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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环保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程 晨 闫 旭
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06

摘� 要：为确保国家现代化建设能够成功的实施，社会主义新农业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生态环境的健

康发展，代表着农业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对于我国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大的作用。而乡村生态管理的好和差，将

直接关系到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安居乐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乡村生态环境的良好对于建设和

谐社会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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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新农村建设步伐日益推进，但快速的经

济发展却是以牺牲农业环境与生态平衡为基础的，新型

农业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一种突出问

题。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为实现全面

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行动，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提出"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
标要求，来引导中国新农村的建设走向正确方向，当然

也能够发现目前中国新农村建设虽然也已取得了许多进

展，但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却不容忽视，许多已经背离

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方法依然存在，并造成了

农村生态损害和污染。下文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存在

的环境问题所作出的深入研究和提供了具体处理对策。

1 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乡村规划较差或者乡村建设中没有规划
乡村在建设的规划性上，都没有长期的发展计划，

而农村在房屋的建设过程中，都没有明确规划性和可依

据的建筑质量标准，布局比较混乱，农村住宅周边的乱

搭、乱建、乱堆现象比较严重。

1.2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现在中国不少乡村山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有部分水利

基础设施已经无法再为农田提供，乡间的村村通道路部

分也受到了损坏，严重妨碍农民出行。而乡村垃圾处

理、给排水、电源、网络、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也还需

要继续改善[1]。部分供电小区出现设施陈旧、维修跟不

上、供电不便的情况。文明广场等公益设施损毁严重。

2 加强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加强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一直都是我们所面临的严重挑

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这使得农村地区面临着环境问题更加严峻的局面。因

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一方面，加

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可以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保障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加

强农村环境保护还可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

水平，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为

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环境监测

和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加强环

境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鼓励绿色低碳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达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

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

3 当前农村建设污染现状

3.1  农业土地资源不合理利用
由于城区范围大肆向乡村扩展，原本处于乡村的农

田、森林、水域被大规模不合理侵占，以及被开发的建

设土地等情况外，乡村的农田和水域有的被闲置，有的甚

至被任意堆放建设废渣，生活废弃物以及其他污染物。

3.2  生活垃圾堆积污染
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污染问题已日益突出。农村的

废弃物成分繁杂，包括农用地膜、农药空盒、肥料打包

箱、废旧电池、塑料瓶等废弃物，垃圾数量很多，更夹

杂家畜粪便等。由于中国乡村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不够和管理制度不健全，导致对废弃物的

无害化处理缺失，加之对乡村环境教育缺失，使大量的

废弃物都直接堆积在了乡村周边土地上，不但占用了大

量耕地空间，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导致了环保困难

问题[3]。

3.3  农业种植污染不容忽视
种植业的化学肥料与化学农药都是农业主要污染

源，长时间施用的化学肥料对土壤酸度有很大危害而且

化学肥料所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甚至导致了污染地

下水的综合环境污染。以某地农业为例，2015年种植业
总氮流失量为41.6950t，总磷流失量为5.5630t，总氨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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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量为6.037t。流失的硫、磷经过各种渠道污染地表水、
地下水、泥土、农作物，严重损害了农业生态平衡。

3.4  畜禽养殖污染影响农村水环境
家畜养殖粪便等污染物直接进入农业河床和河槽危

害水体问题日趋严重。家畜排泄物等生活废弃物中，存

在着一定量的生化需氧量、总氮、总磷、氨氮含量等物

质，进入水体后，使水中兴生物的过量增殖、溶解氧浓

度急剧下降，从而产生了富营养性。

3.5  城郊结合部乡镇企业工业污染
部分乡镇企业由于没有环保意识和科学发展观，在

建厂前并没有进行环境考察，而是健在交通路线二旁，

而健在村庄内部;工业生产现场的环境保护装备并不完
善，未严格执行“三同时”环保验收制度，“三废”水

超标污染，严重危害着农村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延吉

市城郊结合部因工业废水排放而造成的菜地减产情况也

屡有出现，部分不满足环保条件的小企业将厂子建在城

郊结合部，为农业环保提供了挑战。尽管加强了巡查力

量，但污染还在持续，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倾向[4]。

3.6  农民不良习惯影响环境保护
部分乡村冬天取暖仍使用木柴，采伐树木不但毁坏

了森林，而焚烧产生的烟尘更污染了乡村空气质量和生

活环境;有些村镇正处在国家饮用水源保护区内，部分乡
村农户已经习惯于在河畔、溪边浣洗衣服，所用的洗衣

粉一般都是比较便宜的含鳞洗衣服，而且洗涤污物也都

直接进入了河流中，污染源头；农民利用有山有水的自

然环境经营农家园，餐饮污水可以直接进入河流污染水

体;近年来，“禁烧令”的落实和监督日益规范，不过农
户仍然采用烧秸秆，污染空气。

4 现有农村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4.1  政府责任不清晰，法律约束力不强
在缺乏具体的法规制约与考核之下，各地区政府在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较大范围上依靠了地方意志，

对法律责任规定的不清楚、具体化。另外，在机制变化

之前，政府部门各机构的职能划分不清楚，或者职能重

叠，易产生互相推的现象。

4.2  缺少全盘设计，与城市建设规划不协调
目前的乡村规划，并不是全面的城市发展规划，农

村土地怎样更好的使用，乡村社会建设计划，以及未来

发展用地等，同时还要兼顾城市化进度等各种因素，以

避免造成现实和期望的效果出现较大的偏离。

4.3  乡村基础设施薄弱，后期维护保养不到位
目前在乡村的设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不过一些

设施后期维保资金和技术准备严重不足，无法持续运

行。“重建轻管”现象也出现在了一些其他的基础设施

工程上。比如:太阳能路灯。
4.4  部分农民思想意识薄弱，对于污染等问题不关

注、不重视

部分市民的环境保护观念淡薄甚至缺乏。旧有的农

业生产技术、方式中，有部分存在着严重污染环境的现

象，部分农户不知环保。部分农户甚至具有"搭便车"的心
态。不管是否从环境改变中出力，最终结果，人们都将

获得环境改变所产生的自然回报。部分地区的环保改造

项目建在自己附近，一是用地问题，二是防止污染垃圾

处理的建设环境脏差的问题，损害自己的健康环境[5]。

5 新农村建设中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

5.1  转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减少农村生产污染
新农村建设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农业发展及其未来

发展指明了重要方向。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村环境污

染问题，应通过农村生产方式转型发展以促进农村集

约化、科技化发展。农产品已成为最主要的农村生产资

源，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农业经济增长不可或缺。因

此，要把先进生产方式、发展技术引进到农村发展工作

中，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发展，积极改变传统的粗放型

生产方式和发展思路。特别是对传统农用方式的改革，

包括把化肥杀虫剂改为低浓度杀虫剂和可降解的农用

膜，利用秸秆还田、农作物废物利用等手段降低农作物

产出造成的环保影响。此外，针对传统农村生活方式所

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可采取宣传小妙招，让农户可以

进行日常生活水的循环使用，例如，淘米的清水可以用

于浇花，或将厨房垃圾进行肥料使用，让花草供给生活

常需的营养等[6]。

5.2  加强农村环保教育，有效提升农民环保意识
农村环境安全意识的淡薄很大程度上源于相关环境

知识、环境保护意识的缺失。要切实化解农业中的环境

污染问题，必须加大对农户的环境意识和相关培训。长

期以来由于农户的科技文明水平限制，其本身应掌握的

环境科学知识相对较少，广大农户在工作中总是忽略环

境污染问题的处理，过多地重视他们的生存生活问题。

因此，政府要切实提高农户环境保护意识，要做好日常

农业环保常识的普及推广工作，与当地群众定期举办有

关主题活动，利用一些新颖的推广方式让他们加入其

中。此外，还通过乡村宣传栏、广播电台、黑板报、环

保专栏、环境卫士评选等方式，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从而在加强乡村环境管理的同时增强农户环境保

护意识。

5.3  完善农村环境保护制度建设，为环境污染问题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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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提供保障

针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常见的环境污染问

题和有关管理制度建立的不健全，特别是对环境问题有

关管理制度的不足导致的环保问题等严重现象，要想

切实改善这一问题，必须逐步加大农业环保能力及其相

应的法规体系力度，尤其是农村具体的工业环境污染、

生活噪声污染方面，切实有针对性的处理农业发生的具

体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此同时，针对当前现实中存在的

环境综合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要加强对农村环境污染

问题的日常监管和查处，把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融入到城

市污染综合防控网络之中，切实实现治理有法、执行有

力。此外，关于农业环保体系、机构不完善的问题，可

参照地方部门设置和农业的发展状况，将农业污染防控

机构加以合理地完善，以便更加合理处理农业的环境污

染问题，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完成[7]。

5.4  注重生态环保农业生产，鼓励生态环保种植
建立无公害基地，企业增加投入研究开发新技术，

以便给农田供应良好的化肥或引导农户多用有机肥。对

规模化的畜禽饲养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将养殖粪便进

行无害化处置并转为有机肥，进行农业生活污水的生态

化处置以及粪便、废弃物、秸秆等的资源化使用，并着力

推行太阳能、沼气等更适宜于农业利用的生物洁净燃料。

5.5  发展绿色农业
首先，对传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改革，着重

关注于生态农业的发展，从而能够建立农村经济循环的

新管理模式。发展生态农业，就是把这四者建设成一种

对自然资源都可以实现循环使用的生产体系，从而把养

殖废弃物的利用效率提上来，而这四者又分别为温室、

沼气、养殖和果蔬种植业。沼气池也可以给农民提供能

量，在一般市民的生活中，沼气也可以使用在照明、烹

饪等诸多方面，或者通过沼气发酵而形成的剩余物使用

在果蔬栽培方面，因为这样才能够增加土地的肥力。沼

气池若控制的好，可以长期利用。这不仅减少了家庭的

支出，同时还可以减少了资金的损失，而且对生态也起

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若想提高农业的生态环境，建立沼

气项目是至关重要的[8]。对于沼气池的建造不仅能够减

少对燃料的浪费，同时还能够减少杀虫剂及肥料的使用

量，这对于农作物生产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建设生态农业，首先必须从二个方面着手:(1)
农业的平衡发展;(2)关于杀虫剂的合理利用，同时对于
杀虫剂的国家补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废止，这将

会对农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肥料杀虫剂生

产时，有害的成份必须要加以严密的控制。减少肥料杀

虫剂的应用总量，积极推行生态平衡的施肥技术。所以

这个工作需要部门、单位、农民一起投入其中。此外，

政府部门也必须在经济方面对化肥杀虫剂的数量加以控

制。例如，对环境有危害的杀虫剂在应用后，政府部门

可能通过征收的措施来减少对其的供应量，从而减少对

环境的损害。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完成

两个目标的关键措施之一。虽然新农村建设存在许多问

题，但环境保护问题是其中最棘手和难以解决的议题之

一。由于多种因素导致新农村建设的环境问题，需要采

取多管齐下的方法，了解问题的成因，才能进行合理高

效的处理，促进新型乡村建设的稳步发展，为国家的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徐倩。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对策研究[J].环境科
学与管理，2020（06）：11—14.

[2]马双。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J].农村
实用技术，2019（11）：111—112.

[3]邹蕴涵.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J].财经界：学术版，2018（1）.

[4]李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力提
升路径及策略研究[J].乡村科技，2017（33）：23-24.

[5]夏宏艳.绿色发展理念下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探
析[J].法制与社会，2018（11）：168-169.

[6]于文杰，高子阳.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问题的思
考和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017（33）：62-62.

[7]于文杰，高子阳.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环境保护问题
的思考和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017（33）：62-62.

[8]朱广庆，王夏晖.现状与对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中的环境保护[J].环境教育，2017（6）：2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