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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黄陂农业污染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刘瑞宁  秦承瑞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农业污染是目前影响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污染源头，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污

染没有受到地区政府的监测和管理，农业污染的危害日益凸显，成为导致耕地退化、农业环境恶化，影响湖泊水质、

食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分析了黄陂农业污染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给出了污染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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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是武汉市耕地面积最大，乡村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区（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市的38.5% 和30.9%），全区现有耕地5.4 万

hm2，水面1.91 万hm2，乡村人口82.41 万人。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加快，为了追求单位面积产量和更大的经济效益，各类

工业产品和科技手段不断应用于农业生产，规模化畜禽养殖和高密度水产养殖迅猛发展，各种促进植物生长和改变品质的制剂

和激素、抗生素类药物层出不穷，农业面源污染、水体污染、生活污染、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威胁和破坏。 

1 黄陂区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 

据初步调查统计，黄陂2015 年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40 家，粪便排放量72.8 万t，使用各类化肥15.94 万t，农药1650t，

农地膜1450t，另外废弃电池、不合格有机肥及部分进入农田的化工产品残留物等带来的重金属污染等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

全区农田污染率达100%，其中轻度污染（指污染指数在1、2、3 级标准的）占95%，重度污染（指污染指数在4 级或以上标准的）

占5% 左右。根据2014 年农业面源污染中总磷、总氮带来间接损失为23.75 亿元，其中种植业污染约占67.1%，畜禽养殖污染约

占32.6%，农村生活污染及其它约占0.3%。经检测滠水河全线水体排除了氰化物、挥发酚等物质污染，但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机物

和营养盐污染。因此，科学种养，减量节排，标准化生产，养殖小区治污和循环利用，彻底转变农业发展和增长方式，倡导绿

色理念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2 黄陂区农业面源污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黄陂农业面源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以化肥、农药、塑料农膜、畜禽养殖排泄物、农作物秸秆焚烧为主的农业生产污

染；二是农村生活垃圾等污染源；三是少量工业污染水源灌溉等。目前在面源污染治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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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管控法律缺位，打击力度不够 

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对面源污染的管控分散在其他法律之中，法律界定抽象，管控强

制性不够，执法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法律法规仅有规定没有罚则，难以收到监管效果。虽然农业部门在各地区设有农业环保站，

但也只能促进宣传和引导，没有执法和打击的能力，再加上技术力量不足，各个镇、村没有相应的农业污染治理技术人员，农

业面源污染监测及污染治理工作只能以点开展。 

2.2 管控意识不强，宣传力度不够 

长期以来，全社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及危害缺乏全面整体的认识，一方面痛恨污染造成的后果，一方面又在生产活动

中自觉不自觉地违背生态平衡规律制造污染，或是对污染活动采取事不关己的漠视，农业面源污染在整个社会层面缺乏足够的

重视。各地和各部门控制面源污染的宣传力度不够，缺乏具体有效的措施，各地都能看到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的现象；社会上没

有建立起治理面源污染的有效机制，农民传统的种植习惯难以改变，生产用过的农业药瓶，随意丢弃的话又会造成水体的再次

污染。 

2.3 管控资金不足，推广力度不够 

财政资金在面源污染上与在点源污染上投入失衡，点源污染控制易于见成效，面源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和普遍性导致治理效

果不明显；同时面源污染危害的隐蔽性和渐进性也是决策者容易忽视的原因。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缺乏资金的投入，由于农业

环保工作涉及到千家万户，且涉及面广，见效慢，治理难度大，资金需求量更大，所以在资金得不到保障前提下，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工作开展速度十分缓慢。 

2.4 管控模式落后，治理力度不够 

我国长期在污染治理方面实行的末端控制模式，无法有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的趋势，当前主要以单一农户为单位

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农户成为生产的基本单元，数量庞大而分散，农业投入品使用千差万别，针对每家农户污染指标难以量

化，面源污染的末端治理无法有效开展。对面源污染认识不足，防治意识欠缺。经过广泛搜集和多方了解，尚未找到有关我区

农村面源污染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材料，由此可见，面源污染问题在我区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其治理工作也没有一个完整的

系统的规划和设计，而是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3 黄陂区农业面源污染应采取的对策 

3.1 强化政策支撑，严格环保执法 

要制定和完善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农业污染防治管理法律法规，建立排污许可、防疫条件许可等配套的准入机制，从规

划设计、建设施工等源头实施依法治理。环境保护部门要全面建立种植养殖基地污染状况动态档案，不定期对污染发展情况进

行监测和评估。同时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吸纳社会资金，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以做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从源头严格控

制农药的生产，明确监管部门，要对个别制药企业，为谋取私利制售严禁的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不法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真正加大对制药企业的监管力度。 

3.2 强化宣传引导，提高全民意识 

一是加强科技服务指导。政府要加强对农村生产者的技术培训和指导。通过培训和宣传，引导农民科学用药、合理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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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用激素。控制氮肥的施用量，调整氮、磷、钾的施用比例，大力推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鼓励使用新型有机肥，鼓励使用生

物农药或低毒、低残留农药。二是严格化肥农药监管。倡导和鼓励农民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积极探索生态农业发展道路。

还应加强面源污染危害的宣传，增强全民生态环境意识和参与意识，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随意施用农药、化肥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3.3 强化投入机制，科学谋划布局 

要加大生活垃圾收集力度和垃圾收集覆盖面，各级财政要根据需要加大投入，配够垃圾转运车和车辆运行费用，确保集中

堆放的垃圾能够及时清运。围绕“五十百千示范工程”建设，以“进村社”活动为载体，配合相关部门利用“村收、镇集、县

处理”或“统筹规划、适当集中、区域共享”等方式抓好农村生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合力打造示范样板，发挥示范效应，

带动全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要根据我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空间规划制定长期的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面源污染治理防控方案，

科学谋划农业生产结构、种养殖区域布局。结合农田面源污染的实际，破解农业环境的“紧箍咒”，促进农业转型，实现“一

控二减三基本”的目标。“一控”指农业用水量总控制，“二减”指种养殖农业化学投入品减量、减次使用，“三基本”指基

本实现种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病死畜禽基本无害化处理，作物秸秆基本实现综合利用，农业投入品包装及农膜有效回收处

理。 

3.4 强化体制改革，突出科技引领 

构建一个纵横交错、刚柔相济、全面系统的管控体系是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必然选择。首先，通过税收和补贴对农户

农用化学品投入行为进行激励和引导；其次，构建农业面源污染技术引导措施，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无公害农药技术和可

降解农膜技术的推广引导农户科学合理的使用农用化学品；再次，采取押金——返还措施，促进废弃农膜的有效回收，防止其

污染环境。此外，构建公众参与机制，对纵向管控和横向管控进行监督。通过确立公民环境权和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建立环

境信息公开和知情机制，明确公众环境意愿表达方式，构建公众参与的路径和方式，完善公众参与的组织机构，完善公众参与

污染管控的组织机构，加强公众环境意识培训等，切实发挥公众参与的功能和作用，有效克服农业面源污染管控的“市场失灵”

和“政府失灵”。要开展科技攻关，提高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科技含量，采取以生产科技应用减轻污染、科学治理模式消除污染

两条腿走路。 

3.5 强化产业调整，实行清洁生产 

适度退减耕地，是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提出的一个重要措施。重金属严重污染区、地下水严重超采漏斗区，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不是简单的不种了，而是调整种植结构。 

农业污染如何控制、治理呢？农业、环保专家异口同声：必须推行农业的清洁生产。农业清洁生产是建设我国现代清洁农

业的重要基础保证。我国居住人口多，各种资源约束性强，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相对单一，农业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农业污染加

剧的问题日益凸显，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制约，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水平登上新台阶的难度会加大。

农业清洁生产改变以往农业发展过度依赖大量外部物质投入的生产方式，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发展农业清洁生产，实现资源利用

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废物循环再生化，有利于缓解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途径。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一项伴随农业生产发展而必须长期坚持的巨大工程，涉及到的污染范围最广泛、污染源最分散、污染

的威胁逐步加大。面源污染治理越早，治理成本越小，污染带来的损失越小，治理越迟，治理成本越高，污染带来的损失越大。

因此在面源污染治理上，一定要立足长远、把握当下，坚定信心，健全法律、制定政策、加大投入，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佳的

治理效果，为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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