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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及解决措施 

——以宿州市灵璧县为例 

王凯旋 江雪1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不仅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对生态环境及人们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

本文以皖北地区灵璧县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重点探讨工业化进程下的灵璧县乡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及主要原因，寻求

合理的解决方案及应对措施，为实现美好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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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带动经济高速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破坏了农村的生活

环境。主要有工业“三废”任意排放所带来的工业污染，科技进步加大了农药、化肥、薄膜的使用力度，由此引发的农业面源

的严重污染，以及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垃圾乱丢乱弃、生活污水随意排放造成的农村生活污染及家禽无秩序、分散养殖导致的

养殖业污染等几个方面。这种通过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即使短期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放眼全局来看，结果必

将造成农村生活环境的急剧恶化，威胁人们身心健康。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更是将建设美丽乡村，开展农村环境治理“三大革命”，全面提高农村人民生活环境质量提上日程。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安

徽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落实落地，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争取早日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本文通过对灵璧县当前农村环境污染现状的分析，阐明造成污染的原因，并给出相关的建议及整治措施，努力为农村居

民营造一个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 

2 灵璧县农村环境污染现状 

2.1农村生活污染 

农村生活环境污染主要有农村生活用水污染和农村生活废弃物垃圾污染两大类。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崛起，农村居民的生

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同时，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较之前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物质条件的改善，

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农村生活用水量的急剧增加，自来水、热水器、冲洗马桶等一系列新型生活用具的出现无不改变着农

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从洗衣做饭、洗漱沐浴到厕所粪便冲洗，这些新型生活用具的广泛使用，在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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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了生活用水量的急剧上升。但农村排污水处理设施并不完善，导致这些大量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入地表或沟渠，严重

的污染了地表水与地下水源。 

灵璧县作为农业人口大县，辖 19 个乡（镇），农业人口众多且比较分散，全县农民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数以吨记。由于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垃圾回收利用率几乎为零，再加之多数农民受教育水平有限，导致自身素质较低。

因此，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垃圾便随处乱丢，任意堆放，以至于农村中的河沟已然成为农民日常垃圾的回收站，严重污染农村

生活环境。特别是一些废弃塑料袋及废弃电池等不可再生降解材料，如果不合理回收处理，不仅会污染地下水源、破坏土壤酸

碱度，而且会减少农作物产量，一旦加以焚烧，所产生的有毒气体及微小颗粒状有毒物体将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威害人们身心

健康。 

2.2农业面源污染 

2.2.1化肥、农药大量使用。近年来，科技的进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化肥、农药。农民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为了提

高农作物的产量，大量的使用化肥、农药，由于绝大多数农民没有经过专业知识的培训，对化肥、农药的使用缺乏科学系统的

认知，只是单纯的加大投入量，导致化肥、农药的利用率较低。过量的使用化肥、农药，不仅会导致农作物减产，而且破坏了

土壤结构，导致土地肥力减弱。同时，由于化肥、农药具有较强的挥发性，因此会严重污染水源与大气环境。不仅如此，人们

一经食用这些带有化肥、农药残留的农产品，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2.2.2畜禽养殖污染。随着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不再满足于之前的温饱，而是注重营养

均衡，因此，对肉蛋类的食品需求逐渐加大。近年来，根据当前人们生活水平现状，加之政府的政策扶持，灵璧县的农村禽畜

养殖业规模逐渐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但是，由于农民自身思想局限性，环保意识较差，只是单方面

的考虑自己的经济收益，却忽略了禽畜粪便随处排放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这些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禽畜粪便直接流进土

壤表面，或者通过一些简易管道装置直接排放进入农村河沟之中，遇上多雨时节，蚊虫滋生，臭气扑鼻，不仅污染了土壤和水

源，还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严重的影响了人民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 

2.3工业“三废污染”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着高速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城市的第一、第二产业开始不断向偏远落后

的小城市和乡镇转移。乡镇企业纷纷建立，虽然带动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了多数农民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

益，但由于这些乡镇企业缺乏一定的资金技术支持，没有完善的管理机制，排污处理设备也比较落后。所以，乡镇企业生产过

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部分有毒物质甚至严重污染土壤与水源，影响

了农作物的生长，给农民身体健康带来严重伤害。 

3 污染原因分析 

3.1农民自身素质不高，缺乏环保意识 

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大多数农民自身素质较低，对环保意识比较淡薄。目光比较短浅，只注重眼前的蝇头小利，意识不到

环境污染对子孙后代的危害。因此，在农村中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日常生活垃圾乱丢乱弃，禽畜粪便排入河沟，滥砍、滥伐树

木，焚烧秸秆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3.2地方政府重视不足，环境监管体制力度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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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的环境监管体制主要还是针对大城市所存在的环境污染现象建立的，对农村环境污染现象还没有出台比较完善的

防护体系。而且，县级监管机构的人员储备相对匮乏，监管力量比较薄弱，没有明确的整治任务方向，经常出现监管盲区，这

与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种类多、范围广有直接的关系。 

3.3环境治理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关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本身就不完善，而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现象又非常严重，类别多、范围广，如：

农业面源污染、乡镇企业的工业“三废”污染、农村生活污水与生活垃圾污染都是亟待解决的污染问题，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制

定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依法监管，才能保证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3.4城乡二元化发展，农村治理资金不足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防护资金主要应用到大城市和工业上，经济发展呈“城乡二元化”结构，针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

资金投入严重低于城市。乡镇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县级财政机构的拨放，但大部分县级财经资金都比较匮乏，因此，

投入到乡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经费更是屈指可数，这些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 

4 对策建议 

4.1破除当地政府 GDP崇拜 

在农村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如若没有上级政策制定的考核标准，农村环保问题难以被有效重视起来。

政府不关心、不重视的问题，也难以被农民重视。目前针对于环境治理的法律主要是《环境保护法》，然而这一法律法规是否被

大多数农民所了解，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对农民积极进行引导，开展各式各样的宣讲、文化活动等让农民意识到坏境问题的重

要性。而在实际中，多数地方政府只将重点放在提高当地的 GDP中，非但不重视环境问题，可能还会以牺牲环境来发展 GDP，这

种做法必须严格取缔，破除当地政府 GDP崇拜，使得当地政府和农民齐心合力增强环保意识。 

4.2完善农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 

环境治理问题不仅要农民和政府的双双重视，更要有切实的物质保障，如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如若没有集中的垃圾处理

点，农民的生活垃圾只能随意堆放在无人的田地，进而导致污水横流，遍地垃圾。灵璧县多数街道已经有多个垃圾桶投放在居

民住处附近，每天会有人集中处理垃圾，街道环境尚好。然而在农村由于村落居民住宅较为分散，导致垃圾桶摆放也较为分散，

许多居民已养成随地乱倒垃圾的习惯，又不愿意走的很远去倒垃圾，所以生活垃圾处理起来较难。且农村的下水道系统并没有

城市完备，许多家废水直接排入田内或路上，导师废水横流，时有恶臭。又加之家禽较多，粪便处理的不及时，夏天一到，恶

臭吸引各种昆虫，造成农村整体环境脏乱差。所以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使环境治理得到有效得贯彻落实。 

4.3加大环境整治资金投入，营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 

农村环境污染种类多、范围广，致使治理起来非常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美丽乡村的建设不仅需要法

律约束与上级政府监管，更需要投入大量环境治理基金进行环境防治。为了避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当地政府积极开办各种

工厂民营企业，吸引外资等，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招商引资，为了追赶城市经济发展的脚步，从而大大降低了环境治理资金投入。

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无论是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还是积极呼吁农民的环保意识，以及上文提到的逐步完善农村环境治理

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切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综上所述，政府需合理的分配资金到农村的环境治理中，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美

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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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积极引导，唤醒农民环保意识 

由于受自身文化知识与经济水平条件的限制，多数农民环保意识比较薄弱，意识不到环境污染治理对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因此，上级有关部门应通过各种途径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如：组织相关人员到定期农村对农民进行环境保护知识普

及，让广大农民了解到环境污染的重要性，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此外，各级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群众监督奖惩制度，借助

违法严惩进一步约束农民破坏环境的行为，从源头治理环境污染，共创农村美好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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