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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新”篇（下）
Sidayixinpian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 自新一届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发
展凝聚人心、以改革拓展空间、以正风气形成合力、以加强组
织建设强化保障”总体要求，确立“四大一新”（大铜业、大
物流、大旅游、大框架城市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
略，我们已走过了四年创新创业、砥砺奋进、进位赶超、跨越
发展的激情澎湃的日子。

艰辛成就伟业，奋斗铸就光荣。“世界铜都”、全国区域
性物流中心、世界自然遗产地、绿色生态城市……一个个梦
想、一份份期盼，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正一步步变成现
实。 鹰潭已从一个区域小市、经济弱市，逐步成长为独具特色
的经济“小巨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一颗璀璨明珠。

鹰潭，这座以“鹰”命名的美丽城市，正踏着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超常发展的铿锵鼓点，朝着绿色崛起、富民兴市的
宏伟目标，张开双翼、腾空奋飞，在红土地上描绘出一幅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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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新”篇（下）

“2+5”：新模式扮“靓”新农村
———来自江西鹰潭农村垃圾处理的调查

人民日报记者 卞民德

分类处理———“小本钱”产出大效益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鹰潭市月湖区下戴村小组，眼前绿树成荫，村舍整

洁，街头巷尾没有一点生活垃圾，闻不到一丝刺鼻异味。

提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事务理事会理事长戴明良深有感触：“以前老是羡

慕城里干净，自从有了‘2+5’，现在村头村尾、房前屋后多干净多漂亮，一点

都不比城里差！ ”

戴明良所说的“2+5”， 是鹰潭市摸索出的一种农村垃圾处理新模式。

“2”是指农户和保洁员两个责任和行为主体，“5”是指对农村垃圾的 5种无

害化处理方式。农户首先对生活垃圾初步分类，再由保洁员统一归集。有机垃

圾如剩饭剩菜进入沤肥窖或沼气池，成为有机肥料和绿色能源；可回收的塑

料瓶、废纸等统一回收；少量没有回收价值的非有机生活垃圾集中焚烧，产生

的灰土还田；建筑垃圾定点堆放填埋，或用于填塘铺路。

与传统的农村垃圾处理方式相比，“2+5”模式更符合农村实际，不仅使

农村垃圾处理可以低成本运作，还能让农户得实惠。

鹰潭市“卫生清洁”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彭中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

50户规模的自然村为例，一个垃圾焚烧炉投入 5000元；每家一个沤肥窖共投

入 4000元（80元一个）。“这笔经费按照农户分摊一点、结对帮扶单位支援

一点等方式解决，不会给农民带来多大负担。 ”

垃圾处理的日常运行费用主要是保洁员工资，平均每月 200元，主要靠

农户分摊的方式解决。 戴明良说：“一个月三四块钱，也就是给孩子买零嘴的

307

3



记者眼中的鹰潭

钱，大家交得起，也乐意交。 ”

垃圾分类后， 鹰潭农村每年可回收废旧塑料 3285吨， 带来收入 160万

元； 有机垃圾生产的沼气， 可供 15000户的 5口之家使用， 沤农家肥 21900

吨，每年可为每户农民节约用电、肥料、农药等费用近 1000元。

自主管理———农民成垃圾治理主体

“农村垃圾治理是一项基础性、 长期性的任务， 工作开展容易， 难在坚

持。 ”鹰潭市委书记杨宪萍认为，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群众

的主体作用，是保证这项工作健康有序开展的根本。

为此，鹰潭组织 2042名机关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举办各类宣

讲活动上万场，发放宣传材料 12万份，在各村建立起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村

干部等组成的村民事务理事会，使其成为农民自主管理的“主心骨”。

“一开始难度大， 一些干部上门发传单， 没走多远传单就被群众扔了出

来；保洁员刚清扫完的大街，转眼间又是垃圾遍地。 ”戴明良告诉记者。

面对群众的不理解，党员干部和理事会成员发挥带头作用，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余江县黄庄乡常务副乡长丁良太连续一星期带领村组干部，从早

上８点干到下午５点，清理村庄垃圾。 兰岭村为群众建起 14个洗衣码头，

使村民对农村“卫生清洁”工程从不情愿到主动参与，态度 180度大转弯。

在村民事务理事会

的带领下， 农民真正唱

起了农村环境卫生的

“主角”。 余江县童蔡村

村民事务理事会制定了

《村规民约》、《保洁员

管理办法》和《家庭卫

生评比奖励方法》 等管

理制度， 成立了卫生督保洁员正在焚烧非有机垃圾。 许志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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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新”篇（下）

查小组，每周评选“卫生之星”和“不清洁”户。

在不到 9个月的时间里，鹰潭市成立村民事务理事会 3118个，占全市自

然村的 95%以上；1200个村庄的卫生面貌大大改观，卫生清洁观念深入人心。

贵溪市太上彭家村彭新有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垃圾没有不乱扔的，现在连小

孩子吃完东西都把包装纸放到垃圾桶里，村里变化真是太大了！ ”

（人民日报 2009年 7月 26日第 7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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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鹰潭“2+5”模式改善农村环境

人民日报记者 卞民德

本刊讯 日前，记者了解到，江西省鹰潭市从 2008年 8月开始组织开展

了农村“卫生清洁”工程，通过采取垃圾处理“2+5”模式，使村民的生活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据鹰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中华介绍，“2+5”模式是为了落实江西省

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决策，打造环境优美的农村人居环境的具体实

践。“2”是指在农村垃圾处理过程中，明确两个操作主体———农户和保洁员

负责垃圾分类回收；“5”是指对三类垃圾采取 5种处理方法———有机垃圾入

窖沤肥或入沼气池作沼气投料、建筑垃圾定点堆放填埋、不易降解垃圾实行

能回收的回收、不能回收的统一焚烧。

低坪村的杨村林告诉记者，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旱厕填了、村道铺

了，可农民乱扔乱倒垃圾的习惯却没变。为此，鹰潭市委、市政府立足“政府引

导、农民主体”的原则，在强力推动、搞好服务的同时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确

保垃圾分类与回收。

———农户配备“一袋两桶一窖”。 即一个装可回收垃圾的编织袋，一只装

可沤肥或作为沼气投料的有机垃圾桶，一只装不可降解无机垃圾桶；自己动

手，按图施工，自挖自建一个沤肥窖，有沼气或已建三格式化粪池的农户，要

求沤肥窖与沼气池、“三格式”化粪池联建。

———每个自然村民主选举成立群众信任的村民事务理事会；推荐产生一

名有能力、有威信、负责任的理事长；配备一名专职保洁员；按照统一设计图

纸、乡镇统一勘查地址、高质量建造一座垃圾焚烧炉；在焚烧炉边建一个垃圾

晾晒池；在焚烧炉边建一间或在村内选择一间可回收垃圾储存房；统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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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新”篇（下）

选择污水塘、臭水沟、坑洼道路等为全村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场；设废品回收

点一个。

———乡（镇、场）负责为每个自然村固定一个废品回收点，明确一名废品

回收员，在集镇建一座废品回收站，集中翻印编制一册《鹰潭市废品回收网络

手册》，联系一家废品收购公司或加工企业。

随着“2+5”模式的推广，农村家家户户每天都把剩饭剩菜倒入沤肥窖，

把其他垃圾分类装放。过去污水横流、薄膜乱飞的景象不见了，不但村容变得

整洁，而且村民们也抛弃了沿袭几千年的不卫生习惯。

“2+5”模式为什么能够在不足 9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在鹰潭市的 3641个

自然村推广开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该模式前期投入少，后期能给农民带来

收益，而且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和邻里关系，这些优势成为其成功的关键所

在。

前期低投入，后期有收益。 彭中华说：“‘2+5’模式符合农村实际，使农

村垃圾处理实现了‘节俭化’和‘资源化’，让农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具体而言，“节俭化”是指农村垃圾处理的前期投入成本低。 以 50户规模的

自然村为例， 一个垃圾焚烧炉投入 5000元， 沤肥窖投入 4000元（80元一

个），保洁员平均月工资 200元左右，每个自然村累计仅需投入资金 1万元左

右。如果以焚烧炉使用年限为 10年计算，每天的折旧费用和聘请保洁员费用

仅为 10元左右。“资源化”

是指农村垃圾经过分类处

理，能给农户带来收益。 据

调查，鹰潭市农村每年可回

收 3285吨废旧塑料，按现在

的市场价测算，就可增加回

收收入 160万元；有机垃圾

产生的沼气， 可供 15000户

的 5口之家使用；可以产生

农家肥 21900吨， 减少化肥如今的鹰潭农村和城里一样干净整洁。 许志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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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眼中的鹰潭

用量。 仅此测算，每年就可为每家农户节约用电、肥料、农药等费用近 1000

元。

干群一家亲，邻里更和睦。在“2+5”模式的推广过程中，鹰潭市重视宣传

发动工作，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奖励制度，使广大干部群众齐

心协力，共同做好农村环境卫生工作。

从 2008年 8月起，鹰潭市通过媒体造势、层层召开动员会，使宣传发动

面达到 70%以上，组织了 2042名机关干部入户宣讲，为民解忧，让群众感受

到了干部的务实作风。 余江县工作组和乡政府干部到兰岭村动员村民时，有

村民说“我们洗衣服的地方都没有，还有闲心搞卫生？ ”县工作组牵头出资购

买水泥 20吨， 联合相关单位在 6个自然村建起了 14个洗衣码头。 同时，

“2+5”模式以农户为主体，充分发挥村民事务理事会的作用，村民们积极配

合，按照要求开展农村“卫生清洁”工程。 截至目前，鹰潭市设置建筑垃圾堆

放场 3067个，建立垃圾处理站 2046个，聘用专职保洁员 2694人，参与垃圾

处理活动的村民 14.4万人次，累计处理垃圾 16626.7吨。 有关专家表示，这一

模式是当今农村的一场环保革命，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最基础的工程。
（人民日报《情况汇编》2009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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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新”篇（下）

江西鹰潭探索农村垃圾治理新模式效果好

新华社记者 陈建华 陈春园

新华社南昌讯 江西省鹰潭市从 2008年 8月开始通过实施农村“卫生

清洁”工程，探索低成本、易操作的农村垃圾治理新模式，有效遏制了农村环

境污染，改善了农村环境卫生条件。 同时，还密切了干群关系，改变了农民不

良卫生习惯，启动了农村可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等。

治理见成效 管理能长效

“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家里现代化，外面脏乱差”，鹰潭贵溪市志光

镇彭家自然村农户彭新友说，以前，彭家村垃圾没人管，畜禽粪便随处见，外

面的姑娘都不愿嫁过来。

从去年 8月开始，彭家村着手治理垃圾。 村干部不但组织村民集中处理

了村里的陈年垃圾，还要求农户配备“一袋两桶一窖”，即一只装废旧书报、

金属等可回收品的编织袋，一只装塑料、废旧鞋袜等不可回收品的无机垃圾

桶，一只装烂菜叶、瓜皮果壳的有机垃圾桶，并在房屋附近挖一个小沤肥窖，

村里还根据全市统一规格自建了一个简易焚烧炉。 每天，村民在家中把生活

垃圾自行简单分类，有机垃圾用于沤有机肥，无机垃圾和能回收的由保洁员

上门收集，送到村里流动收购点，不能回收的送到村口焚烧炉烧掉。

“现在，村里村外、马路上、水渠旁、田野里几乎看不到垃圾的影子，农户

每年只要交 40元支付保洁员工资，就能换来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 ”彭新友

说。

彭新友介绍的是鹰潭市正在全市推广的“2+5”农村垃圾处理模式。 鹰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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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眼中的鹰潭

市“卫生清洁”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彭中华介绍，这一模式是当地探索实践

的一种易操作、见效快的垃圾处理新方法，即由村民事务理事会负责日常管

理，以农户和保洁员为主体，对有机、无机、建筑等 3类农村垃圾分别实施 5

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根据“2+5”模式要求，鹰潭市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村民事务理事会，配

备专职保洁员，建造垃圾焚烧炉，规划垃圾堆放场，设置废品回收点，农户配

备“一袋两桶一窖”。 从去年 8月至今，鹰潭市 3641个自然村已按照“2+5”

模式要求全部启动了“卫生清洁”工程，农村地区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

流程清晰好操作 简单实用成本低

农村垃圾整治地广、面宽、量大，涉及千家万户每日生活。“2+5”模式的

特点在于，主体明晰、易操作、成本低、见效快、可长效，垃圾处理不出村、不转

移，不产生二次污染，比较适合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广。

第一，“2+5”模式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政府不包干、干部不包办。 焚

烧炉、晾晒池等一次性基础设施投入和保洁员工资由农户家庭分摊、社会赞

助、各级财政“以奖代补”等 6种方式解决；县乡村各级政府在前期完成宣传

发动、设计建造焚烧炉、组建村民事务理事会、引入回收公司后，其他日常工

作完全交给村民事务理事会管理。

第二，流程清晰、简单实用，群众能接受、农民做得了。 农户负责对自产垃

圾进行分类，保证“垃圾不出门”，并分担保洁人员工资；保洁员负责上门收

集分类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处理，保证“垃圾不出村”，并做好村内公共场

所及村庄四周垃圾的清理；村民事务理事会负责保洁员的选择、保洁经费的

筹集，保证“垃圾有人管”，并对农户和保洁员进行监督。 月湖区童家镇下戴

村村民事务理事长戴明良说，在基层政府指导下，农民管自己，保洁员管垃

圾，理事会管保洁员。 这种模式好操作又管用，在农村行得通。

第三，投入少、成本低，政府压力小、农村负担轻。50户左右的自然村只需

设一名保洁员，月工资为 150元左右；一次性投放设施主要为焚烧炉、单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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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新”篇（下）

配备了垃圾晾晒池、可回收垃圾储存间的“三位一体”焚烧炉的造价在 4000

元至 7000元左右。 一个自然村只需一次性投入 1万元就可以运作起来。 此

后，农户每月只需交 3元至 5元保洁费，就能保证正常运转。

卫生状况改变 多重效益显现

经过 8个多月的工作试点和整体推进，“2+5”模式不但使鹰潭农村环境

卫生状况明显改观，而且产生了多重效益。

密切了干群关系，找到了新时期农村工作的抓手。 农村卫生工作与农民

联系最广泛、最密切、最能让农民感到实惠。 以垃圾治理工作为平台，鹰潭市

涌现了一批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和干部，个别“告状村”、“治安不稳定

村”面貌也发生了改观。

节约了农户生产成本，撬动了农村可再生资源回收市场。 据调查统计，一

户 4至 5人的农村家庭每年产生的废旧塑料约 90斤，废弃的衣、鞋、床上用

品约 60斤，并产生大量有机垃圾。 通过实施“2+5”模式，每户家庭每年可沤

肥 300斤至 400斤，全市每年新增农家肥 2.5万吨左右。 此外，大部分无机垃

圾均可回收利用。 鹰潭市供销社负责人吴官富介绍，目前全市瞄准农村回收

大市场，已引入 8家龙头企业，建立了 88个乡镇回收站和 1914个村级废旧

鹰潭大力实施农村“卫生清洁”工程，彻底改变了农村环境卫生面貌。 刘 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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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眼中的鹰潭

物品收购点。

增加了部分农村困难群众收入。 到目前，鹰潭市共招聘 2694名农村专职

保洁员，多数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和妇女。 保洁员除了每月有固定收

入外，一些乡镇还通过多种方式给予补贴。 今年 63岁的志光镇艾家村村民刘

银莲，从去年 9月开始做保洁员，每个月能领到 150元保洁费，镇里还采取保

洁员每回收 1斤塑料袋补贴 3元的措施，调动了刘银莲回收垃圾的积极性。

通过推行“2+5”垃圾处理模式，农民传统的卫生习惯开始改变。 当地政

府利用这一契机，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校园中广泛开展“三员”教育，使孩

子们成为爱护环境卫生的“小宣传员”、“小监督员”、“小保洁员”。

（新华社内部刊物 2009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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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一新”篇（下）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贵

溪市彭湾镇彭湾饶家村，但

见家家户户门口都摆着有

机、 非有机 2 个垃圾分类

桶，房前屋后建有沤肥窖和

沼气池，环村水泥路上一丁

点零散的垃圾都找不到，这

和人们印象中脏乱的农村

景象截然不同。 而在一年

前，彭湾饶家村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村道边垃圾成堆，房前屋后污水横流，

到处都可以看到“白色污染”。 这一切变化，都源于鹰潭市去年开始推行的农

村垃圾治理工程。

为了贯彻落实江西省委、 省政府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

策，打造干净整洁、环境优美的农村人居环境，从 2008年 8月开始，一场声势

浩大的农村垃圾治理工程，在鹰潭市上千个自然村中铺开。 当地通过积极引

导，让农民成为垃圾治理的主体，探索出一条成本低、简便易行的农村清洁卫

生新模式。

少花钱多办事：建立农村垃圾处理长效机制

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农村地区的垃圾治理工作一直是一个老

干群合力巧谋划 乡容村貌换新颜
———鹰潭市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巡礼

江西日报记者 祝学庆 朱 华

村村建起了垃圾焚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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