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长效机制。

（六）大力调整粮食生产结构。

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

为中心，不断增加优质粮食产量，

适当提高粮食间接消费部分的比

重。据测算，目前我国粮食总需求

中直接消费需求只占到约 30% 左

右，另外的 70% 将主要属于以饲料

的派生需求和工业用粮为主的间

接消费需求。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

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间接消费

部分的比例还会逐渐增大。在粮食

生产结构的安排上，应该适当增加

饲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使粮食生产

由口粮、经济作物为主的二元结构

模式转向以口粮、经济作物、饲料

为主的三元结构模式。

（七）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

场，扩展我国粮食供求平衡能力。

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不懈抓好国

内粮食生产，集中力量优先确保谷

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抓紧

制定重要农产品国际贸易战略，加

快进口来源地布局，建立稳定可靠

的贸易关系。加快实施农业“走出

去”战略，制定财税、金融等配套

政策，平等支持国有和民营企业采

取多种形式到境外直接投资农产

品仓储物流设施、并购参股国际农

产品加工和贸易企业，扶持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支持边境

省份开展境外农业生产合作。用好

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通

过适时适度进口保持农产品供求

基本平衡应该是满足未来我国粮

食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条

有益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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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户自觉将垃圾分类装袋投放。垃圾

的科学分类为下一步减量化、无害化处

理奠定了基础。

2．把好垃圾“身份”关，实行定时

定点投放。贺田村将全村划分成 5 个卫

生责任区，分别设立垃圾投放点，要求

农户在每天上午 6—8 点将不可回收垃

圾投放到指定点，村保洁员每天上午 9

点半前清运完毕。为将这项规定执行到

位，该村创造性地设计了“源头可追溯”

制度，即按不同卫生责任区，对每只垃

圾袋进行二级编码，一级代码表示户主

所在卫生责任区域，二级代码表示户主

代号。垃圾袋实行编码等于给垃圾贴上

了“身份证”，做到了“见袋知主”，村干

部和保洁员可以随时发现农户是否按

要求进行源头分类，是否按要求定时定

点投放。垃圾“身份证”制度大大促进

了农户主动分类、定时定点投放的自觉

性，确保了村里实现常态化管理和全天

候保洁。

3．把好处理关，实行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为减少垃圾集中处理

量，尽可能就地综合利用，该村在对垃

圾进行源头分类的基础上，采取科学合

理的处理办法 ：有机垃圾集中堆放发酵

作肥料还山还田 ；有害垃圾定点定时投

放后由村保洁员集中清运进炉焚烧 ；可

回收垃圾作废品清卖 ；建筑垃圾用作填

坑造地。为“消化”可回收利用垃圾，贺

田村专门与垃圾废品收购站联系，请他

□浙江省农村综合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作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助推美丽

乡村建设试点县的龙游县，大胆探索创

新农村垃圾处理机制，在全县大力弘扬

大街乡贺田村“垃圾源头分类收集、定

时定点投放，可追溯、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做法，有效破解了垃圾处

理这一公共难题，探索出一条“花钱少、

操作易、效果好”十分适宜欠发达地区

农村的垃圾处理新路子，被称之为“贺

田模式”。

1．把好源头关，实行垃圾分类收

集。针对农村垃圾“户集、村收、乡镇（街

道）运、县处理”运行机制普遍存在的垃

圾总量大、清运难及时、终端处理成本

高等弊端，贺田村创造性地把垃圾处理

工作重点从终端处理转到源头分类减量

上来。刚开始，村里仅要求村民将垃圾

简单地区分为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两

类，然后对垃圾进行选择性收集，尽可

能减少垃圾流出量，实施效果不理想。

一个月后，贺田村开始把垃圾细化为有

机垃圾（如剩菜剩饭、菜帮菜叶子、瓜

皮果壳等）、可回收垃圾（如废金属、纸

类、易拉罐等）、有害垃圾（如废旧灯管、

灯泡、电池、农药瓶、油漆桶等）、建筑

垃圾（如灰土、拆房石土等）四类。在此

基础上，村里为每个农户配备 2 个垃圾

桶，人均每月免费发放 10 只垃圾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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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每半月定时到村集中收购可回收利用

垃圾，进一步畅通了垃圾产、收、销渠

道。贺田村推行这一机制后，全村垃圾

总量减少 60% 以上，大大缩减了保洁工

作量，节约了垃圾处理运行成本，并做

到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实现了“垃圾不

出村”。

4．把好制度关，实行长效保洁管

理。一是强化村民自律制度。贺田村通

过把垃圾源头分类、定时定点投放、可

追溯等一系列约束村民卫生行为的要求

一并纳入村规民约中，促进村民自觉执

行。二是实行计分激励制度。为把工作

落到实处，村里还划定了农户卫生责任

包干区，并与每家每户签定了“门前三

包”、“禽畜圈养”等协议书。在此基础

上，全面实行检查记分奖励制，每半月

检查一次，检查结果全部量化到户，计

分张榜公布。年终根据各户全年得分情

况，分别予以不同等级的奖励。三是建

立党员干部分区包干制度。每个村干部

负责 3 个投放点及所辖农户的卫生保洁

督查工作，实行每月绩效考核，考核合

格以上给予一定的加分奖励，凡发现投

放点有一只以上垃圾袋未按时段投放或

垃圾未源头分类的则视为不合格，并给

予相应扣分处罚。

通过一年多的实践，贺田村不但

村庄环境面貌大为改善，保洁成本大幅

降低，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素质的整体提

升和特色产业的发展。龙游县通过向

全县推广贺田村经验做法，有效地解决

了农村垃圾收集处理难题，大大改善了

村居环境面貌，有力地推进了美丽乡村

建设。

1．农村生活环境全面改善。龙游

县通过大力推广“贺田模式”，最明显

的变化是，现在整个龙游农村原来触

目惊心的垃圾基本不见了，污水横流

的现象消失了，国道、省道、村道等沿

线环境常年保持整洁，河道、溪流、池

塘清可见底，甚至连苍蝇蚊子也少多

了。大家普遍感受到村庄变干净了也

变美了。

2．卫生保洁成本大幅降低。从贺田

村实践看，实施垃圾“源头分类、减量

处理”办法前，村里用于卫生保洁的经

费每年高达 5 万元以上，且保洁工作很

难到位。办法实施后，村里用于保洁的

经费每年只需 3.2 万元，卫生保洁成本

降低 36% 以上。以此推算，龙游全县 165

个村通过推广“贺田模式”，垃圾处理量

减少 1.3 万吨以上（按每村 1500 人、人

均日产垃圾0.9公斤计算），年节省运输、

处理费用 297 万元以上。费用降低源于

两方面 ：一是实施垃圾源头分类后，垃

圾总量减少 60% 多，大幅减少了垃圾运

输、处理费用 ；二是群众自觉参与卫生

保洁，自觉养成不随地丢垃圾的良好习

惯，村集体用于村庄环境卫生的支出大

幅减少。

3．农产品竞争力得到增强。分类后

的有机垃圾通过集中堆放发酵作肥料还

山还田，能有效改良因长期施用化肥破

坏掉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通透性，从

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因此，贺

田村生产的提子、西瓜特别受消费者欢

迎。龙游生产的富硒莲子、富硒大米等

农产品也因此倍受青睐。

4．农民素质得到明显提升。环境

可以改变人，村民从不情愿不适应到养

成自觉分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良好

习惯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村民素质提升

的过程。在这种大环境下，就连来到贺

田村做买卖的小商贩都自觉地把垃圾清

扫带走。贺田村村书记劳光荣说 ：“习

惯不是养成的，是‘促’成的，我们是在

‘促’中逐步形成习惯，在‘促’中逐步

提高认识的”。

“贺田模式”可复制、易推广，浙江

省综改办及时总结并在全省进行推广，

各地竞相参观学习借鉴。通过更大范围

的推广“贺田模式”，已对过去偏重于

“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方式产生

较大的改革影响，对探索建立美丽乡村

保洁工作运行维护长效机制必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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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核红最终稿）.indd   63 2014/5/9   13:45:11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一项小创新  开辟新天地——浙江省龙游县贺田村建立垃圾处理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