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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四川省 L区为例 

胥金容
1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调研分析，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着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不足、人居环境整治内生动力不足、管护长效机制不够健全等问

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当完善专项资金支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着眼长效治理，健全管护机制、加快人居

环境整治成果的转化，从而使农村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增强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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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抓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全面推开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确保到 2020年实现农村

人居环境阶段性明显改善。这凸显了人居环境整治的紧迫性，而目前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厕所卫生及村容村貌的现状则

体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艰巨性。为此，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调研当前四川省 L 区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分析

其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出相应的建议。 

2L 区人居环境整治主要措施及成效 

2.1农村垃圾治理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与过去相比，产生的总量更大，成分也更加复杂，而农村垃圾处理设施

一直比较落实，农村生活垃圾已经成为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龙泉驿区积极推进农村垃圾分类，逐步完善农

村垃圾收运设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全区农村垃圾收集点（站）布局优化方面，全面规范设置垃圾收集点位 1120处，配备大

中小专业收运运输车辆约 145辆；清理整改环境卫生问题共约 230个，清理杂物、垃圾约 420吨。 

2.2农村污水治理 

L区将农村水环境纳入河长制、湖长制管理，同步结合“厕所革命”，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2018年，投资 2727万元建

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共 151 处，处理能力约 2650t/日，其中，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27 处、散户污水处理设施（中国罐）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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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覆盖农户 1430户，目前也已完成 20户以上的农民集中居住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 30%的目标任务。 

2.3农村“厕所革命” 

L 区 2019 年落实区级农村户厕改造专项资金 2400万元，计划改厕 1.1 万户，目前已完成 2800 余户；启动 6 个村整村推进

改厕，完成 593户；持续深入推进公厕新改建工作，2017-2018年共完成新建公厕 42座，改建公厕 69座；2017-2018年新建环

卫工人作息房新建 31座。2019年正加快推进新建公厕 22座、改造 13座，新建环卫工人作息房 6座。推动新村聚居点和村级服

务中心、学校、景区等公共场所公共厕所配套建设，有序推进 18个无对外开放公厕村配套建设；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

利用率达 90%以上。 

2.4农业生产面源污染防治 

一是推进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通过技术指导与服务，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了 86%。二是推进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

积极推广安装太阳能杀虫灯、性诱剂、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增施有机肥等技术。农作物绿

色防控覆盖率达 69.43%、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63.85%；新建农药减量示范片面积 565.33hm
2
，推广水肥一体化面积 256.67hm

2
、

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1.9万 hm2次。三是推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采取“户缴—回收点回收—乡镇统一储运—专业机构运输

处置”的模式，转运和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 4.56t，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 77%。四是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加强宣传，

印发宣传资料 66000 余份，入户宣传 72000 余次，实现了禁烧期间“不见烟雾，不见火光，不见黑斑”，同时，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 96.5%以上。 

3L 区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 

3.1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不足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涉及面广、内容多，工程量大，农村道路硬化、生态景观节点绿化、水电气网入户、农房风貌美化

提升等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公益性的投入及后期的维护和管理费用巨大，资金缺口大。同时，资金的短缺也让后期的设施

管护跟不上，因此，“重建轻管”现象也比较普遍。目前 L 区域在农村污水分流、垃圾后端资源化、厕所管网终端使用、区域

景观规划等方面缺乏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以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不是特别好。 

3.2人居环境整治内生动力不足 

L区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着“从上而下、包揽建设”、“政府干、百姓看”等现象，缺乏与村民的互动沟通。一是

地方村基层干部核心作用发挥不足，也没有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未能在人居环境整治上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

格局；二是政府方面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监督制度，村民对于政府所做不了解，甚至持怀疑态度；三是村民受长久的传统

习惯的影响，对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缺乏正确认识，整体的环保意识不强，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

性、积极性不高。 

3.3管护长效机制不够健全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要做到建管并重，长效运行。一方面，对于已建成项目设施设备，如何建立和完善长效造血机制，

增强项目可持续运营能力方面还处于空白阶段；另一方面，L区在人居环境整治建设中，处于边探索边总结阶段，存在注重基础

设施建设，而忽视对设施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没有同步抓实抓好，硬件与软件建设没有

同步，建设与管护不同步考虑等问题。在管护主体上，存在主体缺位现象，没有形成政府主导下，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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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建设和管护的运行机制。 

4 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发展的对策建议 

4.1完善专项资金支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稳定财政资金投入，一方面，省市制定出台农村人居环境相关项目资金整合使用的相关政策和办法，完善专项的资金支持，

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并给予省市宜居乡村达标村、示范村创建专项补助专项资金，确保建成一个、达标

一个，示范一片。另一方面，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加强金融支持，调动社会力量，鼓励乡贤能人回乡建设，支持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 

4.2着眼长效治理，健全管护机制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在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之后，还应当立足长远，建立可持续的管护长效机制，确保

取得的成效得以长久造福农民。首先，各地方党委和政府要着眼长远，从顶层设计上为长效管护机制的建立提供制度和政策保

障以及资金保障，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其次是要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农民不仅是人居环境整治的受益者，也是重要的参与

者，需要充分调动他们参与整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将人居环境整治与村民相关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建立激励机制等，深

化村民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民维护公共环境的责任感。 

4.3加快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的转化 

一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福祉作为根本出发点，将人居环境整治的成

果转化成为村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无论是农村生活

垃圾处置、生活污水治理还是“厕所革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将改善农村脏乱差的局面，不断提升农村人居形象，此外，不

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创建美丽宜居环境，也将不断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二是坚持绿色发展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多渠道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把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各阶

段各环节全过程，将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特色产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有机结合，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人居环境

改善互促互进，为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奠定基础，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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