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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彭州市看农村环境治理 

崔锦波1，纪 刚，达海宾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广大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发现绿水

青山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进程中，四川彭州市通过开展一系列环卫整治活动来

改变落后的农村环境状况，还农村居民一个绿水青山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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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四川省彭州市政府

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中，以重点治理农村环境卫生、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服务

水平、传播城市现代文明为主的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全面铺开，在这种大好形式下，积极推动新模式，创新发展新思路，以农民

为主要实施者，开展农村环境自主治理行动。 

1 彭州市农村环境管理现状与问题 

彭州市管辖范围有一千多平方公里，下辖 251 个村民委员会，共有八十多万人口。各个村落居住分散、环境污染呈点状，

不少村民将大量生活垃圾随意丢弃，部分乡村巷道内生活污水到处横流，恶臭弥漫，蚊蝇乱飞。面对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局面，

彭州市政府积极推动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相关工作。村民是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造成者，但也是受害者。大部分村民环卫思想认

识偏差，环保意识差，因农村生产生活产生的大量人畜粪便、污水垃圾、秸秆等随意乱推乱放，清理费时，造成农村环境难以

治理。具体地讲存在以下问题：  

1.1 部分村民思想认识偏差 

大部分农村地区村民文化水平不高，环保知识普及率不高。加上长时间以来缺乏环保宣传，村民对环境保护存在思想认识

偏差。村民不仅没有治理改善被破坏的环境，反而加深破坏程度，长期以来形成的认知错误与不良习惯跟美丽乡村的要求是背

道而驰。  

1.2 农村基层地区缺少环境卫生公共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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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缺失环境卫生公共管理机构，部分干部对环卫治理重视不够，环卫治理工作无人愿管、敢管，放任自流，村内没

有专业卫生清洁队伍，环境卫生治理工作缺乏先进技术的指导。同时各行政村在基础设施不齐的前提下，缺少统一的管理制度，

环卫工作出现盲区。  

1.3 环境卫生治理相关资金投入不足 

彭州市环境卫生治理过去往往只注重城市环境，而对农村情况关注较少。因此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及设

施建设资金投入甚少。甚至有许多单位认为环境治理是“赔本买卖”，不想参与，不愿投入成本。  

2 彭州市农村环境治理措施 

彭州市委、市政府通过探索创新运用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对策，大力进行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改善村落环境现状，具体来讲

采取了以下措施。  

2.1 搞好宣传发动，做好先行工作 

彭州市积极开展一系列环境卫生整治活动，譬如“村容村貌治理、环保先进村庄创建、农村院落环境整治等”加强对农村

环保意识的宣传，在村庄宣传栏上制作环保标语和张贴健康小知识大字报，不断提高农村人民环境卫生治理知识的普及率，力

争达到家家知晓、人人议论。通过村委会广播、写标语挂横幅等形式，宣传环境卫生治理的重要性，提高农民群众对环境卫生

治理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2.2 抓好设施建设，夯实管理基础 

针对目前农村环境的状况，开展长期有效的环境卫生治理行动，清理除已有的不合理垃圾丢弃点，疏通恢复被垃圾堵塞的

排水渠道，增加建设垃圾固定收集点等环卫设施，并配备专人清理。，将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垃圾处理场、公共厕所、下水道

管网等基础设施与农村建设尤其是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起规划、同步审批、共同建设、增加完善农村环卫功能。针对各村实

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环卫设施建设与环卫治理管理制度，完善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乡村的环境卫生治理设施，加大公共环卫设施

建设力度，夯实环境卫生管理基础。  

2.3 建立保障机制，增加收入资金 

首先政府建立环卫治理资金多方筹措机制，再以上级主管部门拨款为主，下级各层机构统筹为辅，专款专用。将村民纳入

到环卫治理工作监督体系，实行账目公开制度。二是合理使用村庄集体资金，经村委会及村民代表大会商议通过后，方可合理

使用集体资金并用于村庄环卫工作，同时采取在农户自愿前提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式共同完善农村的环卫基础设施。

三是实行激励机制，在环卫治理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村庄，上级环卫主管部门应给予其相应奖励，增强各村环卫治理积极。性。  

3 彭州市农村环境管理面临的困难 

虽然彭州市针对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成果显著，但劲头一过又回到起点。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是环境卫

生治理工作中的“慢性病”十分顽固，往往环境卫生整治时轰轰烈烈，整治后死灰复燃，反反复复，难以根治。就目前的情况

看，搞好彭州市农村环境卫生还面临着以下困难。  

3.1 村民群众环卫治理主动性不高因为大部分村民文化水平低，卫生意识差，意识不到环卫工作的重要性，对这些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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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考虑得不够，甚至想不到。参与环卫行动不能持之以恒，农民缺乏生态环保意识，往往只依靠政府单

方面实施农村环境卫生治理。  

3.2 农村环境法制体系不健全，管理力量薄弱 

因为关于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的缺失和少量的财政投入，导致广大农村区域环境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规划滞后建设不

足，不能满足基本需求。大部分村镇环境卫生质量检测机制仍未建立，致使发现污染事故不及时，治理措施不到位，农民在农

业生产生活过程中环保意识不足，环卫执法流于形式。  

3.3 农业生产缺乏技术支持和指导 

因缺乏先进农业技术支持与普及，彭州市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化肥农药，地膜使用量庞大，农业生产技术运用水平低下，许

多村镇发展经济，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不注重甚至忽略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各种环境污染。  

4 加强农村环境治理的对策 

彭州市只是我国的一个典型市，其面临的问题全国普遍存在，结合彭州市的经验和全国的实际情况，要想搞好我国大部分

农村地区环境卫生工作、美化广大农村，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4.1 强化职责分工，实行岗责分明 

强化环卫工作职责分工主要明确以下职责： ( 1 ）家庭职责：认真清洁自家卫生、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和固定点丢弃； ( 2 ）

环卫工职责：负责村庄内各巷道、主干道、村民文化广场、健身场等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工作，协助环卫专干将各个固定点垃

圾清理运输到垃圾中转站。（ 3 ）环卫专干职责：带领环卫工负责村庄各区域环境卫生治理，统筹垃圾运输处理。（ 4 ）环境

卫生自主治理小组职责：发挥小组带头作用，负责环境卫生治理宣传工作和运营管理村庄环境卫生治理队伍，并且履行治理工

作监督权。（ 5 ）村委会职责：负责组织协调环境卫生治理工作的实施、资金管理使用、治理成果检查等方面。  

4.2 搞好调查摸底，制定工作计划 

各级地方政府要通过多种形式深人各个村庄调研、查看和了解每个村庄位于什么位置、有多少户、有多少人、产生垃圾数

量与垃圾产生源头以及各种垃圾如何处置等情况，加强提高干部村民环保思想认识水平。在调查核实各村的环卫基础上，制定

符合各地实情的环境卫生治理方案，并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制度的形式下发，让工作进入正常化轨道。  

4.3 搞好宣传发动，实行综合治理 

运用宣传栏、大字报、村委会广播等方式开展以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水准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提高农村

人民环境保护意识。村委会组织召开村民大会，研究成立负责本村的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小组，制定适应各村的环境卫生治理实

施措施。让农村垃圾处理工作从过去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整治向全社会管理过度，彻底改革管理模式。  

4.4 加大资金投入，实现标准管理 

由各个村集体成立环卫治理小组，并聘请一定数量的环卫员，根据各村实际情况每个巷道配置垃圾收集桶，村内根据区域

划分设立多个垃圾收集站，每个收集站配齐保洁工具比如板车、铁钳、扫把、扫斗、保洁服等。各地乡镇政府要统筹多方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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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卫治理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由采购部门统一购买所需保洁用具分配各村，各村垃圾处理要实现日日清扫，天天收集，形

成常态化，制度化，标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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