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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市启动

“牛皮癣”广告专项

整治工作。在芝英，

以 人 工 与 机 械 相 结

合的方式清除“牛皮

癣”是日常保洁工作

范畴。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
是芝英镇下决心推行农村卫生保
洁市场化运作的目的之一。3月1
日起，共有6家专业保洁公司在该
镇划定的9个区块进行保洁作业，
实现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基本
全覆盖。芝英镇也因此成为我市
首个全域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的
镇街区。

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保洁
效果相比原先是否有所改观？11
日，芝英镇基管办回访统计数据
显示，七成以上行政村的卫生专
管员认为本村卫生保洁有进步，
对保洁效果表示满意。

芝英镇：从花钱养人到花钱买服务实现管干分离

“三高”标准推行全域保洁市场化

□记者 陈晓苏

芝英镇推行卫生保洁市场化

运作的做法，得从 2014 年 8 月说

起。“原先镇里也有环卫所，既要

管理人，又要看效果，工作效率低

不说，效果也不太理想。”芝英镇

党委委员应静说，于是，该镇先行

在集镇 11 个村试行卫生保洁市

场化运作。

11 个村以及各条主要干道

被分为 4 个区块进行招投标确定

保洁公司。一年半下来，这一保

洁模式的效果得到了百姓的公

认。商铺多、大量人口集聚的集

镇区块保洁工作尚且能做好，那

么其他农村呢？去年起，芝英镇

开始思考推广卫生保洁市场化模

式。经过班子会议、全体干部会

议、走访座谈等形式充分酝酿之

后，在今年年初的镇党代会上，全

域化推行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制

度作为四大重要表决事项之一进

行投标表决，获得高票通过。

于是，该镇将剩余 52 个行政

村划分成 5 个区块，进行公开招

标。招标前，芝英镇组织镇领导

班子成员、工作片分管领导、村干

部代表及镇纪委组成资格预审小

组，对保洁公司的资质进行预

审。两家报名竞标的保洁公司因

经验不足、资质不符等原因被取

消资格。

最终，6 家卫生保洁公司包

干了全镇 9 个保洁区块。为确保

保洁工作的正常运行，保洁公司

对各村原有保洁人员进行考察。

在原则上不允许本村居民在本村

进行保洁的基础上，优胜劣汰，充

实了保洁队伍，现在，有近 200 人

负责该镇保洁工作，包括所有水

面、地面和立面的卫生保洁，村一

级工业功能分区也全部纳入保洁

范畴。

高门槛准入
6家公司包干9个区块

之所以不允许本村居民在本村

进行保洁，这正是原先保洁模式的短

板。“以前村里三个人清扫，但运垃圾

的只有一个人。”芝英镇西卢村联村

干部陈莉介绍，西卢是个大村，本外

地人口加起来超过1800人，地域面

积也大，对于仅靠一辆三轮车清运垃

圾的老人来说，需要两天才能把整村

的垃圾全部清运一遍，“不能说他不

勤快，但现实就是老人家的力气跟不

上。”

像西卢村这样的情况，在不少

村都存在。往常，村里雇佣的保洁

员普遍年老体弱，更有部分村为照

顾“五保户”“低保户”，请他们清扫、

清运，这类人员体力、精力都难以保

证；再加上本村人员清扫，村干部、

村民在监督时也怕伤了和气，不敢

直言，久而久之，保洁工作停滞不

前。

市场化运作的活力就是补短板

的“良药”。按照清扫面积和本外地

人口数确定清扫人员数量，每人每

天确保 8 小时以上清扫时间，镇、村

以及保洁公司负责监管。

“村里给他配了清扫工具，但有

些地方他还嫌用工具弄不干净，直

接就用手了。”说起村里的保洁员，

古塘里村联村干部池巧仙竖了个大

拇指。“他真的很仔细，角角落落都

会去清扫。”古塘里村党支部书记施

文浩也说，村里人都拿保洁员当“自

家人”，“谁家有好吃的，都愿意递给

他一些，有什么纸板旧物，也都送给

他卖。”

“碰到个好的保洁员不容易，

要珍惜。”前两天，这个和古塘里村

民一起生活了几年的保洁员因故离

开芝英，直到今天，施文浩和村民还

在为此感到可惜。“既然接下这活，

我总要从自己做起。”和古塘里等村

的村干部们一样，继绪塘村村民吕

会全也持有这个观点，虽然是卫生

专管员，但他更像宣传员：他总是苦

口婆心地让大家自觉点，让保洁员

省力点，让村里的卫生环境更好些。

高效能作业
保洁员成村民“自家人”

“我们对保洁员要关心关爱，但

对保洁公司的要求必须严格。”芝英

镇镇长胡广辉解释，对于保洁公司

的管理，镇里实行的是末位淘汰制，

6 个保洁公司形成竞争机制，按照

日常巡查和抽检结果，连续多次考

核较差的将提前终止合同。

参与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的每

个村，原则上都明确了 1 名村两委

成员专管卫生保洁，每日检查并做

记录，而工作片每周都要抽查，镇基

管办每周巡查，每月汇总考核结

果。一旦在对地面、河道、绿化、公

厕、沟渠等地的卫生保洁情况及“牛

皮癣”小广告等巡查中发现问题存

在，就可及时拍照发送至保洁微信

交流平台上，督促及时整改。

根据保洁效果，从村到工作片

再到镇级，每月都有 500 元到 3000

元不等的扣款权限，对于保洁效果

确实不佳的，可逐级从承包款中扣

罚。而扣罚的依据，就是该镇制定

的整镇保洁作业质量与考核评定标

准，从安全保障、作业安排、作业质

量和职业道德四方面设立了包括作

业时间和质量、作业人员和工具、临

时任务、文明作业、员工福利以及意

外伤害险等 21 个子项目对卫生保

洁效果做出综合评价。

至于经费筹措，除了上级补助，

本、外地居民按每人每月 2—4 元的

标准征收，工业功能分区和学校等

所在地另行缴纳，其余部分均由镇

财政补足。很多村日常保洁开支相

比过去降了不少，但卫生状况却比

过去好了不少。

按照测算数据显示，镇财政为

此要负担总额半数以上的费用开

支，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在芝英镇

党委书记赵斌看来，这笔钱花得值：

“过去，卫生保洁工作牵制了镇村两

级干部太多精力，市场化运作之后，

从花钱养人变为花钱买服务，管干

分离，镇村两级当好‘监督员’，保洁

公司做好‘运动员’，有权有责，配合

默契，确保卫生环境改观。”

高标准监管
建章立制确保保洁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