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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力农村新冠疫情防控 

李承政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已迅速蔓延至全国所有

省市，并在短时间内波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

“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着疫情以武汉为中心向全国蔓延，各省市

全部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并建立疫情联防联控联动机制，以

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面阻断疫情进一步传播。虽然目前为止，广东省内新冠疫

情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但农村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和联防联控的重

要组成部分，防控工作绝对不容掉以轻心。2020 年是广东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的关键之年，目标要求全域完成农村人居环境基础整治，到 2020 年底粤东

西北地区农村 80%以上、珠三角地区 100%村庄达到干净整洁村标准。本文认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于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意义重大，理应纳入农村疫情联防联

控总部署。 

一、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助于我省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 

纵观人类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历史，即使它们不是首先爆发于农村地区，也

不可避免地与农村地区息息相关。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至少有 30 种影响人类

的新型传染病出现(Mukherjee, 2017)，其中绝大部分为人畜共患病。根据美国专

家 W.McNeill 的总结，人类与家禽的共有疾病有 26 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 42

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 50 种。全球新发传染病中，约 75%的感染属于人畜共患

病，其中 71.8%的病例通过动物传播到人类，再加上全球人口城市化率不断提

高，人口数量日益增长、人口流动频繁，新发传染病传播范围将更广，其发病

率上升趋势将可能会持续(Stärk, 2015)。我国农村地区一个重大特点是，畜禽养

殖现象普遍，整体上规模偏小且分散，乡村人口与各类动物接触最为频繁，但

卫生意识普遍不强，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相对薄弱。此外，城市中的动物交易

市场中的活体野生动物大多来源于农村地区，由农村地区的猎户或村民提供，

这些人口很可能是重大传染病零号病例的来源之一。部分农村畜禽养殖户防疫

意识不强，既没有做到人畜分离，也没有及时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此外，部

分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并没有及时获得收集转运、生活污水和厕所粪污也没有获



得有效处理。总言之，农村存在明显的传染病疫情隐患，如果处理不当，有可

能产生新的人畜共患疫情与新冠疫情叠加的复杂局面。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消除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隐患，打赢新冠疫情

防控狙击战提供强力支持。鉴于新冠肺炎存在“粪口传播”和“气溶胶传播”

的特征，除了杜绝农村人群聚集和集体聚餐外，以下几点工作尤为重要：首先，

要求农村居民及时清扫畜禽粪便，避免直接接触畜禽和野生动物粪便或分泌物。

其次，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至关重要，它能有效减低新冠肺炎粪口传播风

险。最后，农村垃圾应当及时收集转运处理和科学分类，农村居民做好环境卫

生“门前三包”，为农村社区营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二、广东农村人居环境仍存在的一些问题，重大疫情防控能力仍待提升 

过去几年，广东省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珠

三角、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然而，达到“粤东西北地区农村

80%以上、珠三角地区 100%村庄达到干净整洁村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暨南

大学 2019 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以分层抽样的方式，对全省各地区 100 多个村

庄（行政村）近 3600 户农村家庭进行了微观入户调查，调查发现了广东农村人

居环境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有望大幅提升我省农村地区重

大疫情防控能力。 

（1）人畜分离并不普遍，部分村庄仍未能实现人畜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 

广东农村居民畜禽养殖相当普遍，但人畜分离的情形并不普遍。小规模畜

禽养殖紧挨农村住宅，这一模式给予养殖户日常工作极大的方便，但与此同时，

如果管理不善，畜禽粪污未及时清扫，人畜共患病隐患就难以避免。广东千村

调查显示，目前仍有将近 22%的村庄的人畜粪便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排放至

附近的河流小溪等水域。虽然全省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高达 98%（拥有室内厕

所农村家庭卫生户厕占比），但仍有 8%左右的农村家庭没有室内厕所，这些家

庭要么依赖室外旱厕或简易厕所，要么依赖村庄公共卫生厕所。然而，村庄公

共厕所普及率和无害化率均不是太高（调查显示，行政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为 70%

（2019 年数据），自然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仅为 30%（2018 年调查数据），公共厕

所卫生无害化率为 92%，远低于农村居民户厕卫生无害化率）。大约 18%的农村

无厕农村居民家庭至今仍然选择野外如厕模式，其中，粤西地区的无厕农村家

庭选择野外如厕的比例高达 30%，农村重大传染病的粪-口传播途径仍没有完全



阻断。 

（2）排污管道（下水道）系统尚未全面覆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仍任重道

远。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在村庄和家户两个层面对农村污水收集和处理问题进行

了调查。家户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

善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利用下水道系统收集生活污水的比例也不足 60%。山

区和西翼地区村民通过专门下水道收集生活污水的比例低（均低于 30%），更普

遍的现象是将生活污水直接排至附近沟渠（48%和 63%）。村层面的问卷印证了

这一地区差异，山区和西翼地区的村庄设有排水排污管道的比例分别只有 32%

和 34%左右，而珠三角和东翼地区村庄设有排污管道的比例接近 70%。全省各

地区村庄对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厂或村庄净化池）的比例大约

只有 59%，目前为止，仍有不少村庄将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放至各类水

域。如果农村地区污水治理问题解决得不好，那么通过水这一渠道传播的疾病

也难以避免，从目前的情况看，我省农村地区污水处理仍任重道远。 

（3）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已初步建立，然而生活垃圾分类落实难度

大。 

广东各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收运及处理体系

已经成功运行。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设置了多处生活垃圾堆放点，其中山区村庄

垃圾收集点平均数量最多（18 个），这可能与山区居民居住地理上分散密切相

关。家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村居民会将生活垃圾投放到垃圾池或垃

圾车路过时投放至垃圾车（80.01%和 12.68%），目前基本做到了生活垃圾的村

收集和镇转运。2019年全国重点城市开始大力推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体系。

然而，当前广东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和收集体系尚未建立，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体系落实的难度较大。全省分类收集村民生活垃圾

的村庄仅仅占比 24%，将近 90%的农村居民并不会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包

括不愿意对垃圾进行分类和完全不懂得如何分类）。因此，现阶段在农村地区落

实垃圾分类面临的困难在于，除了出台垃圾分类规定外，更重要的是垃圾分类

知识在村民中的普及和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新冠疫情对农村垃圾分

类和收运处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医疗废弃物（口罩）倍增，混投混装混运现象

将加剧农村疫情传播风险。总而言之，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和分类体系对于农村

地区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完善该体系有助于减少自行掩埋/焚烧、任意倾倒垃圾



的处理方式（广东西翼地区该行为的发生率仍高达 9%），规避一些与生活垃圾

处理不当相关的农村疫情风险。 

三、政策建议 

针对广东农村地区人居环境现状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

议： 

（1）在全国新冠疫情肆虐和广东农村地区实施“三清三拆”这一大背景下，

通过宣传教育和科学引导的方式，鼓励农村家庭选择人畜分离的科学养殖模式，

尽量将农村住宅和畜禽养殖用房完全隔离开（集中建设一批新的畜禽养殖专用

房，确保不紧挨农村社区住宅且能够集中治理畜禽粪污），并要求村民及时清扫

畜禽粪污，避免人直接接触畜禽、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和分泌物。在畜禽粪污

处理方面，应该与“农村厕所革命”中的人类粪污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等有

效衔接起来，使得人和动物的粪便都获得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尽可能地

排除新冠病毒以及其它传染病粪-口传播的可能性。 

（2）农村排污管道普及率低和生活污水处理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

人口居住相对分散，污水治理的人均成本较高。建议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方法

和各种工艺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建设一批优质高效的村用污水处理设施。目前

已有一些公司积累了分散污水处理、有机物分级等实用技术，地方政府需要因

势利导，选择性地支持一些有潜力的优质公司，让它们脱颖而出，提升服务和

技术水平。 

（3）建议继续完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

体系，合理布局农村垃圾收集点，转运站和填埋焚烧厂。建议县一级加强应加

强垃圾焚烧厂建设，进一步提升垃圾焚烧率。同时，快速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通过基层党组织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图文并茂地在村民中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比如，疫情期间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疗废弃物应该分开独立投放，并

要求转运过程做好防护）。坚持就近就地就农利用，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的同时，大大提升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和资源化利用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急需进一步加强，团结和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和疫情防控，这一点至关重要，广大农民群众也是我省打赢新冠疫

情狙击战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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