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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寻甸县象鼻岭村人居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1

顾 娟，王 飞
*

(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支点，是农民幸福感和满足感是否得到有效

提升的一个衡量标准。本文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 《寻甸县人居环境实施方案》为基准，在对

寻甸县象鼻岭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当前该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供水问题，如缺乏供水设施，供

水水质不达标; 排污问题，排水系统缺乏统一的规划和设计，排污管理薄弱; 公厕问题，公厕少，旱厕多，公厕缺

乏管理人员; 垃圾问题，垃圾池的配备量严重不足，基础设置设施不完善，垃圾尚未实现分类，村民环保意识薄弱。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善寻甸县象鼻岭村人居环境的路径，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供水水质检测，加强排污

工作的整体规划，明确管理人员，做好培训和技术服务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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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看到其要求及内涵的变化。站在农村环境的角度看，要求就从“村容整洁”转化为 “生

态宜居”，内涵也更加强调农村人居环境的持久性、发展性和长远性。因此，为了落实农村人居环境得到较好改善，必须以乡村

振兴战略为出发点，进而补短板，讲实效，加快人居环境的改善步伐。

一、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的研究进展［1］

( 一)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的重要性

要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乡村，改善农村环境现状势在必行。改善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对农民个人、乡村发展以及国家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云南省寻甸县象鼻岭村为调研点，研究其人居环境中存在的问

题，对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 第 一，农村人居环境的改观和整治是农村发展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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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更好发展的重要措举。第二，农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能够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大

大提高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本文虽然是以寻甸县象鼻岭村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研究对象，但它不仅有利于象鼻岭村人居

环境建设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还可以为其他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提供参考和方向［2］。

( 二)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 通过图书馆、万方、知网等互联网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农村人居环境的相关内容以及当前的研究进度，并对

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归 纳、分析和综述。问卷调查法: 设计调查问卷，以普通农户和村干部为调查样本，对象鼻岭村的人居环

境进行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从而对象鼻岭村今后的人居环境改善和发展方向等有一个客观、具体的掌握，同时为后文提出

合理化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

二、象鼻岭村人居环境的调查分析

( 一) 象鼻岭村的基本情况

1. 地理位置

象鼻岭村位于云南省寻甸县东北部，距寻甸县城 20 km，距云南省会昆明市 120 km。地处东经 103°11'15″ ～ 103°

30'45″、北 纬 25°32'30″ ～ 25°50'00″，平均海拔 1 950 m。东连曲靖市沾益县，西靠寻甸县功山镇，南接曲靖市马龙

县及寻甸县仁德街道办事，北邻曲靖市会泽县。

2. 社会经济环境状况

象鼻岭村全村居住汉族，总户数 80 户、326 人。耕地 119 hm
2
，人均 0. 37 hm

2
。主要经济作物为烤烟，粮食作物为小麦、

玉米。2017 年人均收入 5 200 元，收入主要来源为烤烟种植、外出务工。全村参加农村医疗保险 326 人，养 老 保 险 260 人。

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 。 2013 年以 来，总 投 资 600 万 元，建 美 丽 乡村，并对进村道路、村内 1 500 m 道路进行硬化，

硬化 率 100% 。全 村 安 全 饮 水 入 户，改 水 率 100% ，新建坑式公厕 5 座，垃圾焚烧炉 2 座，垃圾池 2 个，污水处

理设施 1 个。有保洁员 1 名负责村内环境卫生清理。2017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13 户，44 人，现均已脱贫。

( 二) 调查样本选择

1. 样本村的选择依据

象鼻岭村在人居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鲜明的特点，能够反映出寻甸县河口镇的整体面貌，能作为农村人居环境

研究的典型，因此，根据本研究的需要以及现实条件，样本村的选取，最终确定为象鼻岭村。

2. 调查对象的选择及基本特征

( 1) 调查对象的选择

对农村人居环境的调查，可以通过整体观察分析和对农户、村干部的详细询问得知，为此，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最终确定为

普通农户和村干部两个样本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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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本特征

调查回收了 100 份调查问卷，有效问卷 98 份。经过对调查问卷数据的整理和统计，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很多方面，

如性别、年龄段、文化程度等。从调查问卷中得出的性别比数据看，男性 占 58. 1% ，女 性 占 41. 9% ，男 女 比 例 为 1.

38∶ 1。从年龄分布来看，18 ～ 30 岁年龄段 15 人，占 15. 3%，31 ～ 45 岁 年 龄 段 有 32 人，占 32. 6%，46 ～60 岁

年龄段 46 人，占 47%，60 岁以上 5 人，占 5. 1%。从这些数据可看出，象鼻岭村被调查农户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46 ～ 60 岁

之间，而这个年龄段的农户正是农村生活的主体。从文化程度分布来看，文盲人数为 27 人，占 27. 6%，小学文化程度 43 人，

占 43. 9%，初中文化程度 15 人， 占 15. 3%，高中文化程度 11 人，占 11. 2%，大学及以上 2 人，占 2%。由此可得，被

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另外，就被调查者的收入水平来看，象鼻岭村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大多数

在 3 000 ～4 000 元之间，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在 2 000 元以下的有 11 人，占 11. 2%，收入在 2 000 ～3 000 元之间的有 22 人，

占 22. 5%，收入在 3 000 ～4 000 元之间的有 51 人，占 52%，收入在 4 000 ～ 5 000 元 之 间 的 8 人，占 8. 2%，收 入

在 5 000 元以上的有 6 人，占 6. 1%。

三、象鼻岭村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

( 一) 供水问题

寻甸县现有 3 个水厂，另有一个在塘子街正在建设中的水厂。现阶段的 3 个水厂远不能给寻甸县辖的 1 个街道、7 个镇、

2 个乡提供充足的水资源。象鼻岭村虽然靠近牛栏江，水资源比较充裕，但其蓄水能力较弱，实际可利用的水资源十分匮乏。

所以，地方政府在规划河口镇给水工程中的水源选择时，选择了化桃箐水库。由于化桃箐水库距离该村较远，水源又十分单一，

因此，象鼻岭村村民的生活用水、日常饮水等还是得不到较好的保证。根据调查数据得知，象鼻岭村有 64% 的农户不能使用供

水工程所提供的自来水，那这些村民就只能在家中安装净水器，净水器里面的水是村民在下雨时积的雨水。到了无雨期， 43% 的

村民就从自家的地下井中拉水。雨水和地下水在净化之后直接使用。对此，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村民认为家中水质清澈干净

的有 16 人，占 16. 3% ，认为水质较清澈的有 59 人，占 60. 2% ，认为水质一般的有 21 人，占 21. 5% ，认为水质浑浊

的有 2 人，占 2%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象鼻岭村的生活用水相对清澈。

1. 缺乏供水设施

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象鼻岭村供水设施非常简陋，净化设施也十分落后。由于村民家净水器的使用时间过长，净水器的

管道也出现了锈蚀和老化现象，漏损严重，供水的可靠性和质量不高，停水现象也时有发生。其次，一些村民还考虑到净水器

的维修成本和购买成本太高，就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净水器。离得相对近的村子就多村共用一个净水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给村

民饮水用水带来了困难［3］。

2. 供水水质合格率低

根据 《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寻甸县政府 2018 年 9 月对水库水、自来水厂水以及以及各村的深水井水都进行过水

质检测，结果水库水为 93. 3% ，自来水厂水为 96. 5% ，深水井水为 93. 0% ，这些水源水和水厂水的综合合格率初看显得较

好，其实以水源水和水厂的合格率进行评价其仍是比较低。再加上象鼻岭村由于受到经济条件、技术手段和技术人员短缺的制

约，除县政府驻地外其余乡镇水质也都得不到适时检测，就使村民的饮用水存在着严重的水质安全隐患［4］。

( 二) 排污问题

象鼻岭村排水系统为局部雨、污合流和局部建有独立的污水排放管道。雨、污合流排水系统主要为道路两侧的排水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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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为明沟和盖板沟，垃圾淤泥阻塞严重。象鼻岭村大部分干道均未设置排水沟渠，雨水及农户家的生活污水就由路面随意自

流至低洼处，或主干道排水沟内。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将生活污水排到脏水井的有 7 人，占 7. 1% ，泼到路边的有 48 人，

占 49% ，排到附近沟渠的有 30 人，占 30. 6% ，排入网管统一管理的有 9 人，占 9. 2% ，选取其他生活污水处理方式的有

4 人，占 4. 1% 。这些数据反映出泼到路边和直接排到附近沟渠是农户处理生活污水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将会造成越来越

严重的环境污染; 但是，如果全部处理，又将极大的增加污水处理厂的规模投资及运行成本，并在旱季造成极大的浪费。

1. 排水系统缺乏统一的规划和设计

象鼻岭村的排水管渠基本上是随着道路的建设逐步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势就势。目前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排水管、渠，

但最终都是无规则的散排，没有形成系统，造成受纳水体的多点污染，治理难度比较大［5］。

2. 排污管理薄弱

污水收集体统及污水处理系统是目前减轻水环境污染的关键。寻甸县只有少数乡镇建设有污水处理设施。象鼻岭村的污水

处理设施是一个集 “沉淀池”“漂油过滤池” “生态生化池”这 “三池处理工艺”于一体的排污系统。但根据实地调研，发

现该村的污水处理池中杂草丛生，还有荒草被焚烧过的痕迹，污水处理设施在某种程度上已遭到明显破坏。其次，象鼻岭村管

网建设滞后，已建成的管渠大多年久失修、淤积严重。同时，维护排水管渠的人力及设备不仅不足且十分落后。再加上管理费

用少，因此，正常的维护管理无力进行，污水处理设施也就不能对生活污水进行有效处理。

( 三) 公厕问题

1. 公厕少，旱厕多，传染病频发

在调研中了解到，象鼻岭村新建的坑式公厕有 5 座，水冲厕只有一个，建在村委会里。象鼻岭村村民在家使用的厕所都是

旱厕。夏季天气热、蚊虫多，厕所的气味也到处扩散，给村民的健康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据有关数据显示，与粪便有关的

传染病高达 30 多种，如肝炎、霍乱等。

2. 公厕缺乏管理人员

公厕，顾名思义，是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厕所。这种厕所一般就需要专门人员来管理。但是，象鼻岭村的公厕并未定员定

岗，这在很大程度上就给村民如厕满意度和舒心度的提升带来了困难。由调查数据可知，对村庄目前已建成公厕很满意的有 12

人，占 12. 2% ，较满意的有 18 人，占 18. 4% ，认为一般的有 44 人，占 44. 9% ，不满意的有 17 人，占 17. 3% ，很

不满意的人有 7 人， 占 7. 2% 。通过对不满意与很不满意的村民的了解，其中 61. 8% 的村民都表示，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就

是公厕没人管，无人清理厕所。由此可见，公厕是否配备专职的管理人员，与村民如厕体验的好坏紧密相连。

( 四) 垃圾问题

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农村生活垃圾则得不到有效清运和及时处理。随意倾倒、抛洒或堆放现象较为普遍。调查数据

显示，随意倾倒的有 40 人，占 40. 8% ，堆放在附近沟渠或路边的 39 人，占 39. 8% ，堆放在垃圾池的 15 人，占 15. 3% ，

选择其他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人有 4 人，占 4. 1%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象鼻岭村村民处理生活垃圾的方式主要是随意倾

倒和堆放在附近沟渠或路边，所占比例高达 40. 8% ，而能够堆放在垃圾池的人数占比却很低，只有 15. 3% 。

1. 垃圾池的配备量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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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象鼻岭村有 2 个垃圾池，每个垃圾池有 4 m
2
，面积较小，容量也十分有限。所以，不出三五天，垃圾

池里面的垃圾就能溢出来。垃圾池向左约 100 m 是流经该村的牛栏江，堆在垃圾池外的垃圾渗滤液在下雨天很有可能就直接通

过路面流入牛栏江，污染水源。在风势较大时，质轻的垃圾随风飞扬，也极大影响了周边的环境卫生。难以降解的生活垃圾和

垃圾所散发出来的气味给土壤、空气等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2. 基础设置设施不完善，垃圾尚未实现分类

垃圾收运方式落后，清运机械及辅助设施普遍不足。这些硬件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就拉低了环卫工作的运行效率。村民对

一些有害垃圾如电池、过期药品、建筑垃圾未与生活垃圾分开收集和处理，给生活垃圾的处理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6］。

3. 村民环保意识薄弱

从随意倾倒和堆放在附近沟渠或路边的总占比 80. 6% 中可以看出，乱丢乱扔现象在农村非常常见，路边、田地里随处可

见垃圾袋、农药瓶。把垃圾提到垃圾房也是随手一扔，落在外面的垃圾立即散掉，并堆砌在垃圾房外。所以，农村环卫工人的

工作时间虽然比较长，工作强度也比较大，但他们却未从苦、脏、累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乡村街道和道路的环境卫生面貌依然

很差。

四、改善象鼻岭村农村人居环境的路径选择

( 一) 供水工作

1.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供水工程的建设与实施，不仅涉及村民用水是否方便，还涉及供水工程价值的高低。因 此，能够影响到象鼻岭村供水工程

建设及规划方面的因素都应该纳入到建设规划的首要任务中。建设象鼻岭村的供水设施之前，应提前规划好线路及图纸，继而

与村民沟通交谈，让村民了解供水工程，支持供水工程建设［7］。最后，认真根据图纸所规划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对沿线的

山区半山区地势以及坝子进行分析，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一解决; 进而保证象鼻岭村供水工程建设的进度和质量，不会因

为规划问题、村民问题、路线问题以及地势问题等受到阻碍，中断工程。

2. 加强供水水质监测

象鼻岭村 36% 的村民饮用水是来自于供水工程，为了保证村民的饮水安全，供水工程建设中水源质量的检测，地方政府就

一定要重视起来，并运用专门的仪器设备来检测供水工程建设中的水源质量。对那些不达标的水源一律不准直接使用，或给占

比 64% 的村民安装新的净水器，通过净水器来提高不达标水源的水质，以保证水质安全和村民的饮水安全。

( 二) 排污工作

1. 加强排污工作的整体规划

生活污水治理是一项需要多个部门相互合作，分区规划的系统工程。要解决象鼻岭村的排水问题，首先就要从农村发展方

向的全局上进行考虑，进而在象鼻岭村的整体规划中进行排污系统的细致规划［8］。如加强生活污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利用。

以房前屋后河塘沟渠与该河段的牛栏江为重点，采取综合措施恢复水生态，以彻底消除象鼻岭村黑臭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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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确管理人员，做好培训和技术服务工作

为了使象鼻岭村的污水处理设施能够发挥更好的效益，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应合力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

和维护制度，定期给象鼻岭村 “三池处理工艺”——污水处理设施进行 “清洁工作”，防止乱草丛生，防止垃圾流入。同时，

定员定岗，并给这些村内或村外的管理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工作，使其熟悉 “三池处理工艺”特点，掌握相关的常识和基本知识。

( 三) 公厕问题

1. 积极探索，不断优化改厕模式

厕所改造不能生搬硬套其他地区的方法和模式，一定要在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实现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实现富含本村特色的厕所改造［9］。在 “厕所改革”中，人口规模较大的自然村就可以配套建设公共卫生厕所，在

水资源充裕的自然村就可以建设水冲式公厕。而象鼻岭村，靠近牛栏江，村里的水资源又相对充足，所以，象鼻岭村的厕所改

造就可以从 “水冲厕”的角度进行考虑和规划，以逐步消除露天旱厕。

2. 技术培训要到位，管理人员要配备

厕所改造是一项需要技术的工程，厕所改造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村民的如厕体验，影响到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10］。所

以，聘请专业的改厕人员和队伍是十分有必要的。相应地，厕所改造完成之后，还要配备一定的管理人员和清洁人员，以保证

厕所的清洁和干净，进而提升象鼻岭村村民对建成公厕的满意度。

( 四) 垃圾处理

1. 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增加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配备量

农村垃圾房的建造和垃圾治理，一般是依靠政府出资，部分还有村民集资。目前，寻甸县正在实施的一个资金筹措方案是“招

商引资”。这种多方面、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给垃圾池、垃圾处理中转站的数量提升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2. 完善基础设施并进行分类管理

垃圾分类有很多种，有可降解垃圾和不可降解垃圾，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等。但是，象鼻岭村只有 2 个 “综合性”的垃

圾池，这样 的 垃 圾 池 是“不分类，随意丢，全部囊括”，这就给后期的垃圾处理工作增加了难度。鉴于此，地方政府则就

应新建一些环保基础设施，设置分类垃圾桶，垃圾转运站等，以此减轻后期工作人员的垃圾处理负担，并从源头上推动垃圾资

源的合理利用［11］。

3. 积极宣传环保知识，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

每一户人家每天都会产生一定量的垃圾，将垃圾丢在墙角，丢在河边的处理方式已经根深蒂固。规范村民的垃圾处理方式，

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要借助政府宣传、讲座等外力来促使村民改变这种垃圾处理意识，并让村民明白，垃圾处理不仅能美化

村庄的环境，还能给自己的健康带来好处，以此潜移默化地引导村民参与到垃圾的有效处理中，进而提升村民的环保意识。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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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一项全面、系统的民生工程。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也

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力举措; 在文章中，笔者主要从象鼻岭村人居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和改善象鼻岭村人居环境

的路径选择这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相关内容的阐述。通过内容阐述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文章主要得出了以下两点结论。

( 1)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改善农村民生、保障农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客观要求。

( 2)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地方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寻甸县政府、乡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力

量通力合作，提升象鼻岭村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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