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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潼南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建设美丽乡村
1

米小林

（中共重庆市潼南区委党校，重庆 402660）

【摘 要】：随着我区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农村面源污染日益成为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农

村面源污染不仅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成为影响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污染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容量是一

定的，建设生态文明城区，必须控制我区农村面源污染，切实采取措施削减污染负荷，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为潼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环境质量和环境容量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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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区农村面源污染基本情况

1.1农药化肥农膜污染比重较突出

我区耕地面积 145.45 万亩，年使用化肥 3.33 万吨（折纯），地膜 442 吨，农药 300 多吨。一是化肥使用方面：我区常年

农作物播种面积 220万亩，年使用化肥 3.33万吨（折纯），常年化肥利用率只有 30%左右。二是农药使用方面，主要以普通中

等毒以下农药为主，总的趋势普通中等毒农药用量减少，使用高效低毒的农药总用量每年增加 2-5%，低毒农药种类老品种使用

量每年减少 20%左右，多使用新开发研究的高效低毒农药。三是地膜使用方面：我县常年地膜使用量 442吨，蔬菜地膜覆盖种植

用量最大。

1.2养殖业环境污染较为严重

一是水产养殖污染。全区水产养殖面积 8000 多公顷，年投放饲料万余吨、肥料 600 余吨、药物 50 余吨，对水库、次级河

流水质仅有轻度污染。但个别养殖户为培育水体肥度，向养殖水体中投放未经腐熟的畜禽粪便，造成养殖水体富营养化，污染

较严重。近几年以来，区政府拨付专款，联合水域相连的铜梁、安岳、安居等区县对琼江、涪江的水体网箱养鱼继续取缔，累

计取缔简易网箱 3829口、船体网箱 884口，两江水质恶化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目前，部分网箱养鱼死灰复燃，上游入境水质

较差，已经影响到塘坝、太安等场镇的饮用水源水质安全。二是禽畜污染。我区的禽畜养殖总量大，养殖场多，分散，规模化

养殖场少，基本上无治理设施，部分畜禽养殖场虽建有沼气池和简易污水沉淀池，但是实际处理能力达不到排放要求，产生的

粪便及冲洗废水影响水环境质量。部分养殖场产生的粪便用编织袋装好后沿公路堆放，臭气熏天，周围村民和过往行人怨声载

道，禽畜粪便中所含病原体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1.3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相对滞后产生生活污染

随着城镇化规模的扩大，产生了大量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全县每天产生场镇生活污水约 2 万吨，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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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吨。但 20个镇未完全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场和垃圾处理场，已建成的处理设施缺乏统一监管，运行不正常，影响了水环境质

量和农村的生活环境。塘坝、小渡等场镇直接排放场镇污水，使河水水质受到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场镇生活垃圾沿

江沿河堆放，不仅易堵塞河流，又严重污染了土壤环境、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的臭气影响了周围村民的生存环境。太安、塘

坝、卧佛镇等场镇垃圾占用农田堆放，无任何防渗漏措施和渗漏液收集系统及其他防护措施，一到夏天，滋生大量蚊虫、苍蝇，

容易诱发疾病，周围村民已有不满情绪。

1.4场镇工业给农村环境带来了压力

部分镇的一些工业企业规模不大，布局不合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就随地排放，

对农村环境和土壤造成了一定污染。

2、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1农村环境监督管理难度大，手段少

我区农业占的比重大，农业面源污染分布面积广，污染在空间上、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较大，加之长期以来未得到足够的重

视，农业面源污染缺乏系统、可靠的基础资料，对面源污染的监测和控制工作没有起步。加上我区对环境监督手段的投入很少，

监督管理手段极为落后，不能完全对土壤污染、农产品安全进行监测，制约了对农村环境污染现状的研究，不能有针对性地进

行农村环境保护。

2.2农业现代化程度低

我区的农村经济相对较落后，生产经营模式以家庭式为主，生产方式落后，主要靠增加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来提高土地的

产出，加剧了农村环境的污染，从而加大了农村面源污染整治难度。

2.3农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农村生产技术落后，信息资源匮乏，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农民养成了许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不良生产、生

活习惯。譬如缺少科学种田的指导，滥用化肥和农药；死鸡、死猪等家禽、家畜尸体、农药包装袋（瓶）随手向水库、塘堰、

河流丢弃。这种淡薄和落后的环保意识在农民身上相对来说根深蒂固，导致制造污染的主体十分庞大，因而污染现象十分普遍，

难以根治。

2.4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环境保护实现“谁污染、谁治理”。环保投入的主体是业主，因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投入很难落实；而政府有

限的财政投入，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工业上，对农村环保投入甚少。历史欠账多，落后的基础设施与日益加大的污染负荷之间

的矛盾突出，直接加大了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工作的难度。

3、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工作建议

3.1加强领导，健全组织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区政府要成立分管领导为组长，农委、环保、蔬菜产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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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建委、国土、市政、财政等有关部门为成员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各镇街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机构，确

保责任和措施的落实。同时将整治工作纳入对镇街、部门年度考核，实行问责制，对治理行动进行跟踪督办和考核，努力在全

县形成全民动员、社会参与、分级负责的良好氛围，使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走上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3.2加强农药、化肥、农膜的管理使用

一是农委要加强对普通中等毒农药定点经营单位的审批和管理，使普通中等毒农药监管制度化、规范化，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二是大力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积极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三是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四是大力推广秸秆腐熟还田技术和增施有机肥，提升土壤肥力水平，减少化肥施用量。五是加强

废弃农膜，化肥、农药包装袋的回收利用和体系建设。

3.3加强农村养殖业污染治理

一是加大畜禽养殖综合监督检查力度。环保、畜牧、农业等部门要采取联合监督、专项监督和日常性监督等多种检查方式，

切实加大畜禽养殖业环保执法力度，对发现有偷排、漏排或擅自关停污染治理设施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二是优化养殖布局，改善养殖环境。根据{潼南区畜禽养殖用地规划》和《潼南区畜禽养殖区域划分及养殖污染控制实施方案》

的要求，按照布局合理、生态高效、环境可承受的原则，进行养殖业布局，防治畜禽养殖无序发展。三是加强渔业清洁生产技

术推广。指导养鱼户合理投放饲料、药物进行科学养殖。合理放养上、中、下水层鱼类，充分发挥“水养鱼、鱼洁水”的作用。

大面积推广鱼菜共生的生态养殖技术，巧妙运用水生蔬菜（如空心菜）根系发达的特性，发挥其洁水功能，控制水质富营养化

程度，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丰收。

3.4加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结合全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和我区“三线四点”工作要求，加快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回收、化粪池、沼气池等基

础设施建设，使农村人畜粪便、生活污水、生活垃圾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使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3.5加强河道专项整治力度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以镇（街）、村为责任主体，建立河道保洁队伍，做到定责、定区域、定报酬，将责任

分解落实到人。加大区域内河道漂流物、垃圾的整治工作，实现河面无漂流物，河中无障碍物，河岸无垃圾的“三无”目标，

进一步改善城乡河道生态环境。

3.6加强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投入力度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作面广量多，资金投入大，各镇街和有关部门要加大治理资金扶持，积极争取上级项目经费支持。财

政部门要及时完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的补助政策，加大对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的投入力度，有效整合及时拨付环保、农

业、水利、新农村建设等方面资金，确保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顺利进行。

3.7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宣传力度

一是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进行广泛宣传，让群众了解到环境污染的危害，提高群

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二是在农村中小学广泛开展环境保护教育，通过学生带动家长影响社会。三是开展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培

训，广泛听取农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意见与诉求，尊重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维护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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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权益，使农民了解污染的危害，掌握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真正把环境保护措施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成为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的主力军。四是加强对农民科技文化教育，把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系列标准和清洁生产技术、生态环境保护基本知

识作为农技培训的重要内容，多方位、多角度地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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