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浠水河水质污染现状、原因与防治对策调整 

李文博  张盼  李雨飞  束栋  田伟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农村农业的生产等，使农村的环境日益恶化，农村生活垃圾

得不到相应的处理，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以及禽畜业的发展，使农村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而农村环境保护意识相

对薄弱，管理不到位等。我们有必要从农村水资源管理、农村禽畜业的调整及农业生产调整等方面入手，从而解决

农村水资源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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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水污染日益严重，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地下水质逐渐恶化，

以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浠水河为例。 

1 浠水河水质污染的来源与现状 

1.1 工业废水污染日益加重 

浠水县工业水污染主要污染源：⑴废烂铁砂加工污染。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和民营企业，但

大多数都是高耗能且污染大的企业，以清泉镇胡家坪村为例，十几年来长期进行废烂铁砂加工，加工产生的臭味红色污水一直

用偷排的方式，从河岸阴沟处排入浠水河。 ⑵石材加工污染。 如胡家坪村、斗咀港村、十月村等26 个民办企业，常年进行大

理石、石材、石粉、石碑以及石英石生产加工，但产生的废水从未经过科学处理就将直接排放到浠水河。⑶加工彩色釉面砖污

染。河岸旁有专门加工彩色釉面砖的民营企业，将各种颜色的染料常年浸泡在河水里，使河水变得“五彩斑斓”。 

1.2 禽畜尸体和生活垃圾污染 

浠水河污染源还包括禽畜尸体和生活垃圾，在斗咀港土桥（浠罗公路桥下），经常可发现成捆、成堆的畜禽尸体在距离饮

用水源保护区不到100m 的土桥河段弃置，长期无人清理，导致细菌滋生、病毒蔓延，污染了浠水河水源与水质。再者，浠水河

岸旁建有县民政局火葬场及生活垃圾倾倒在土桥河岸边，长期无人清理，堆积如山，臭气冲天，一到下雨天被雨水冲刷到浠水

河水源保护区。 

1.3 禽畜粪便囤积污染 

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发展，禽畜类粪便污染也随之加重。据不完全统计，在浠水县城区域河段周边，有胡家坪村、河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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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村、万家湾等行政村，个体养殖户达30 余户，养殖规模近40 万头（只）。大量畜禽产生的粪便除极少部分被利用外，大

部分从暗地里安装的水泥管、铁管向水源保护区内排放，淤泥浊水严重污染了水源。 

1.4 农业化肥与农药污染 

随着农村农业的迅猛发展，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加剧了农村水资源污染。例如：浠水县城水资源保护区周边有 20hm2 沙洲，

大面积地种植着农作物、蔬菜瓜果等。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增产增收，就想方设法地大量地使用化肥、农药达到农作物、蔬菜

瓜果等的增产增效作用。更有甚者，一些农民还下到河心，见缝插针，占地种菜，种植农作物；进行除草、下肥、过度使用农

药，使沙洲土壤与河道含有大量的残留化肥与农药。遇到雨季或汛期时，有毒农药、化肥及重金属等就严重地污染着饮用水源

保护区的水质。 

2 浠水河水质污染的原因分析 

2.1 管理混乱，主体责任不明 

就我国农村行政机构管理体制来看，一个乡镇有三十多个行政机构与部门，党委政府、国家税务征收局、地方税务征收局、

工商局、财政所、粮管所、林业站、农业服务中心、土资源管理所等是以地方经济建设为中心，主抓财政收入、部门收费，对

于科学规范管理较为次之；即使设有社治安综合管理办公室、公安司法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所）等，也只是关注短期

的重大的违纪违规事件，政策、文件时效性已过。细细探究起来，其实他们的行政职责相互交叉，追求的终极目的又各不相同，

因此共同管理起来不免互相推诿。管理混乱，主体责任不明，执法疲软等，导致地方环境恶化，导致水资源污染问题无法得到

处理或根治。 

2.2 宣传不力，认识不高 

当前，我国农民环境意识普遍低下，己经成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瓶颈”。当地政府部门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环境的

重要性认识不清，保护意识淡薄，甚至有些农民对各种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且又肆无忌弹，最终使水资源污染越来越严重。

问题出现后，并没有在源头上进行解决，而是一味地做简单、浅层次的治理，没有真正做到预防与治理结合。导致出现水污染

在治理中不断恶化，在恶化中不断再治理的社会现状。 

2.3 种养无序，规模过大 

由于“三农”政策的扶持，农村养殖业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给农民带来大量的收入。但是农民科学化、规模化养殖技

术不高，养殖业无序竞争；规模无限扩大，结构又不合理；对环境污染的有效处理不足，或因资金链断裂破产，牲畜、家禽、

场地等被遗弃等因素，都加重了水资源的污染。 

2.4 资金不足，方法欠妥 

农村水污染越来越严重，但是治理却达不到要求。因为没有充足持续的治理资金来源，治理起来也难上加难。再加上治理

措施与方法欠妥，导致农村水污染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 

3 治理浠水河水质污染的对策 

3.1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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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来看，最基层的环境保护系统是县级保护机构。但乡镇、行政村基层管理机构存在各种弊端，

如：经费的缺失、人员缺失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统一管理的环保机构（即中央仍由环保部对全国环保

建设进行统一管理，各地区、小到行政村都要设置专门的环保机构。在各地区环保执法过程中，环保部为主体，并且由垂直的

上级环保机构管理、监督，该机构不隶属于当地政府主管）。但当地政府必须参与辅助本地区环保机构监管与执法工作。 

3.2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保认识 

环境保护的根本问题在于人，人的环境意识是环境保护中最重要的因素。当前，我国农民环境意识普遍低下，己经成为农

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瓶颈”。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素质是农村环境保护的根本和关键。环境保护的

宣传教育应作为国家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必须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提高

农民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是治理水资源环境的重要法宝。 

3.3 加强结构调整，实行养管结合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应向能源生态经济模式发展，建立生态型养殖场和环保型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妥善处理养殖废弃物，解决养殖业污染的问题：对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粪尿可采用沼气发酵处理、 堆肥处理和饲料加工等

办法进行处理，实行循环利用，深层次地再加工；对于小规模养殖场和家庭养殖，畜禽粪尿宜采用堆肥处理，成为绿色有机肥，

就地施用。 

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发展生态农业。逐步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加强农药和化肥的安全管理，推广高效、低毒和

低残留的化肥与农药，鼓励使用天然肥料和实施秸秆还田技术；加快研发种植高产、高抵抗力、低消耗的农作物；此外还需要

政府加大生态工程研究的投资，从根源上制止农业污染，使农业生产体现出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益，并达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3.4 加强资金投入，增强执法力度 

增加环保资金的投入，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发展利用社会资本；努力拓展投资渠道，吸引民间资本，积极争取社会

各类资金支持；对于污染严重的方面成立专项治理资金，采取集资、贷款、自筹资金、国家投资和利用民间资金给予支撑，再

由政府及环保部门监督资金流向，做到公正、公开。制定各种行业环保标准，对乡镇、行政村的企业进行环保再评估，对于污

染严重的企业要加强监管、增强执法力度，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要限期整改或坚决叫停，绝不手软，绝不以罚代法。 

我国农村水资源污染日益严重，而且农村水环境污染越来越多样化，只有通过多种有效的对策及防控措施才能改善我国农

村水污染现象，才能改善我国农村水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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