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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与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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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由于南北地域、风俗习惯的不同，生活垃圾种类繁多，数量庞大，

农村垃圾处理成为制约我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与资源化利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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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生活垃圾特点

农村生活垃圾主要是村级、镇级集聚点居民在生产过程或者是生活过程中生成的垃圾，主要包含果皮、厨余垃

圾、植物、农药垃圾、废旧金属垃圾等。由于垃圾种类丰富，处理不同生活垃圾时呈现不同特点，总结起来主要体现

在下面四方面：第一，农村生活垃圾产生分布范围广泛，具有分散性特点。因农村人口密度较低，人口分散性偏大，

在针对垃圾进行集中处理或者是集中转运时，距离普遍超出20km，收运成本远远超出城市生活垃圾收运成本。第二，

农村垃圾成分会跟随季节变化，呈现不同的差异，北方地区冬季来临之际，供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灰渣垃圾，而南方

梅雨时节，垃圾中的含水量持续上升。经济水平不高的地区，厨余垃圾含量偏少，灰土垃圾较多。经济水平较高的

地区，厨余垃圾及可回收垃圾、电子废物含量偏高[1]。第三，农村垃圾成分会跟随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出现一定改

变。在传统农业生产背景下，农村厨余垃圾经常喂养家禽，而家禽的粪便又能施加到田地里，玻璃以及废旧金属都可

以回收。第四，农村生活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相比，具有较大差异，农村社会垃圾中含有众多灰渣及灰土，垃圾的含

水率、可燃率以及可堆腐物含量较城市生活垃圾要更低一些。

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意义与可行性

1. 农村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易于展开

结合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通过垃圾分类方法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具有一定可行意义。增强农村居民环保意

识，加大力度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理念及工作方法，能为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带来一定益处，真正达到分类处理农村垃圾

的效果。众所周知，在农村地区，村镇居民具有显著的血缘关系、亲戚关系，邻里乡亲较为熟悉且和睦，保洁员多为

当地居民，通过“乡规民约”或者“进户宣传”等方式，配合考核机制及物质激励机制，能够推行垃圾分类理念。对

于经济稍发达的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费用，由政府承担，促使农民意识到农村环境改善后生活质量有所增强，带

动了农村居民参加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活动的积极性，共同维护美好家园环境[2]。

2. 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处理值得推广

为了提高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质量，针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分类，不仅能增强资源回收利用率，还能减少垃圾后

期收运时对土地资源的占用量。同时，针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就地处理，能够减少垃圾末端处理设施投入费用和运营费

用。如今，各地区均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结合农村生活垃圾组成成分与相关特点，因地制宜地选择了一些处理方法，比

如封存处理有毒垃圾、有害垃圾等。目前，一些地区正在采取集中焚烧的方式处理农村生活垃圾，结合分类处理及就地

处理等手段，削减填埋容量，增强资源化利用效率，运行维护过程简单，且基本消除二次污染，理应被持续推广。

三、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分析

1. 生活垃圾处理法律制度待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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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相关法律及法规仍有待健全。在《环境保护法》中并未针对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问题进行说明，而《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强调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问题以及相关实践，应结

合地方性法规进一步明确，但是我国各地区关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制度以及拟定的政策偏少，在处理农村生活垃

圾时，明显缺少指导性意见。

2. 农村居民环境意识薄弱

如今，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在保护环境这一方面的意识较为薄弱。在个别农村地区，仍有一些农村居民将生活垃

圾丢在路边，放在树旁或者扔进河里。个别农村居民分不清哪一种垃圾是可腐烂垃圾，哪一种垃圾属于不可腐烂垃

圾，关于可回收垃圾以及不可回收垃圾，也并未进行深刻认知。在他们眼中，只要是垃圾，都可以统一处理，实则这

种观念极其不科学，有悖新时期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原则。

3. 配套设施不完备

在农村各地区，环卫基础设施较前几年有所改善，但简易垃圾桶数量仍需持续增加。据了解，个别地区缺少专业收

运垃圾的车辆，而且关于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的布置，也并不科学，明显落后于城市水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在规

划方面、建设方面、运行方面均欠缺专业性，而且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岗位，极度匮乏专业技术人员。农村保洁人员队伍

负责分类垃圾、收集垃圾、运输垃圾以及就地处理垃圾等基础性工作，因农村地区保洁员岗位无编制，缺乏劳动社会保

障，所以无法吸纳高层次人员，均属于年龄稍高且素养偏低的当地居民。由于缺乏专业的、稳定的农村环卫队伍，而且

很多岗位都是兼职人员，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导致整体处理效果不佳[3]。

四、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及利用对策

1.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全面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以及资源化利用工作的进行，不可脱离当地农村居民生活方法以及农业生产

方式。一般来讲，在城镇周边地区，以非农产业为主的乡村部落，抑或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部落，生活垃圾可

以被列入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集中处理系统内。然而，对于一些经济水平不高，且位置偏远的农村地区，则可将外

部输入农村地区的产品产生的垃圾，以外运方式，运到特殊地点集中处理。但是，对于农业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

圾，则可就地处理。这样一来，既能保证经济效益，又能兼顾环境效益。举例来讲，一些村庄取暖或者是做饭时，都

会应用到煤炭，就可以单独处理煤渣及灰土。此外，各地区应进一步明确各种垃圾的处理途径，选择行之有效的分类

方式及收运方式，处理措施应简单且便捷，分类不可超过五种，这样才能保障大多数农村居民易于记忆、易于学习，

且便捷操作。

2. 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技术培训

在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时，“分类垃圾”的处理方法及技术非常受欢迎，各部门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分析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成分特性以及具体的处理技术，并积极向农村居民普及相关技术，消除其在垃圾处理技术及模式方面的误

区。一些农村地区采取小型有机垃圾就地处理设施处理垃圾，并加强了规范化运行及管理，少数地区采取小型焚烧处

理技术，但仍需持续强化环保措施，并且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与保障。在农村分类垃圾处理技术设施建设过程中，

更重视处理环节，忽视对相关产物的“二次利用”，这一问题应引起专业人员重视。因此，可以展开农村分类垃圾处

理技术系统化培训工作，加强处理指南编制力度及技术培训力度，增强农村分类垃圾处理设施系统性与配套性，提高

处理设施建设水准，保障处理设施高效运行、稳定运行[4]。

3. 采取多元手段弥补农村垃圾处理资金缺口

现阶段，农村地区在建设生活垃圾治理系统时，主要的经费来源便是政府财政资金，大多地区都在依靠中央财政

补助或者是各省市地区的财政补助建设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治理系统。在未来一段时间，若想持续展开农村垃圾分类工

作及处理工作则，则应进一步分析基层财政压力情况。在中央财政补贴、省级财政补贴之外，乡镇村级费用方面，也

应多给予支持力度，做好扶持工作。与此同时，各政府部门应发挥主导部门，凸显群众主体性，必要之际引入市场机

制，全面展现政府资金撬动作用，或者促进群众集资，以及吸引社会企业捐资，通过多元资金渠道，将更多的资金投

入至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工作中，致力于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效果，净化农村地区生态环境[5]。

4. 全方位监督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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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严谨的垃圾分类工作及处理工作考核机制，首先，在政府这一层面，应指派专业部门及专业人员针对农村各

地区生活垃圾处理情况展开调查，以月为单位，针对各村落垃圾处理情况进行审核与排名，并公布具体排名成绩，直

接与联村干部及村落主要领导人员奖金挂钩。其次，在各村落村党员干部以及村委会这一角度出发，要推行垃圾分类

垃圾处理网格化管理制度，由具体村委班子成员划分责任片区，层层抓起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这一过程中，可以聘请

村落内名望较高的老人负责担任村庄生活垃圾治理监督员及劝导员，督促家家户户居民都能加强垃圾处理意识，并将

环保观念践行在日常行动中，真正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成效，构建健康文明农村生态环境[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近些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建设美好的乡村、生态乡村的呼声越来越高了。这种背景下，就要

求环境监管部门重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通过有效措施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难点，增强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改

变原有生活垃圾处理模式遗留下的弊端，推进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计划及资源化利用模式，坚持寻找

符合区域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新路子”，保障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质量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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