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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特别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城市环境问题日益得到重视 , 而农村的环
境保护与治理相对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 ,农村环境也正日趋恶化。该文综合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难点 ,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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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quick increase of economy ,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is increasingly outstanding . Especially ,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
logical destruction are increasingly serious .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of city is attached , however ,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trol of rural is a
weakness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is increasi ngly exacerbating . Inthis paper ,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of rural and its controlling difficultie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ntrol measure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ere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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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业( 特别是乡镇企业) 的飞速发展 ,

加上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农业投

入品, 致使农村环境出现较多问题, 如耕地、生物资源衰减 ,

土地日趋贫瘠, 环境污染严重等, 使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受到

威胁, 影响了农产品的竞争力, 同时还会危害人们身体健康 ,

并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治理农村污染对加

快农村经济建设步伐, 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当前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1 .1 农用化学物质污染

1 .1.1 农药。目前, 我国农药生产能力76 .7 万t/ 年, 已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农药生产大国。我国2003 年农药使用量已达

132 .5 万t , 其中约有80 % 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 每年使用农

药的土地面积在2 .8 亿hm2 以上。由于农药的长期使用, 害

虫抗药性愈来愈强, 且大量害虫天敌被杀灭, 破坏了农田生

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 必然会导致农药的使用量逐年增加 ,

病虫害防治成本也逐年提高。喷洒农药时还会造成大气污

染、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另外, 化学农药残留在作物体内

形成一定的积累, 容易造成人畜中毒。2002 年对16 个省会

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结果表明, 农药总检出率为20 % ～

60 % , 总超标率为20 % ～45 % , 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

出率。

1 .1 .2 化学肥料。我国农业每年的化肥使用量超过4 000

万t( 折纯) [ 1] , 但其利用率只有30 % ～40 % , 其余60 % ～70 %

进入生态环境, 造成土壤有机质降低、土壤理化性状变劣、肥

力下降; 同时还会造成农业环境污染, 如会造成水体污染, 使

水体富营养化, 导致水体中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数量增多 ,

其中还会有一些致癌物, 对人、动植物都是一种威胁。化肥

的不合理使用还会对大气、土壤造成污染, 如氮素化肥浅施

往往造成氮的遗失 , 使其进入大气造成污染。另外, 还会造

成植物营养失衡, 如植物徒长而造成病虫大发生, 引起污染。

1 .1.3 农村残膜。近年来我国设施农业发展较快, 特别是

大棚农业的普及, 导致地膜使用量急剧增加, 其用量和覆盖

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 年地膜用量已超过60 万t , 而有近

一半的农膜残留在土壤中。农膜碎片( 残膜) 进入土壤后, 会

严重改变土壤的物理性质, 影响土壤的透气性 , 阻碍农作物

根系吸收水分及根系生长, 从而使农作物减产。而且残膜在

自然条件下很难降解, 可残存20 年以上, 如果不进行回收 ,

土壤中的残膜将逐年积累。

1 .2 农村废弃物污染

1 .2 .1  粪便。2004 年畜禽养殖业在农林牧渔业产值中的贡

献率已达到33 .5 % [ 2] 。规模化畜禽养殖业迅猛发展引起的

养殖污染的情况近年来也日渐严重, 畜禽养殖形成的污染废

弃物总量已经超过了工业固体废弃物, 从畜禽粪便的土地负

荷来看, 我国总体的土地负荷警戒值已经达到0 .49 , 部分地

区如北京、上海、山东、河南等地, 已经呈现出严重的环境压

力水平[ 3] 。畜禽养殖带来的污染问题日渐突出, 成为农村环

境的主要污染源, 各种畜禽粪便的排放量仍在大量增加。由

于绝大多数养殖场没有污水处理设施, 直接超标排入农业环

境, 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 水质恶化也就带来了土壤板结和

盐渍化。

1 .2.2 农作物秸秆。随着农作物单产提高, 秸秆总量迅速

增加, 而直接作为生活燃料和饲料的比例大幅度减少, 多数

地区开始出现秸秆焚烧现象。由于秸秆随意焚烧造成的空

气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每到夏收、秋收时节, 大量剩余秸秆被

焚烧, 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 而且烟雾弥漫 , 造成了严重的

空气污染, 给人们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不良的影响。

1 .3  农村工业污染  我国农村乡镇企业数量现已达2 200

万家, 总产值达到172 516 亿元, 由于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 ,

数量巨大; 门类复杂, 高度分散; 规模很小, 变化很大; 工艺落

后, 设备简陋; 资金缺乏, 技术薄弱; 管理很差, 效益低下 , 污

染问题比较严重。小化工厂、小造纸厂、小煤矿、小水泥厂

等, 多数没有环境保护和污染处理机制 , 是农村工业污染的

重要来源。1997 年全国乡镇企业废水排放量为383 87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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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 , 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的16 .90 % , 但废水中的 COD 排

放量为407 万t , 占整个废水 COD 的37 .93 % ; 废气中二氧化

硫、烟尘、粉尘的排放量分别为489 万、880 万、957 万t , 分别

占全国同类废气排放总量的26 .40 % 、56 .23 % 、63 .59 % ; 工业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排放量分别为40 100 万、16 863 万t , 分别

占全国的37 .89 % 、91 .59 % 。由于厂点、污染点与农田、居民

点交织在一起, 直接污染严重 , 对人们健康的危害更大。

1 .4 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污染[ 5]  由于城市污水排入天然水

体, 已造成1/ 3 以上河段受污染而引起农灌水的恶化。90 %

的城市垃圾在郊外农村填埋或堆放,1995 年我国垃圾填埋量

超过11 000 万t , 并且每年还以10 % 的速度递增。工业固体

废弃物年产量达6 .5 亿t , 累计存量66 .4 亿t , 已占地5 .5 万

hm2 。城市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不仅占用了许多宝贵的土

地资源, 而且污染了周围的水质、土壤和大气 , 破坏了农村的

生态环境。

2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难点问题

2 .1 环保意识淡薄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 缺乏对农民

环境保护知识的普及教育, 农民环保意识淡薄 , 存在许多污

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不良生产生活习惯。随着传统生产方

式的改变, 为追求产量的最大化和劳动的最小化, 大量使用

农用化学用品, 加剧了农业环境污染。另外 , 部分地方领导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政绩,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没有把环境和

生态优先考虑 , 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农村又缺乏必

要的环卫设施, 再加上一部分人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随意处

置垃圾、排放污水。特别是养殖户, 畜禽粪尿乱排, 导致周围

环境严重污染。

2 .2 生产方式滞后  农村地区生产技术落后, 农民科学文

化素质不高 , 不按操作规程使用农药和肥料, 只是参照一些

书本或借鉴前辈、周围邻居的一些传统经验, 再加上自己一

些想当然的想法分户自行组织生产。长期的耗竭式耕作和

无度使用农药、化肥和地膜等, 造成资源转化率低、废弃物产

生量大, 农村污染严重, 影响了农产品质量, 严重威胁着人们

的身体健康, 致使土地、水源、植物、动物、人之间的生态系统

失衡。农业农村污染呈现“一家一户”、“点多、面广、分散、处

理难”的状况, 现阶段科学有效的污染防治技术推广起来存

在相当的难度。

2 .3 环境立法不健全  在法律规范上, 除了少数政府规章

外, 现行法律几乎没有对农村污染防治提出要求, 对政府在

农村污染防治中的组织和管理责任也无任何规定, 政府对农

村环境质量缺乏监测手段、管理制度、评价制度、考核制度和

公示制度。另外, 县级以下政府基本没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

员, 乡镇一级还没有环保队伍, 仅靠市、县两级环保部门, 要

涉及乡村, 显然是勉为其难。另外, 政府职能缺位、管理弱化

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2 .4  体制建设滞后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

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 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滞后于农

村现代化进程, 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

用性不强。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村环境问题复杂, 基础设施建

设困难, 运营成本高, 设施共享率低, 市场化运作难。这些欠

发达地区, 地方财政收入少, 可调控能力弱, 不可能有很多的

资金投入到农村治污中去。另外, 如果城市的垃圾不能在城

市内部得到消耗, 就必然会向农村地区扩散, 对农村的环境

及生态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对农村外源性环境问题的解

决, 不是仅依靠农村自身就可以实现的 , 更多的还要依赖于

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

3  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措施

农村环境保护和建设 , 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而且也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与

稳定, 一旦农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污染, 农村经济发展就

会受到严重制约。因此 , 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治理农村环

境污染。

3 .1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增强农村环境保护意识  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环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农村是城市

副产品的生产基地, 城市生活垃圾及工业“三废”的消纳场

所, 城市工业扩散的腹地和城市的生态屏障, 以及农村人口

的重要栖息地。因此, 要像重视城市环保一样重视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首先, 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环境意识 , 自

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牢固的群众观 , 真正把

农村环境污染整治工作提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进

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转变工作重心, 落实工作措施, 推动农村

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的全面开展。其次, 乡镇政府的职能应转

到公共服务方面, 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上来, 要做到有

职能、有制度、有投入、有考核、有人抓。再次, 要快速提高公

众的环境意识。由政府牵头, 农业、环保和广电部门联合, 利

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环境警示教育, 通过组织开展各种农民

喜爱的科普宣传和文化体育等活动, 加强对农民的科普教育

和政策引导, 多方位提升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

3 .2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 目前, 我国颁布实施

了一些有关农村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法律及地方法律, 但就整

体而言, 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很不完善, 也缺乏

可操作性。此外, 在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的不少领域, 我国

还存在着法律上的空白。因此, 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环

境方面的法律法规, 加大环境执法监督的力度 , 从法律制度

上保护农村环境不受污染。

3 .3 科学合理使用农用化学物质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3 .3 .1  实施科学施肥, 减轻化肥污染。①增施有机肥。推

广施用农作物秸秆、动物粪便、绿肥等有机肥, 减轻化肥污

染。②改进施肥技术。大力发展精细农业、高效农业, 推广

深施化肥、测土配方施肥 , 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

与肥料效应, 确定施肥量、施肥种类和施肥时期, 合理控制化

肥用量 , 提高化肥利用率。

3 .3 .2 提倡科学用药, 减轻农药污染。严格按照国家《农药

安全使用标准》及其他有关规定安全合理的使用农药, 加强

化学农药尤其是高毒、高残留农药的市场监管 ; 搞好植物病

虫害的预测预报, 克服单纯依赖化学农药的做法, 提倡使用

生物农药、低毒农药; 发展生物防治技术, 推广有利于减少病

虫害发生的耕作方式, 防止和减少农药污染; 制定农药品种

轮换制度, 避免长期使用单一农药, 防止产生抗药性 , 提高防

治效果。

3 .3 .3  重视农膜污染和防治。制定控制农膜污染的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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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标准体系, 大力宣传农田残膜危害耕地、污染环境的严

重性; 在农村大力推广使用各种光降解、生物降解和光- 生

物降解等可降解农膜, 也可在田间使用生物制剂, 加速残膜

的降解, 减少农膜残留量 ; 注重残膜的回收和加工利用, 扶持

利用残膜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的企业。

3 .4  控制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污染  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

综合利用, 提倡农牧结合、种养平衡一体化, 对畜禽废渣进行

还田、生产沼气、制造有机肥料、制造再生饲料等多元化利

用, 实现废渣的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 , 减少治理成本。新

建畜禽养殖场必须合理规划, 执行环评和“三同时”管理制

度。现有畜禽养殖场应当设置畜禽废渣的储存设施和场所 ,

采取对储存场所地面进行水泥硬化等措施, 同时采取清污分

流、粪尿的干湿分离等措施, 实现清洁养殖, 建设简易露天氧

化塘。利用各种生物进行净化利用, 形成多级土地生物粪便

收集和处理系统。

3 .5 开展秸秆综合利用  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 引导农

民走秸秆—养殖—沼气—果林( 蔬菜) 等模式的生产之路, 既

可以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又能减少环境污染。同

时, 通过实施沼气工程, 使农民家庭环境、村容村貌得到改

观, 文明程度得到提高, 促进了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发展 ;

或者建议政府投资建设以秸秆等为燃料的发电厂, 提倡使用

以秸秆为燃料的锅炉, 这样既可减少资源浪费 , 又可以减少

污水、二氧化硫、粉尘、废渣等污染。另外, 也可将秸秆转化

为饲料 , 可用的生态工程技术有物理法( 粉碎、制造颗粒) 、化

学法( 碱化、氨化) 、生物法( 青贮、酶发酵) 、热喷技术、秸秆压

块技术和秸秆水解生产酵母饲料技术等。同时秸秆也可作

为生产新型建筑装饰材料、包装材料的原料之一。

3 .6 加强环保设施建设, 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水平  由于城

乡二元结构和非均衡发展的影响, 长期以来, 对农村环保的

投入不多 , 必须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要大力推进农村

垃圾集中收集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按照“村收集、镇以

上集中处置”的运行机制, 即在乡镇政府所在地或主要中心

村建立垃圾中转站, 在村里设置垃圾箱 , 实行专人负责, 定期

清运到中转站 , 而后进入垃圾处理场。地处偏远山区的农

村, 可因地制宜 , 少量建设小型垃圾焚烧炉 , 分拣后就地处

理。二要积极开展农村污水的治理试点和示范推广。农村

污水处理采用分散治理和集中治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结合

改厕、改厨、改栏 , 综合处理生活污水, 积极推广生活污水湿

地处理模式。

3 .7  明确提出坚决制止城市企业污染转移 要特别注意城

市中已禁止生产的污染严重的产品通过委托或联合加工的

方式把污染转嫁到农村; 防止城市中一些企业把初淘汰的排

污量很大的装备或落后工艺转嫁给乡镇企业; 禁止为外商加

工生产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 对转嫁和接受转嫁的有关人员

要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

4  结语

农村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政府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

农民问题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而农村环境问题则

是与农村的经济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 特别是在当今农村经

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环境污染的问题更不能被忽视。农村的

环境问题由于其特殊性 , 如不及早重视和防范 , 将会造成比

现在城市环境更复杂、更有害、更难治理和恢复的被动局面。

因此, 应该抓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契

机, 创建“环境优美乡镇”,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道路,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 改善生态环境,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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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接轨, 对于解决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 亦不失

为一个契机。

4 .4 健全各种行业组织, 增强集体博弈力量  在前期的中

日贸易战中 , 中国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这与政府保持克制态

度有一定关系, 但也反映了中国应对贸易战的民间组织能力

不强。日本博弈方及其国内的民间组织都在蓄谋参与国际

贸易的博弈 , 而中国也有行业协会, 但与日韩等国的各种行

业组织相比还是势单力薄, 自治能力差。因此, 全国及各地

与国外有贸易往来的行业, 应在政府主管部门牵头下或自发

组织各种行业组织, 并且在各种磨练中发展壮大, 加强自我

管理的能力, 增大行业组织的影响力。以组织的形式参与博

弈, 既可增强博弈力量, 也有助于掌握博弈局面的控制权。

5  结语

随着政治多极化 ,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贸

易关系越来越复杂, 要处理好这些复杂关系, 在博弈中减少

损失, 中国首先要做好自身的工作, 不断发展自己, 改善产

品, 只有好的产品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立足。同时需要及时调

整贸易政策, 迎合世界贸易的发展变化。只有这样中国在国

际贸易中才能够有效保护本国利益, 同时促进多边贸易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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