足，致使人

员、设备、技术等方面不能良好配备，致使处理技术、

设备难以改造升级，限制污水处理站的高效运行。此外

受益群众出资也是运营费用的来源之一，但是在计算标

准、收取方式等方面存在潜在隐患，主要是因为部分群

众环保意识不足，再加上环保费用使用情况缺乏公开

化、透明化，致使群众缴纳积极性不足[2]。

2.3  运行管理不到位
农村污水处理站的运行管理要求较高，需要工作人

员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但是当前缺乏高素质的管理团

队，现有管理人员年龄偏大，人员结构不合理，难以对

处理设备进行科学管理和维护保养。由于缺乏完善的运

行管理制度和规范，难以定期检测设备运行情况，致使

设备故障、老化情况严重，不仅降低污水处理效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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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出水水质，且加大安全隐患。

2.4  污水处理技术问题
在农村污水处理站设计过程中，缺乏实地考察，导

致编制的排放标准与农村实际情况相脱离，致使现有的

处理工艺较为复杂，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且降低污水处

理效果。在处理站设计中引入的设备不合理，与整体处

理站布局不匹配，再加上设备维护管理不到位，严重设

备使用效率[3]。在污水处理工艺应用中，脱离农村建设实

际，甚至出现照搬照抄现象，致使工艺技术、设施技术

参数等设计不合理，再加上污水来水量不稳定，一定程

度上降低出水水质稳定性，降低污水处理效果。

3��农村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对策

3.1  优化设备更新与维护
污水处理设备运行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体农村污水处

理站的污水处理效率。且当前农村污水处理站的工作负

荷较大，加大了设备运行压力，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设备

故障率，且缩短设备使用寿命。基于此，要做好污水处

理设备更新和维护工作，安排专业人员进行设备日常巡

检工作，详细记录设备运行状态，第一时间发现潜在问

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要结合巡检结果，及时

维修故障设备，必要情况下更新损坏程度较大且老化的

设备；制定科学合理的设备维护计划，实现设备定期保

养、清洁和调整，保障设备始终处于稳定的运行状态[4]。

此外要完善预防性维护计划设计，有效预防和控制设备

故障的出现，保障污水处理站的高效运行；要对物联网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的设备管理技术、软件进行

优化应用，实现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性、动态性监控，

实现设备精准维护。此外要对先进技术进行融合应用，

实现设备升级改造，满足新时期污水处理需求，保障污

水高效处理。

3.2  优化操作工艺流程
为了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和质量，需要对工艺流程进

行持续性优化和改善，并对整体工艺过程进行动态监

控，保障各个处理单元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规范性操

作，进一步提高出水水质，使其达标排放；要做好污水

预处理工作，提前清除污水中的大颗粒杂质、悬浮物

等，这样可以减轻后续污水处理环节的负荷；要保障操

作执行规范性，严格按照处理站的操作规范进行标准化

操作，避免违规操作行为的出现，同时要优化生化处理

工艺参数，以便对污水中的有机物进行高效去除；要引

进现代化的深度处理技术，对高级氧化技术、膜分离技

术等进行合理应用，保障出水水质达标[5]。

3.3  强化人员培训

为了提高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质量，需要强化工作

人员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工作，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制定

可行性的人员培训计划，其中包含新员工入职培训、在

岗人员技能提升等培训内容。要优化培训内容与方法，

全面传授污水处理知识、设备操作、安全环保等知识，

并创新理实结合的培训方法，对案例分析法进行合理应

用，结合真实环境污染处理事故案例强化员工的环保意

识，强化应对能力；要开展模拟训练，保障工作人员的

操作技能水平的提高。要做好人员考核工作，定期考核

人员综合素质，全面评估人员技能水平、工作表现等；

完善奖惩机制和激励措施，把考核结果与员工职务晋

升、奖金薪资相挂钩，调动员工学习积极性。

3.4  提高运行管理水平
结合实际情况，完善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制度，对

具体岗位职责进行明确划分和落实，保障工艺技术操作

规范性和标准性。要引进第三方专业公司进行专业运行

维护，确保污水处理站的高效运行[6]。引进信息化管理系

统，对处理站设备运行情况进行远程监控，做好数据分

析工作，保障运行管理工作的精准性、高效性。还需要

优化监管工作，监理完善的监管体系，形成系统化的污

水处理站监管单位的协同机制，实现多方监管，构建五

位一体的农村污水处理运行管理体系，如图1所示。定期
检查污水处理站运行状态，对污水处理效果量化评价，

保障处理设施标准化运行，实现运行效益最大化。要

完善政策法规，通过政策方式鼓励现代化污水处理技术

的推广应用，对使用高效节能技术的处理站提供财政补

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完善执法力度，明确运营责

任和义务，一旦发现违规行为，需要通过罚款、停产整

顿等方式进行处罚。

图1��五位一体的农村污水处理运行管理体系

3.5  优化污水处理技术
新时期，要积极引进高效节能的污水处理技术，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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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控制运营成本，且还能够提高处理效率，保障污水

处理质量的提高[7]。其中厌氧消化技术的应用，能够对污

水中的有机物进行清除，且能够产生沼气，实现资源回

收利用；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占用空间小，对污水的处

理效率高，出水水质稳定。此外还可以对物联网、大数

据技术进行联合应用，实现污水处理站的智能化运行管

理，图2为分散式污水处理站远程集中监控系统架构图；
对生态化处理技术应用，降低污水处理中的能耗，保障

污水处理高效化；资源化利用技术的融合应用，能够对

处理后的污水进行回收利用，如农业灌溉、生态补水

等，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此外针对人口不多且较为分散

的村庄，则利用整体化化粪池、三格式化粪池等简易生

物处理技术，实现就近处理，节约资源。

图2��分散式污水处理站远程集中监控系统架构图

3.6  强化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对农村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水平的提高息

息相关。因此要结合实际勤快给，强化环保意识教育和

培训，大范围推广农村污水处理知识的推广，强化农民

群众的环保意识，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处理站的监督和管

理，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协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

系[8]。通过电视台、村级广播等方式进行宣传，强化村民

对污水处理的深度认识，营造良好的运营管理氛围。

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改善农村人民环境，创建美丽乡

村，需要优化农村污水处理站建设，采取科学合理的运

行管理措施，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完善管理制

度，引进现代化的污水处理技术，优化工艺技术流程，

强化公众参与，保障农村污水处理站的高效运行管理，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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