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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人居环境问题引起了人

们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大中型城市, 对于人居环境问题的

研究广泛而深入。但因为受二元经济体系的影响, 很长一段

时间内忽视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问题。现代农村社会, 一

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生活

垃圾、污水长期得不到有效处理, 基本的生活便利设施得不

到及时配置 , 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恶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刻

不容缓。

1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意义

1 .1 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实行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建设, 有利于节约和集约土地, 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 加快农村基

础设施、生产设施、公共设施建设, 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 促

进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 ; 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

展,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 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城

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 城镇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 形成城

乡互动、城乡互补、两头并举、整体推进的局面, 进一步激发

农村社会活力,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

1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 高度重视和不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 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合理规划的需要, 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新农村建设政策

的推动下, 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必将成为中部地区城乡建

设新的工作重点, 建立宜人的农村居住环境, 从而提高农民

生活质量, 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3 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建成

环境良好、功能完善、各具特色的新型村庄, 优化农民居住条

件和生产生活环境, 有利于发展乡村经济, 改善投资环境, 扩

大对外开放 ;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改变农民传统建房方

式, 帮助农民树立科学的规划意识、建设意识、环境意识, 有

利于把现代文明有机地融入乡土文明, 促进农民身心健康和

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 促进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

政治文明全面发展。

2  现状例析

对于占我国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所生活的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问题, 仅在我国南方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村镇有过一

些探索和试点, 就中部地区目前的状况来看, 大部分地区仍

处于观望状态。河南是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 在中部地区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从中选取了10 个村镇作为调研对象 ,

以下就其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 .1 整体规划调研

2 .1.1 村庄及农房建设缺乏规划。沿公路建房, 居住点散

乱; 建新房不拆旧房, 村庄建设用地浪费较大 , 部分地区出现

严重的“空心村”现象[ 1] 。农民反复拆建自有住房, 不仅影响

农民自身财富的积累, 而且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加剧

了资源环境的紧张。

2 .1 .2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据有关部门2005 年组织的调

查, 我国41 % 的村庄没有集中供水,96 % 的村庄没有排水和

污水处理系统 ,40 % 的村庄行路难,72 % 的村庄畜禽圈舍与

住宅混杂 ,89 % 的村庄垃圾随处丢放,95 % 的村庄没有消防

设施。在农村居住区, 每年工业和建筑废弃物总量达6 .5 亿

t , 农村自身又产生1 .2 亿t 生活垃圾, 很多地方的生活污水

污染了农村的沟渠、水塘、溪流和地下水[ 2] 。农村人居环境

落后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长期以来, 在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财政投入少, 产生了很多历史问题。

2 .1.3 生态问题凸显。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 , 垃

圾、污水、废弃物大量产生, 打破了自然经济状态下生态环境

的自我平衡;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缺乏规划引导 , 管理缺位, 新

老问题叠加。

2 .2 居住单位的微观调研 调研对象村宅都是自建房屋 ,

四合院形制。从健康的人居环境角度分析, 此类住宅存在以

下问题: ①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 垃圾、污水、废弃

物大量产生 , 打破了自然经济状态下生态环境的自我平衡 ;

②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缺乏规划引导 , 管理缺位 , 使新老问题

叠加; ③没有完善的上下水系统 , 通常每家每户都有自来水 ,

但缺乏必要的排水设施, 只是人工挖掘明沟排除院内雨水和

生活污水, 人畜排溺均采用自家土厕; ④炊事仍采用传统的

秸秆燃烧, 既浪费了有机肥料又造成大气污染 , 同时对厨房

内部空间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 ⑤缺乏良好的冬季采暖设

施, 年气温最低月无供暖 ; ⑥庭院无绿化或景观; ⑦室内功能

空间划分混乱, 缺乏装修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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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人为观念调研  调研过程中, 这些村子内广泛存在着

外出农民工打工族 , 收入处于村内收入水平中上等的农民工

家庭年收入在10 万元左右, 经济实力提高后, 改善居住环境

成为其回乡后的首要事务, 但多数是受到“光耀门庭、置田置

产”等传统思想的影响, 盲目攀比。多数农村人口认为所谓

改善居住环境就是盖房、建楼。出于攀比的心态, 农民们重

视的往往只是自家所盖的住宅从外观上看是否比邻居家的

住宅更加气派, 而不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内部缺乏应有的

配套设施, 这种住宅对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没有任何帮助。

2 .4  社会影响调研 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对于人的

健康和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反之则会产生很多不良

后果, 调研发现 , 落后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隐性地给社会增

加了许多负面因素 : ①环境污染和人居卫生条件的简陋以及

冬季取暖设施的缺乏, 加大了儿童和老人的患病几率; ②由

于城乡人居生活质量的硬件差异 , 加上潜移默化中造成的城

乡生活习惯的差异, 造成部分外出人员( 包括打工者、在外求

学者以及出生在农村后来在城市中成家的城市籍家庭成员)

不愿意回乡生活甚至探亲。由此产生的家庭不和睦, 老龄人

口的赡养问题以及农村人口构成年龄比例失调等成为了社

会问题; ③由于缺乏良性引导, 外出打工者单纯追求收入的

数量, 甚至认为只要挣的钱足够多就有好的生活质量, 反而

忽视了留乡的老人的赡养以及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

3  解决问题的思路

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问题脱不开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

是改善构成农民居住生活的物质实体———基础设施, 另一方

面则是创造良好氛围, 改变农民自身落后的生活理念[ 3] 。

3 .1 改善基础设施

3 .1 .1 制定科学合理的村庄整治规划。科学合理的村庄整

治规划既要突出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解决的问题, 又

要充分考虑村长和长远发展和乡村特色。如有计划有步骤

地推进硬化村内主要道路工程, 配套建设供水、供气设施和

排水沟渠及垃圾集中堆放点, 治理人畜混杂居住环境, 整治

村容村貌 , 建设防灾设施和公共消防设施等方面。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内容广、项目多、总体规模大 , 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推

进。南方一些地区所作的试点工程已为此方面的建设提供

了可借鉴经验, 如江西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让农民走平坦

路、喝干净水、上卫生厕”工程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 。立足

村庄已有房屋、设施和自然条件, 通过政府帮助与农民自主

参与相结合的形式, 分期分批地有序改造和整治公共设施 ,

尽量不增加或少增加农民负担。

3 .1.2 加快新农村住房建设。①村庄的整体规划建设。在

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有所实践 , 整个村庄集体建设新型联

排住宅, 从内部设施到外部形象都有了统一的建设标准, 大

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村镇的整体面貌。但个中也

存在一些问题, 如实施建设的村镇与农户之间未达成一致意

见、施工质量失控甚至烂尾楼现象也极大地冲击着迫切希望

改善生活面貌的农民朋友的信心。因此, 实施村庄整体规划

建设是一件涉及到村镇管理( 包括以农民为主体的公共设施

运行维护管理机制、村民议事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等) 、政府

引导、法制监管以及建设管理多方面的事, 需要深入调研, 慎

重决策 , 认真实施[ 5] ; ②旧有农舍的基础设施改善, 重点在于

完善其上下水系统、供暖系统以及能源系统, 使家家都能拥

有舒适的生存环境。

3 .1.3 保护好生态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村有广阔的

田园风光和良好的自然风貌, 这是城市人居环境向往和不断

追求的人居环境。因此, 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调研所发现的问题和资

源短缺的现状, 应大力推广利用秸秆生物质能源和沼气资源

技术, 推广应用太阳能、风能技术, 推广饮用水简易消毒净化

技术, 开发村镇生活垃圾、粪便的收集与堆肥处理技术, 开发

适合当地资源条件的建材生产技术和农村住宅节能技术

等[ 6] 。向农民宣传“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

危害, 纠正部分农民潜意识中“发展经济必然以污染环境为

代价”的思想, 帮助农民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观念。

3 .2 提高农民思想素质,构建良好生活理念 调查显示, 具

有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民打工人群实际上有强烈的提高家庭

生活质量的要求, 但一般只是回乡盖房 , 之后继续打工赚钱 ,

缺乏整体的生活理念和对良好生活质量的全面认识。提高

农民思想素质 , 构建良好生活理念是要在农村进行的一项

“头脑软件工程”建设, 涉及到家家户户日常生活的生活质量

标准问题、卫生习惯问题、老龄人口的保健和赡养问题、留守

儿童的家庭环境营造问题, 涉及到村镇集体长远发展的环保

意识培养问题、经济建设问题、优势发展问题等, 结合农业的

科普宣传, 共同缔造新农村建设大潮中新农民的思想意识和

生活理念, 建立“以成为农民为自豪, 以居住在乡村为优越”

的高级目标。

3 .3 加强舆论宣传, 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充分调动城乡

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各种力量 ,

完善全社会共建新农村的推动机制, 努力形成各方面齐抓共

管、整体有序推进的工作格局[ 7] 。广泛宣传良好人居环境的

重要性 , 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乃至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性的认识,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农

民群众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 推动

新农村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要充分依靠群众 , 坚持群众工作原则, 尊重农民群众意

愿, 注意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

体作用[ 8] 。制订村镇发展规划 , 对于村内道路、村内排水沟

渠、公共厕所等公益性项目规划建设, 要充分征求和吸纳农

民群众的意见。

4  总结

人居环境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也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 任重而道远。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 , 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 必须从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出

发, 下大力气, 为农民多办实事 , 加快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的状况 , 处理好发展经济与改善人居环境的关系和解决突出

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的关系, 打造农村新面貌 , 建设山青水

秀、富饶美丽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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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率( %) = 总腹泻次数/ ( 总头数×试验天数) ×

100 %

腹泻指数= 粪便评分之和/ 供试猪头数

1 .2.5 成活率。试验结束时, 成活的仔猪数与初始仔猪数

之比。

1 .2 .6 数据处理。有关数据用( 平均数±标准差) 表示 , 采

用SPSS13 .0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与 LSD 检验。

表2 腹泻评分标准[ 2]

Table 2 Markingstandard of diarrhea

程度Degree 粪便外观Feces appearance 评分Scoring

正常 条形或粒状 0

轻度 软粪,能成形 1

中度 软粪 ,不成形, 粪水无分离现象 3

严重 液状 ,不成形, 粪水有分离现象 5

2  结果与分析

2 .1 乳酸菌制剂对断奶仔猪增重的影响  由表3 可见, 试

验期间对照组、试验Ⅰ组、试验Ⅱ组平均日增重分别为:392 、

462、469 g ; 试验Ⅰ组平均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17 .85 %( P <

0 .05) , 试验 Ⅱ 组平均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19 .64 % ( P <

0 .05) 。试验Ⅰ组和试验Ⅱ组饲料转化率比对照组分别提高

16 .43 %( P < 0 .05) 和8 .90 %( P < 0 .05) 。

表3 仔猪增重情况

Table 3 Situationof piglet weight gain

处理
Treatment

初重∥kg/ 头
Initial
weight

末重∥kg/ 头
Final
weight

平均日增重∥g/ 头
Average

daily gain

料肉比
Feed-gain

ratio

对照组 9 .05±2 .92 a 20 .81±.01 a 392±8 .32 a 1 .46 a

Control group

试验ⅠTest Ⅰ9 .17±2 .86 a 23 .03±1.57 b 462±6 .14 b 1 .28 b

试验ⅡTest Ⅱ 9 .25±2 .2 a 23 .32±1.78 b 469±5 .21 b 1 .22 b
 注 : 同列后注相同小写字母者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不同小写字母者

差异显著( P < 0 .05) 。下表同。
 Note : The same lowercase in a row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 P >

0 .05) ;different lowercase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 .05) .The
same as follows .

2 .2  乳酸菌制剂对断奶仔猪腹泻率和存活率的影响  由表

4 可见 , 试验期间对照组、试验Ⅰ组、试验组Ⅱ的腹泻率比分

别为30 .00 % 、17 .50 % 、5 .00 % ; 试验Ⅰ组比对照组腹泻率低

12 .50 个百分点( P < 0 .05) , 试验 Ⅱ组比对照组腹泻率降低

25 .00 个百分点( P < 0 .05) 。腹泻率指数分别下降了47 .00 %

和83 .50 % 。存活率分别是95 .00 % 、97 .50 % 和99 .00 % , 试验

Ⅰ组比对照组存活率提高2 .50 个百分点( P > 0 .05) , 试验 Ⅱ

组比对照组提高4 .20 个百分点( P > 0 .05) 。

表4 腹泻率、腹泻指数和存活率的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of the diarrhearate ,diarrhea index and survival rate

处理

Treatment

腹泻率∥%

Diarrhea rate

腹泻指数

Diarrhea index

存活率∥%

Survival rate
对照组Control group  30 .00 a 2 .00 95 .00 a

试验Ⅰ组TestⅠ 17 .50 a 1 .06 97 .50 a

试验Ⅱ组TestⅡ 5 .00 b 0 .33 99 .00 a

3  结论与讨论

3 .1 乳酸菌制剂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试验表明, 在杜

×长×大三元杂交仔猪饲料中加入0 .1 % 乳酸菌制剂, 能使

其增重提高17 .85 %( P < 0 .05) , 添加0 .2 % 乳酸菌制剂 , 能使

其日增重提高19 .64 %( P < 0 .05) , 饲料利用率也较对照组分

别提高16 .43 %( P < 0 .05) 和8 .90 %( P < 0 .05) ; 但是, 对成活

率的影响并不是太显著, 试验Ⅰ组较对照组提高2 .50 个百分

点( P > 0 .05) , 试验Ⅱ较对照组提高 4 .20 个百分点( P >

0 .05) , 可能是由于添加量不足或其他环境及饲养方面等因

素造成的。有关报道指出[ 4 - 5] , 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0 .

1 % 的益生素 , 结果发现仔猪的日增重提高了15 .65 % , 饲料

利用率提高14 .35 % 。这主要是因为乳酸菌能通过代谢分泌

一些多肽和抑菌物质, 使肠道呈酸性, 产生抗菌的细菌素, 有

效地阻止肠内腐败性细菌异常增殖 , 抑制有害物质的产生 ,

使动物具有健康的肠道和正常的消化吸收能力; 并且对于多

数微生态制剂来说, 菌体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3 .2 乳酸菌制剂对仔猪腹泻率的影响  该试验结果表明 ,

添加0 .1 % 乳酸菌制剂能使腹泻率较对照组下降12 .50 个百

分点, 添加0 .2 % 乳酸菌制剂腹泻率下降25 .00 个百分点, 这

与樊兆武的报道一致[ 6] 。这主要是因为哺乳仔猪可以通过

乳酸菌将母源糖转化为乳酸, 维护其酸性环境。而仔猪早期

断奶后, 乳来源终止, 乳酸不能生成 , 且盐酸分泌很少, 同时

饲料中的一些蛋白质及无机阳离子会与酸结合, 使胃内酸度

下降,pH 值升高, 限制胃蛋白酶原激活, 活性胃蛋白酶减少 ,

影响蛋白的消化吸收, 为病原菌增殖提供生存条件, 造成腹

泻。而乳酸菌是定居在肠道的有益菌群, 维持肠道菌群的微

生态平衡, 能通过粘附素与肠黏膜细胞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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