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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quality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required	to	reach	a	higher	
level.	But	at	the	present	stage,	due	to	the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rural	areas	is	relatively	low,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experience	is	relatively	small,	governance	speed	is	relatively	slow,	the	actual	governance	effect	is	always	
unable	to	reach	the	ideal	level,	and	this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carrying	out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ork,	deeply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measure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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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治理问题与对策调查分析
刘兴家

葫芦岛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兴城大队，中国·辽宁 兴城 125100

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要求农村生态环境的质量需要达到更高的水平。但现阶段，由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较低，自然生态环境的治理经验相对较少，治理速度较为较慢，实际治理效果也始终无法达到理想水平，这就对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基于此，论文阐述了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工
作的重要性，深入分析了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几点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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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此项治

理工作的开展不仅会对农村人民生活环境发展造成影响，还

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强化农村环境治理有

着重要意义 [1]。以往在实际开展各项治理工作时，中国农村

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国内农村地区的面积

相对较大，农村人口偏多，实际治理工作的难度相对较大，

所以在目前的治理工作中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而这也就对

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2 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个行业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尤其是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还处在持续完善阶段，社会已经取得

了稳定发展，但在具体发展期间，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阶段，

人们对经济发展有着较高的重视程度，进而严重忽视了环境

的污染问题，从而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严重恶化现象 [2]。

农村地区也同样如此，因此，相关人员应当进一步强化环境

治理问题，以避免对农业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在实际开展治

理工作时，要充分结合农村发展情况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理措

施，合理地解决污染问题，以此促进社会经济实现进一步的

发展。

3 农村环境治理问题

3.1 农民缺乏环保意识
在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时，农村人民是治理工作的

主要受益者，但受到多方面不良因素的影响，国内农村地区

的居民普遍缺乏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主动性，缺乏较强的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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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最终导致环境治理始终无法达到理想标准。现阶段，

中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完全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并没

有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农村居民对于环境治理的认知程度相

对较低，日常生活模式也始终以传统为主，无法深刻认识到

开展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作用，也无法正确理解自身在环境

治理工作中的角色，部分农村居民认为此项工作的开展完全

是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 [3]。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

部分居民在随意丢弃垃圾、排放废水等多种不良现象（见图

1），即便政府部门制定了政策并进行了落实，但实际效果

也并不显著。导致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普遍缺

乏环保意识，对于环境治理的认知相对较差。当前，中国农

村地区长期居住着老年人，这些人群的观念较为落后，自身

学习能力也相对较差，不愿意主动接受任何新鲜事物，进而

导致环保意识始终无法得到提升，在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时的

积极性相对较差。

图 1 农村生活垃圾的随意丢弃

3.2 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
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但在实际开展此

项治理工作时还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长期性效果在环境治

理中还不够明显。首先，各个政府部门没有制定一致的工作

推进机制。农业部门需要建设美丽乡村，住建部门需要做好

危房改造，而水利部门则是要做好河湖的治理，尽管每个工

作领域都有着自身的治理内容，但实际上各个部门之间并没

有制定统筹有效的工作机制，进而导致环境治理处在多头管

理的局面，实际收效十分有限 [4]。其次，部分地区还存在着

重视基础建设，忽视管理维护的现象。国内许多农村地区都

积极建设了相应的环境治理方式，比如垃圾的收集转运、污

水处理设施等，但由于缺乏合理的运营机制，此类设施并没

有得到科学的维护、管理，部分地区还存在着闲置现象，进

而导致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作用。最后，

治理能力需要及时提升。基层单位在整个环境治理工作中是

重要的参与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层单位的实际工作

能力相对较低。如缺乏专业治理人才、专业机构等，进而导

致环境治理工作始终存在工作量大、专业水平低下的问题。

3.3 缺乏资金保障
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有着较多的工作内容，实际工作范

围也相对较广，不管是污水处理，还是垃圾的处理，都需要

投入一定的资金，以保证各项治理工作能够成功开展。现阶

段，中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主要资金支持是政府部门

的拨款，尽管政府部门也会适当强化资金争取力度，并针对

资金实施整合处理，但这和实际治理工作的资金还是存在一

定的差距，特别是部分乡镇的财政现象较为紧张，只能针对

项目实施选择性的投入，而这都会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造

成较大的影响。

4 农村环境治理对策

4.1 增强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相关部门要适当强化环境治理工作的宣传力度，提升

农村居民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认知，增强居民的环保

意识，使其能够深刻认识到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作用。以往

所使用的宣传模式主要为宣传栏、横幅等，这种宣传方式所

取得的效果并不显著，实际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在新时代下，

移动设备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政府部门要充分运用新媒体

平台，通过短视频、公众号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宣传工作，

以此提升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使其主动参与环境治理工作 

中 [5]。政府部门在进行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时，应当充分考

虑多个方面的建议，深入分析当前地区的困难，要以农村居

民的视角看待问题，只有这样才可以调动村民对环境治理工

作的主观积极性，改变以往在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时过于依靠

政府支持的不良现象。在进行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时，相关

部门要正确引导利益相关者、村代表等主动参与，做好各个

部门的管理工作，并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辅助环保治理工作的

实施。最后，要强化对重点人群的引导工作，许多老年人的

生活习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改变，所以相关工作人员要强

化对老年人的环保宣传，同时还要充分运用学校宣传作用，

使得农村地区所有学生都能够成为治理工作的参与者，从小

为其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

4.2 建设完善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
首先，应当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以此作为开展农村

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依据。现阶段，国内对环境治理所设立

的法律还并不全面，后续还要充分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状况

持续完善法律法规，以此为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支

持。其次，强化环境治理的监管。坚持政府部门的监督职责，

针对治理内容实施量化处理，针对农村治理效果开展不定期

的检查，并将环境检查结果纳入年度考核当中。在实际开展

检查工作时要积极开通举报渠道、公共监督渠道，并运用网

络平台、群众热线等多种方式接受群众的监督，以确保监督

程序的合理性、规范性。再次，还需要向外界邀请专业的治

理团队，针对治理效果展开综合评估，提出相应的建议，并

依据建议积极完善环境治理内容。通过运用群众和政府的双

重监督管理，能够有效提升环境治理效果。最后，制定奖惩

制度。公平、科学的奖惩制度能够有效提升群众参与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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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时的主动性，因此，政府部门要对配合程度相对较高、治

理完全较好的居民给予物质或者精神上的激励；而对于部分

随意排放污水、丢弃生活垃圾的居民也要及时实施惩罚，鼓

励农村居民承担环境治理的重要责任，以此有效提升环境治

理效果。

4.3 强化农村信息化共享平台的建设
现阶段，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当中存在着各自为政、多

头管理的现象，各个部门的信息壁垒不仅会大幅度增加工作

难度，还会直接影响环境治理效果。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在

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时要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建设网络信息共

享平台，以此实现帮助各个部门实现合作管理，有效提升部

门协调能力，提升治理效果 [6]。例如，城建局所负责的内容

是污水设备的建设，环保局负责掌握污水的排施状况，通过

运用下网络信息平台的方式两个部门都能够充分掌握污水

处理现状，极大的提升了信息处理能力。农村环境治理工作

的工作内容较为复杂，实际工作范围相对较广，在开展此项

治理工作时还会产生许多的数据信息，因此，相关政府部门

要积极设立管理小组，整合数据内容，建设跨部门信息共享

工作方式，确保环境治理工作的数据信息能够在各个部门实

现流畅交流。

4.4 增加环境治理资金的来源渠道
首先，政府部门要强化资金监管力度。现阶段，农村

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依然需要政府财政的拨款，政府部门需

要及时强化对资金的管理工作，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对于

环境治理的专项资金应当实施更严格的监督管理工作，积极

实施财政审核、备案管理制度，并规范票据、现金的管理。

对于当前项目开展阶段的不足环节应当进一步强化指导管

理工作，及时完成错误的纠正，尽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支出。

同时，还要强化对基层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通过运用

公开的资金管理模式，确保资金的使用能够落到实处。其

次，要适当的强化社会资本投入，政府部需要做好对资金的

整合工作，将资金的聚集效应进行充分发挥，通过合理运用

第三方承包的方式做好垃圾收运处理工作，确保农村垃圾能

够及时得到清理。相关部门还可以依据实际情况推出多种优

惠政策，以鼓励其他金融机构也能够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工

作当中；金融机构可以依据农村环境治理项目适当减少信贷

条件，提升信贷发放力度，合理对贷款审批流程实施简化处

理，以此为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此外，在金融机构加入之后还能够针对此项治理工作积极

开展融资服务、信息咨询等，将资金效益得到充分的发挥。

最后，鼓励居民进行资金自筹。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主要受

益者是农村居民，所以政府部门可以对农村居民进行引导，

共同筹集资金开展环境治理工作，以此将农村居民在环境治

理工作中的主体地位进行充分发挥。农村环境的治理效果较

好，可以为乡村产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对农民创

业制定优惠政策，通过合理运用休闲农业、旅游等多种方式

吸引外部资金进行回流。

5 结语

综上所述，强化农村环境治理工作，不仅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目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要求。农村

居民只有在良好生活环境下，才能够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活

动中，充分发挥出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为实现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促进社会经济实现进一步的

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晓春,陈兴发.乡村振兴语境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问题研究[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22,36(2):62-67.

[2] 李秋怡.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基于广东省119个村庄的调查分析[J].乡村科技,2021,12 

(35):100-103.

[3] 王田,刘伯霞.农村环境治理问题与对策调查分析——以天水市

杨王村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22(01):48-51.

[4] 王鑫.吉林省农村环境治理现存问题及解决路径——基于吉林

省299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5):19-

21+26.

[5] 孟庆成,张海钟.农村人居环境问题问卷调查分析与对策[J].热带

农业工程,2021,45(1):127-133.

[6] 王丽芳.黑龙江省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

商业经济,2020(2):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