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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ise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measure in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s are as valuable a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e rural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should solidly imple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relevant work should be done well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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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兴起和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成为当下农村势在必行的举措，为落实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应扎实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施工过程应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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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标准农田是指在土地利用、耕作方式、农业技术、

农业机械化等方面达到一定标准的农田。根据《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项目属

于“第一类鼓励类”中“一、农林业”中的“1、农田建设

与保护工程（含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高效节水

灌溉、农田整治等），土地综合整治”，属于国家产业鼓励类。

在乡村振兴中，高标准农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高标

准农田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和

耕作方式，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量，同时减少农业

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损失。高标准农田还可以提高农业机械

化水平，减少人工劳动，提高生产效率。其次，高标准农田

可以改善农产品质量。通过科学合理的农业技术和管理，可

以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

农民的收入水平。再次，高标准农田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技术支持，这将带动农

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最后，高

标准农田可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可以提

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社会和

谐稳定。通过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改善农产品质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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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

在实施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的过程中，施工活动

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和污染，从而影响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生

态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

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保护生

态系统稳定性。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的实施可能会对生

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影响，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二是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

工程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减少施工活动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提高

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三是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的实施，旨在提高农田生产力和农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可能会对农产

品的质量和安全造成影响。四是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

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促进

农村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的质量，

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2]。

3 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的分类和特点

3.1 施工期措施分类
生态保护措施：主要包括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

定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地和水生态系统等，如减

少原有生态环境状态改变、控制取弃土场客土场地范围和数

量、尽量控制林草地占用面积。

污染防治措施：主要包括减少施工活动对土壤、水体

和大气的污染，防止噪声和振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等，按照

当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落实

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节能减排措施：主要包括采用节能技术和设备，减少

能源消耗和排放，降低碳排放量等，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制定

严格施工方案，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燃料，

减少环境影响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社会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建设单位施工期间的环

境监管和管理，增强区域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宣传和

教育等。

3.2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特点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具有综合性、针对性、科学性、广

泛性和前瞻性等诸多特点。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生态环

境保护措施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

考虑和实施。包括对生态环境、声环境、大气环境、地表水

环境、地下水环境、土壤环境以及其他生态环境要素进行全

方位考虑，真正做到天上、地下和地面全面结合。对于现阶

段国内开始的高标准农田改造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需要施工

单位在具体过程中针对具体项目进行监管考虑，比如北方与

南方的不同，平原与丘陵的不同，沙地与粘土的不同，施工

单位应采取的不同措施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农村高

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需要科学合理地制定

和实施，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特点和需求。农村高标准农田

改造工程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广泛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包

括政府、企业、当地农民和公众等，形成共同的生态环境保

护合力。前瞻性不足容易造成高标准农田后期生态平衡的破

坏，比如农田轮作，农药化肥过度使用情况和退水污染考虑

等，很多农业不发达国家过度使用农药化肥造成区域河流污

染、土壤板结和农药污染地块的事件发生。例如，2013 年，

中国湖南省岳阳市发生了一起农药污染事件，导致当地的饮

用水源受到污染，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的一些地区，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土壤变得非常硬，无法耕

种。2016 年，肯尼亚的一条河流被污染，导致当地居民的

饮用水受到影响，许多人患上了肝病和其他健康问题。

4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

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包括现有土地平整、土壤改良、

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农田坡面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科

技措施、农田输配电及部分临时施工场所等。施工过程中对

生态环境影响主要包括占用土地、改变土地利用性质、改变

地表植被类型以及景观等生态影响。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

占用一些动植物的栖息地、觅食地或生育环境，导致它们失

去生存的条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

响。施工期间需要进行土地平整、挖掘和填筑等工作，可能

会导致土地表面的植被被破坏，土壤被扰动，从而对生态环

境造成一定的影响。施工期间场地内各种施工机械和施工人

员会产生噪音和震动，对周边的生物和生态系统造成干扰和

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敏感的动物，噪声可能使得动物觅食、

哺育和其他活动都造成干扰，从而影响正常生长等。施工扬

尘、收割扬尘、田间运作机械设备产生污染物对大气环境的

影响。施工期人员施工废水及运行期灌溉、农田退水等对当

地地表水环境影响。施工期人员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固体废

物对生态环境影响等。

5 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在施工过程中的落实策略 

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战略，

旨在提高农田生产力和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当的施工行为，可能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是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实施的必要条件 [3]。

5.1 加强环境监测
在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实施过程中，应加强环

境监测工作，及时掌握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体措施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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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立环境监测体系。在施工前，应根据工程的特点

和环境的现状，制定相应的环境监测方案，明确监测的内容、

方法和频次，确保对施工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准确

的监测。同时，应建立环境监测台账，记录监测数据和分析

结果。

②加强施工现场监测。在施工过程中，应派遣专人负

责现场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环境问题。根据施工工程

的进展情况和环境敏感性，确定监测的频率和时段，以及监

测的持续时间，确保能够及时掌握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监测内容包括土壤、水质、空气质量等方面。

③定期评估环境影响。在工程监测完成后，应结合监

测数据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分析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

度和范围，判断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及时发现问题

和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和改进，为后续的环境

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5.2 科学规划
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的规划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

保护的因素，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具体措施包括：

①科学选址。在选址时，应考虑土地的质量、水资源、

气候条件等因素，避免选址在生态脆弱区或环境敏感区。

②合理布局。在工程布局时，应遵循“节约用地、保

护生态、合理布局”的原则，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③优化设计。在工程设计时，应采用生态友好型设计，

如采用生态工程技术、植被恢复技术等，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

5.3 合理施工
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的施工应遵循环保原则，减

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

①严格施工管理。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施工人员

的管理，确保施工符合环保要求。同时，应加强对施工现场

的监督，及时发现和处理环境问题。

②减少污染物排放。在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少

污染物的排放，如采用低污染的施工设备、使用环保材料、

使用四新技术等。

③加强废弃物处理。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废弃物

的处理，尽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废弃物应分类处理，

有害废弃物应进行无公害化处理。

④施工前认真熟悉设计图纸及意图，对各管理人员进

行高标准农田功能要求及规范进行培训，编制施工组织设

计，做好现场技术交底作业。

⑤施工中严格要求各班组作业人员做到工完场清，及

时对耕作土进行复耕，施工过程中产生建筑垃圾及时进行处

理，严禁乱扔乱埋，争取能做到回收利用处理。施工用水尽

量就近采用天然存储的雨水、河水等品质达标水资源。

⑥施工后及时对施工现场表层耕作土进行修复工作，

采取有效可行方式在施工前对需要破坏占用土地耕作土进

行剥离，分层堆放并做好日常养护，待施工完成后进行耕作

层恢复，或采用外运种植土进行复耕作业。

施工过程中及时收集当地地质水文资料，对于设计不

合理灌溉及排水水系，及时与业主设计沟通，减少由于施工

后出现的灌排水系对改造后田地土壤进行冲刷流失；对于施

工现场采用原材料及机械设备尽量就近原则，争取能在本作

业区市内采集 95% 原材料及机械设备，田坎及下田坡道推

荐使用生态施工工艺，尽量减少对原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4]。

5.4 具体落实策略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的

可持续发展，建设单位应在施工过程中落实上述生态环境保

护措施，科学有效地制定施工管理方案。具体策略包括：加

强组织领导。应建立健全项目全过程环保工作机制，明确各

部门的职责和任务，积极协调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技术支撑，

加强对环保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技术支持。建设单位、科

研机构等应加强技术研究和推广，提高环保技术水平，不断

学习新的环保政策和要求，优先选择有效可行的方案和措

施，为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

持。加强法律监管。属地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

对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的法律监管，对环境违法行为进

行严厉打击，主动提供法律法规要求宣传，加强环保巡查落

实项目责任主体，保障生态环境的安全。加强宣传教育。应

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环保意识，促进公众参与

环保工作。

6 结语

根据项目经验，在农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的施工过

程中，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确

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施工过程中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的落实工作，高标准农田后期管护工作也至关重要，科学

合理使用化肥、农药才能成倍提升粮食产量及品质，追求数

量同时，也要提高粮食产品质量，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只有

把粮食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才能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

国人手里，藏计于农，藏计于粮，才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

要作用，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持续可持续发展

战略，才能造福人民，造福于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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