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宜居应在“宜”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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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生态宜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生态

福祉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实现生态宜居，应着力在“宜”字上做文章、下功夫，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

律，从生态环境建设入手，以优美环境带动乡村其他领域共同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深刻领会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提出“努

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的殷切期望。江苏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禀赋

不足，当前农业发展正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投入品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等严峻挑战。同时，农村环

境脏乱差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已成为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推动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就是要补齐

农村生态环境的短板，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这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频繁发生的

食品安全事件，已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人民群众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

现在“求生态”，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推动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乡村良好

生态环境这个最大优势，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起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推动村容整洁实现“质的提升”的必然选择。经过上一轮的新农村建设，农村普遍硬化了道路、

安装了路灯、改建了厕所、完善了健身设施等，村容村貌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生态环境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农业生态系统亟待改善。村容整洁侧重于外表的干净整洁，而生态宜居则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

加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对村容整洁“质的提升”。推动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就是要在

为人们提供充足、优质、安全农产品的基础上，还要提供怡静的田园风光、清新的自然环境等生态产品，

以及农耕文化、乡情乡愁等精神产品。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重要的是对“宜”字有深刻的认识，科学把握美丽乡村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

的辩证关系，努力实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实现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传统之美与现代之美有机统一。

客观确定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阶段目标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不仅要体现在改善乡村生态环境质量上，更要反映在提升广大农民群众对乡村美

好生活的满意度上。建设目标应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相一致，分为两个阶段，即到 2020年，农村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农业生态服务能力逐步提高；

到 2035年，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就近阶段的目标而言，笔者认为可概括为“清、

爽、安、定”四个字。“清”和“安”强调的是农民群众对居住环境最基本的需求，属外在的表现；“爽”

和“定”强调的是农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精神层次的追求，属内在的本质。

“清”是环境优美的外在表现。整洁的人居环境、干净的水源和清洁的空气，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的首要目标。要学好用好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重点围绕农村

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处置、农村厕所改造和村容村貌提升等关键性内容，加大统筹推进力度，完善各

项基础设施，打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描绘出一幅村容整洁、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美丽乡

村新画卷。“爽”是环境优美的内在需求。

“爽”是一种幸福感，是发自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一种惬意、爽快，是人们在环境清新、绿色生态、

鸟语花香的自然状态中，由眼、耳、鼻、舌、身的感知，进而达到神清气爽、内心愉悦。建设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既要保持天朗气清的自然环境，又要打造优美怡然的生态环境，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

生活。

“安”是舒适宜居的物质满足。住房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人类生活与健康的基础，前者是乡村最基本的

民生保障，后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亟需加快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

全面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大力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确保农民群众住得安全、吃得放心。

“定”是舒适宜居的精神享受。改革开放 40年来，农民的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现在的要求不仅局限于

有放心的农产品和安全适用的住所等，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也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需求。建

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不仅要让农民群众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有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务，而且要有平安稳定、

无忧无虑的生活，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科学选择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既要全面安排，又要突出重点，当前要着力落实好

“一控、两改、三增、四节、五循环”等工作措施。“一控”即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大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力度，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继续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

整治，有序推 进 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 治理，完善农村生活污

水收集管网，因地制宜推广适合农村特点的实用治理新技术和新模式。加强农村河湖管理，建立完善河长

湖长体系，深入开展县乡河道综合整治，全面消除黑臭水体，打造水美乡村、绿美村庄。加强农村工业企

业的污染减排监管，严格执行达标排放和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坚决制止在农村地区建设高耗能、高耗水、

高污染项目，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两改”即改房、改厕。改善农民居住条件要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统筹安排村庄和产业布局，

突出乡村优势特色，推行实用性村庄规划设计。注重保护好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体现农村风土人情。

优先改造农村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四类重点对象危

房，加快推进“空心村”以及全村农户住房改善意愿强烈的村庄改造。积极稳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加快

建设一批新型农村社区，切实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对新建改建住房的农户，要将无害化卫生厕所按规范同

步建设到位。推动在行政村村部及有实际需求的村庄配建公共厕所。探索适应不同地区条件的卫生厕所改

建模式，提高改厕质量，加大推进力度，到 2020年实现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全覆盖。

“三增”即增绿、增彩、增湿。大力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充分利用公共休闲场地、乡村道路、河

渠堤岸、房前屋后等区域，加强村庄绿化、庭院绿化、通道绿化及农田防护林建设，增加农村绿量。积极

推动“五彩农业”建设，大力发展各种色彩丰富的苗木花卉、瓜果蔬菜等作物植物，除绿色外更多地开发

红色、黄色、紫色等色彩，使农村五彩缤纷。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养生等

产业，打造生态产业链。加快退围还湖、退耕还林进程，有序推进农村湿地建设，不断扩大湿地面积，充

分发挥湿地“生态净化器”的作用。

“四节”即节肥、节药、节水、节能。深入实施化肥减量行动，推进科学施肥、测土配方施肥，增加

有机肥资源利用，加快污染土壤治理和修复，不断提高耕地质量水平。大力开展农业病虫统防统治等服务，

减少农药使用总量，提高使用效率。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和净化，着力推动兽用抗菌药物减量使用，有效保

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强化农田节水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工程措施与农艺措施相结合，推广水果蔬菜喷灌、

滴灌和粮食管道灌溉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加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节能，鼓励和扶持使用生物质能、太

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五循环”即加速农村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五个主要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

种植业方面，大力推广以秸秆为纽带的循环模式，推进农作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和燃料化利用，加快解

决秸秆任意丢弃、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加强农用残膜和农资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置，着

力减少“白色污染”。养殖业方面，积极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循环模式，实行“畜—沼—果（菜、粮、桑、

林）”等循环利用，形成上联养殖业、下联种植业的农牧循环新格局。农产品加工业方面，鼓励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采用现代高新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渣等废弃物进行循环再利用，实现物质

资源的“封闭循环”和废弃物的“零排放”。服务业方面，以餐厨废弃物治理为重点，积极推进回收体系、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循环产业链。居民生活方面，以生活污水、垃圾等有机废弃

物为重点，建立分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体系。在上述五个方面建立循环的基础上，推动环环相扣、

多环链接，构建复合型循环经济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奠定

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