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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补齐农村厕改短板，我
市把农村公厕改建列入2020年全
市为民办好十件实事之一，作为重
要民生工程来抓。同时，市住建局
组建专班，基本建立起了农村改厕
后续管护和资源化利用广域覆盖体
系。全市累计实施厕所改造103.3
万户，约占全省改厕的十分之一，改
厕覆盖率93.67%，群众获得感不断
增强。

我市坚持因地制宜，组织各县

市区结合地方建筑特色，设计多套
图纸，由各镇街根据生活环境及村
民接受程度自由选择公厕样式，充
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同时，各镇街
统一施工，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将
新建公厕纳入城乡供水一体化或自
建水泵，实现公厕24小时不间断供
水。公厕建成验收后，同步建立公
厕保洁、维护制度，确保公厕建得
好、用得住。积极推广装配式等节
能减排新材料、新技术，任城区厕改

采用具有保温隔热、节能环保等优
势的装配式公厕，既提高了作业效
率，又确保了工程质量。

据统计，我市300户以上自然村
2228个，占全省农村公厕改建任务的
11.23%，已累计完成公厕改建2037
座。其中2020年农村公厕改建任务
1436座，主体完工1316座，主体完工
率 91.64%，竣工 1220 座，竣工率
84.96%。目前，全市农村公厕开工率
达到100%，位居全省前列。

纳入城乡供水一体化或自建水泵

我市新建公厕24小时不间断供水

本报记者刘菲 通讯员王强焦士绅

“谢谢你们上门服务！帮我解决
了一件大事，真的是太感谢你们啦！”
卧病在床的张阿姨在看到上门服务的
工作人员时激动地说。

原来，家住邹城市康复路1188号
富锦苑小区的张阿姨在老伴去世后，
继承了老伴的一套房屋，但因自己腿
部骨折、行动不便，一直未能去窗口办
理登记。近日，张阿姨向邹城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申请了上门外签。受理科
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当即安排两名
工作人员赶赴张阿姨家中为其现场办
理登记，为行动不便的市民提供暖心
服务。两名工作人员上午9时从单位
出发，10时就将相关手续办理完毕，
11时就将不动产权证交到了张阿姨
的手中，践行了简化流程、提高效率的
便民服务宗旨。

今年以来，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已累计办理上门外签业务30余件，
极大地方便了卧病在床、行动不便且
需要办理不动产业务的群众，受惠群
众无不拍手称赞。本月上旬的一天，
市民黄大爷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邹城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注销抵押业
务，但是因为自己腿脚不便没办法去
前台办理，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直
接在停车场为黄大爷办理了业务。“宁
可自己多跑腿，也让群众少跑腿”是不
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真实写照。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提高上门服
务水平、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满足不同
群众的需求。同时，发挥分流作用，实
现服务时间、地点的双延伸，确保服务
质量与效率，做到便民利民。”邹城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杨柳 通讯员 于浩）

8月25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召开全省农村改厕工作视频推进
会议，对我市农村改厕规范升级
和后续管护长效机制建设工作取
得的经验做法在全省进行推广。

农村改厕“三分建、七分管”，
我市持续开展改厕“回头看”，组
织各县市区开展排查整改工作，
同时广泛宣传引导，为农户宣传
讲解无害化卫生厕所使用方法，
引导群众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

上门服务
不动产登记动起来

以县域为单元，搭建农村改厕智能管护系统网络，链接政府、企业、农户多方力量，探索建立了“合作
社+农户”“专业化公司+农户”“政府主导+农户”三种管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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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农户”模式：
通过政府适当补贴，利用现有合作社，建立起服务网点，负责改厕后的使用维护

工作，节约了投资成本、实现了便捷服务。
代表地区：金乡县

“专业化公司+农户”模式：
在政府统一配置吸污车辆基础上，利用现有环卫一体化运营单位，统一负责

全县改厕后续管护工作。
代表地区：任城区、邹城市、鱼台县

“政府主导+农户”模式：
由政府出资建设粪污中转站，搭建维修清运服务平台，为农户提供专业化服务，提升了农户体验。
代表地区：泗水县

目前，我市14县市区已全部建成县区级农村改厕智能管护系统，建成农村改厕服务站284个，配置
抽粪车1193辆，占全省的18.8%，配备兼职或专职抽粪队伍1447人，占全省的17.4%，实现了厕所管护
不漏一户。

我市结合现代生态农业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融合式推进渣液资源化利用工作，探索建立“发酵制
肥制气、水肥一体、纳管直排”三种处理利用模式，做好农村改厕循环经济。

利用现有有机肥厂，把改厕粪污、农作物秸秆等统一收集进行发酵处理，加工生产有机
肥等产品。代表地区：金乡县、高新区

依托绿旭合作社种养一体化循环农业项目，利用粪污生产沼气免费供村民使用，产生
的沼液用于农田施肥。代表地区：泗水县星村镇

目前，全市已建成资源化利用项目20个，年处理能力80万吨。

通过将粪污集中收运至粪污存储利用站，进行二次发酵，待出水液体达到国家相应标
准后，采取水肥一体化的稀释灌溉模式注入林田灌溉管网，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减少化
肥使用量。

目前，全市共建设存储利用设施111座，存储规模达2.4万立方，年底前，全市每个乡镇
（街道）将至少建设一座粪污存储中转利用设施，实现镇域全覆盖。

我市将农村改厕渣液治理纳入《济宁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统筹布局推进“4+
N”前3类村庄因地制宜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和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设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实现纳管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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