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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practice the 
concept that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adhere to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resource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e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life”.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further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 believing tha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 
major political issue related to the mission and purpose of the Party, but also a major social issue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Rur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related to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t present, rur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funds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low level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backwar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change ideas, strengthen leadership, strengthen investment, and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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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态建设中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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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绿色发展”的理念，认为“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
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农村生态建设是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当前农村生态建设中面临着生态建设资金不足、农村产业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问题，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转变观念、强化领导、加强投资力度、推动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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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

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和新举措，特别是新发展理念 [1]。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

理政方略的创新发展，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

突破。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下，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乡村生态环境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此背景下，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2 正确理解新发展理念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了重大进展，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深

刻理解新发展理念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并结合中国乡村生

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策略和措施，进一步加

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目前，中国很多农村地区仍存在着一

系列问题。例如，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农民收入

水平低、农民素质不高等问题，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存在较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

程，因此，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在

创新方面，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才能有效推动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协调方面，只有不

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才能有效提升农

村的整体生活质量。在绿色方面，只有不断倡导和推广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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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理念，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开

放方面，只有坚持开放思想、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对外开放

合作，才能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在共享方面，只有坚持

共享理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才能实现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

3 以新发展理念指导乡村生态建设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首先要

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战略，同时结合乡村自身特

点，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2]。随着

国家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逐渐加大，在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和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乡村生态环境依然十分

脆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我国乡村生态环境仍然存在

以下问题：一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和人口不断增长，导致耕

地面积减少、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现象加剧。

二是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基础设施不完善。中国乡村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仍然较为单一，

主要以填埋、焚烧为主。三是农业生产污染较为严重。由于

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以及农作物秸秆的大量焚烧等原因，

导致土壤、水体污染现象严重。四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较为淡薄。由于部分农民群众法律意识、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对生态环境保护存在认识误区，人为破坏环境只会带来短暂

的“负效益”，甚至出现了“拆旧建新”现象。五是农业发

展方式粗放。部分农业企业及农民还存在粗放经营、污染环

境等问题。

4 新发展理念在乡村生态建设中的制约因素

4.1 农村居民环保意识薄弱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农村居民的生态意识不断增

强，但是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由于受到当地经济水平和

居民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还相对薄弱，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农村居民环保知识和技能欠缺。尽管党和政府在

近些年加大了对乡村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但在实际宣传和

普及过程中，由于受到自身知识储备、文化水平、生活环境

等方面的影响，许多农民对相关政策法规了解不深，难以运

用新发展理念指导自己的生产生活。

二是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淡薄。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有利于农村生态建设的政策法规，但是由于相关法规不健

全、执行力度不大等因素影响，许多农民缺乏环保意识，对

环境保护缺乏主动性，未能将新发展理念作为自己生产生活

的行为准则。

三是农村环境基础设施落后。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

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到城镇生活中，虽然这

些年国家加大了对乡村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由于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管理不到位等原因，致使农村地区的环境污

染问题愈发严重。

4.2 农村生态治理资金投入不足
农村生态建设所需资金数额较大，仅靠政府的财政拨

款很难满足需求，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从资

金来源看，目前中国农村生态建设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

财政拨款、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和企业投资 [3]。但是由于缺乏

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和企业投资的

资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低效使用的问题。

从资金结构看，中国农村生态建设在总体上缺乏足够

的资金来源，当前中国农村生态建设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拨

款和企业投资，而且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投资。由

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很多企业和个人为了获得更

高的经济效益而选择走“捷径”。从资金使用效率看，政府

财政拨款和企业投资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低效使用

的问题，而且很多企业和个人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不

将资金投入到农村生态建设中，而是将资金投入到一些经济

效益较低的领域，这就导致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农村生态建设的水平。

从资金风险看，在中国农村生态建设过程中，由于缺

乏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很多企业和个人为了获得更高

的经济效益而选择走“捷径”，导致投入到农村生态建设

领域中的资金规模有限；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

制，很多企业和个人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而选择走“捷

径”，这就导致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4.3 乡村生态建设的相关制度不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在农村生态建设中，也出台了一系列

的政策法规。但由于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法律法规难以实

现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监管，导致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出现了“有法可依”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

法不究”等现象。

一方面，中国缺乏对农村环境保护的专门立法，现有

的法律法规不能适应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都是对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进行

防治的专门性立法。在这些法律中，对农业环境保护的规定

相对薄弱，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

“防治农业污染”“防治畜禽养殖业污染”等几项具体措施，

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系统性、针对性的规定，对农业

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也没有足够重视，致使农民们对于“工

业污染”“城市生活污染”等概念还存在一定的误解 [4]。另

一方面，我国农村缺乏完善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我

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只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等寥寥数条，并且这些法律都是针对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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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5 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乡村生态建设中

5.1 提升农民生态保护意识
首先，要加强农民的生态环保教育，增强他们对生态

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只有让农民认识到乡村生态环境对自己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才能激发他们参与到乡村生态建设

中来。要加强对村民的教育引导，让村民了解乡村生态建设

中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如哪些方面需要加强保护、如何加强

保护等。

其次，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参与到

农村生态建设中来。在农村生态建设中，要充分调动农民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要制定相应

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农民参与到农村生态建设中来，在

政策上、资金上给予倾斜，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农村生态建设

中来。对那些主动参与乡村生态建设、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

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最后，要发挥基层政府的引导作用。基层政府是农村

生态建设的组织者、实施者和监督者，要发挥好基层政府在

农村生态建设中的引导作用，把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整个乡

村生态建设中，使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农村生态建设

中来。

5.2 加强农村生态制度建设
首先，要明确生态保护的主体，构建“政府主导、市

场参与、农民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形成多元共治、共同

参与的环境治理格局。

其次，要加强农村生态制度建设，明确农村生态建设

中的政府责任，建立和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监管制

度。政府部门要把农村生态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之一，重视对

农村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严格控制农村面源污染，在保

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农业。

再次，要强化科技支撑。应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

和管理方式，加快开发绿色、低碳、可循环利用的新技术，

减少化肥农药残留污染和废弃物污染。

最后，要建立农村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在生态保护方

面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给予严厉处罚，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受到损失的农民给予赔

偿，形成有利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激励机制 [5]。

5.3 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

现乡村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只有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

持绿色低碳发展，才能有效解决乡村生态建设面临的问题。

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加大对污染企业的

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要加快推进农业循环经济，构建

农业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生态循环体系；要加大对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处理能力和水平；要加快推进乡村清洁能源发展，积极推行

清洁能源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使用。

6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新发

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在乡村生

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就要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理念的落实，

就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加快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

“三权”分置改革，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通过绿色生

产模式的构建，积极开展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相结合；通过

培育新型农民，不断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思想意识；通过引

入企业资本和市场机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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