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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安徽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存在的问题，从农村环保机构
建设、适用治理技术推广、环境规划编制、产教融合与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合理意见和对策，从而构建起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长效机制，
保护绿水青山，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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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rural environmen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
ful countryside．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Anhui Province's rural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we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construction，suitable management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environmental
planning，fusion educ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etc． ，so as to build up the rural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long-term mecha-
nism，protect green water of castle peak，booster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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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着力补齐农业农村发展

的短板。新形势下，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农业环境综合整

治，把其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为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安徽省先后出台《一体化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

专项整治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施方案》《安徽省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深入实施农村环

境“三大革命”，着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细落实。安徽省在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成绩显著，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管

理方式不尽合理、资金缺乏持续保障、组织机构不够健全、整
治后再反弹等问题。人们要认识到农村仍然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短板这一事实，必须加强机制体制改革，构建起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长效机制，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安徽。
1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机构建设，打通环境保护最后一公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千年大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当前，安徽省大部分农

村还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未能有效

处置、农业面源污染依然突出、城市污染源向农村转移等问

题。究其原因，这与现行的环境管理方式和制度有一定的关

系。长期以来，人们环境管理工作的重心在城市，乡镇环境

管理方面相对薄弱，基本没有环保机构及专职的环境管理人

员，这与农村地区环境保护所面临的任务不相适应，基层环

保机构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地环境保护工作的开

展。为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

求下，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把环境保护管

理机构延伸到乡镇，增加基层环保机构并加强环保队伍能力

建设，建立新型环境管理机构体系，推动农村环境保护的规

范化与常态化，打通环境保护最后一公里，把推进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2 强化农村环境治理技术推广，有效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2． 1 针对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全元生物有机

肥 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大省，同时也是秸秆产

出大省，年产生农作物秸秆量高达 4 800 万 t［1］。长期以来，

由于农村能源消耗结构变化以及秸秆利用产业发展滞后，特

别在农忙季节，不能及时处理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随意堆放

甚至焚烧，秸秆中大量的有机物质和氮、磷、钾等有用资源得

不到有效的回收利用，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对

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发

展，养殖场畜禽粪污的不合理排放已成为农村面源污染的主

要来源之一，也是农村“脏、乱、差”现状的罪魁祸首，严重影

响农村地区生活和生产环境。与此同时，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长期不合理的化肥施用导致农田生产力退化的问题日渐

突出。
在新形势下，如何变“废”为“宝”，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实现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资源中含有丰富的氮、磷、
钾、钙、镁和有机物质等营养物质，同时秸秆中的有机物可以

实现 300%以上的生物转化率［2］，将其肥料化利用，制成生物

有机肥是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有效途径。全元生物有机

肥是集有机肥、化肥、生物肥为一体的新型生物有机肥料，主

要利用腐熟废弃有机物作为微生物生活的营养物质和能量

来源，实现对废弃有机物的再利用［3］。全元生物有机肥的施

用可以有助于培肥土壤、提高作物产量、调控土壤微生态平

衡、减少无机肥料用量，从而实现绿色农产品生产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因此，注重农业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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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元生物有机肥，将有力促使资源要素投入型的传统农业方

式向依靠科技进步、理念创新的方向转变，是切实实现农村

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2． 2 针对水体富营养化，积极推进环水有机农业基地建

设 当前，安徽省农村地区水体富营养化主要是由于农业面

源污染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安徽省乃至全国水体污

染最大的来源。2015 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 735． 3 亿 t，其

中主要污染物氨氮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为

229． 9 万、2 223． 5 万 t，农 业 源 贡 献 率 分 别 达 31． 6%、
48． 1%［4］。在美国和欧洲，地下水污染和湿地退化的主要因

素之一就是农业面源污染。因此，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将有利于保护江河湖泊水体质量。2015 年农业部印发了《农

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将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列入重点工作之中。但如何从农业生产者方面

入手，促使其积极主动地摒弃高污染、高残留的耕种方式而

进行绿色生产，仍然是解决水体富营养化，改善和保护水环

境的关键因素。
有机农业生产强调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

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
料等物质［5］，且有机农产品价格是普通农产品的 2 ～ 3 倍，能

够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环水有机农业是一种环

境友好型农业模式，具体是指在饮用水源集水区、湖库周边、
江河源头区等水环境敏感区域周边采取有机农业生产方式，

从而实现农业生产与水质保护相结合［6］。大量研究已证实，

与常规农业相比，环水有机农业生产能够显著降低土壤氮、
磷流失风险，从而减少有机种植区域水体中化学需氧量、总
氮、总磷含量以及持久性与水溶性农药含量。环水有机农业

不仅能够有效保护水环境，而且能够生产优质、安全的食品，

为农民带来收益。我国安徽黄山千岛湖水源区的有机水稻

基地、江苏南京溧水水库的有机蓝莓基地等有机生产基地均

为环水有机农业实践的良好范例。
2． 3 针 对 村 容 村 貌 整 治，因 地 制 宜 发 展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2015年以来连续 3 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大力发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

支柱产业。2015 年，农业部联合财政部等 11 个部门印发《关

于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 大力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通知》;

2016 年，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 部门印发了《关于大力发

展休闲农业的指导意见》，指导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

展; 2017 年，农业部印发了《关于推动落实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发展政策的通知》。休闲农业是适应于经济发展和现代人

需求而产生的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交叉产业，于

19 世纪 30 年代在意大利等国家兴起［7］，我国大陆地区的休

闲农业大致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最初于北京、上海、广州

等大城市的郊区出现。未来 10 年，我国将迎来从旅游消费

向休闲消费转型的关键时期，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行业将实

现 20% ～30%的增长，成为时代发展大趋势下的又一个风

口。安徽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及丰富的

农业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条件在乡村地区发展休闲观光农

业，带动当地农民参与其中，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不离开村

庄也能致富，共同参与乡村建设，保护乡村环境，提升村庄整

体风貌，体现青山绿水、人文景观、历史传承。
以上三点，在实现农村环境问题有效治理的同时，也实

现了产业发展，带动农业增收、农民致富。
3 认真编制农村环境保护规划，有序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工作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环境保护规划的

要求，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并公布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乡镇未编制环境保护

规划，加之基层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缺失，农村环境问题突

出。而农村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涉及多个行

业、部门，范围广、任务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运用系统、科学

的方法，其中，结合地区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情况编制环境保

护规划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

划以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为原则，对人们各项活动和

环境给予指导并做出空间和时间上的合理安排，从而协调各

方力量，共同行动，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佳的环境效益，从而

有序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4 多方整合资金项目，实现农村环境整治多元投入

农村环境整治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稳定持续资金投入

是有效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基本保障［8］。因此，一方面

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牵引带动作用。项目建设工程要集中成片、整体推

进，充分发挥资金的集聚效应。将农村环境整治项目与现代

农业有机结合，以现代农业发展带动农村环境提升，实现农

业产业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农村环境整治工作，鼓励社会资金参与，通过发展休

闲农业等新型农业促使农民增收致富，从而引导农民亲身投

入当地环境建设。另外，明确政府部门、企业、农户的相关责

权，将各方任务、资金分配、绩效考核向社会公布，鼓励引导

群众参与监督，确保资金真正用于实处，保证农民切实享受

到环境建设的红利。
5 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实现农村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与人才

培养双赢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环境类专业人才

需求数量将持续增长。当前，农村环境保护专业人才不足在

一定程度制约了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环境类专门人才培养

是发展环保事业的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因此，要把加快农村保护产业发展与高等教育

发展有机结合，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深化校地合

作、校企合作，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与地区相适

应的高等教育体系，使地方人才需求与学校人才培养实现精

准对接，为学生实践、就业及创业搭建良好平台，让更多环境

专业优秀毕业生到地方工作，服务于农村环保事业，壮大地

方人才队伍，提升科技水平，推进产教融合，实现共赢发展。
( 下转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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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地形条件下，由于受季节、云量、海拔、坡度和坡向等地形

因子以及周围地形相互遮蔽的影响，导致日照时数的时空变

异显著，实际日照时数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实际日照时

数采取地理可照时数和县气象站的日照百分率进行插值估

算，得 出 大 致 的 分 布 情 况，全 县 年 日 照 时 数 为 1 400 ～
2 200 h，平均年日照时数 2 088． 3 h，从年日照时数指标( 表

1) 而言，全县各乡镇均适宜“麦地湾梨”的种植。
2． 4 极端气温 “麦地湾梨”较耐湿耐阴，喜温凉湿润气候，

有梨树耐寒、耐旱、耐涝、耐盐碱的特性。冬季最低温度在

－25． 0 ℃以上的地区，均可安全越冬，生育期需要较高温度，

休眠期则需一定低温。云龙县最热月平均气温 22． 3 ℃，最

冷月平均气温 8． 4 ℃ ; 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35． 9 ℃，极端最低

气温 －4． 2 ℃，历年极端低温在海拔 2 600 m 以下地区一般

不低于 －10． 0 ℃ ( 表 1) ，非常适宜梨树的生长发育。
2． 5 相对湿度 从表 1 可以看出，云龙全县各乡镇相对湿

度在 63． 7% ～76． 2%，能基本满足“麦地湾梨”对相对湿度的

要求。
3 主要气象灾害

云龙县总的气候特点是干湿分明、雨热同季、干凉同期，

因地理环境特殊、地形地貌复杂、立体气候突出，形成不同类

型的山地小气候，大部分山区、半山区适宜大力发展“麦地湾

梨”种植。但复杂的立体气候也导致气象灾害频繁，其中影

响“麦地湾梨”优质高产的最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和冰雹 2
种。根据云龙县气象数据统计，近 40 年内云龙县有 23 年出

现了严重的干旱，以冬旱、春旱和初夏旱为主，而发生春旱和

初夏旱的时间正是“麦地湾梨”的需水关键期，因此对“麦地

湾梨”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影响。冰雹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

局地短时固态降水天气现象，在全年各月都有可能发生，根

据 1977—2016 年云龙县各月冰雹出现次数，云龙县 4—9 月

出现的频率最多，12 月—次年 2 月最少，而 4—9 月冰雹出现

的频率最多，恰为“麦地湾梨”果实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对

“麦地湾梨”的产量有很大影响［4 －5］。

4 结论

通过对云龙县各乡镇热量、降水、光照、湿度、极端天气

等气象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云龙“麦地湾梨”除品种优良

外，关键是其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范围广，全县各乡镇海拔

1 800 ～2 600 m 的地区，其气候条件都能满足“麦地湾梨”优

质高产的条件，尤其是 2 000 ～2 400 m 的地区，最适合“麦地

湾梨”的种植，是云龙“麦地湾梨”的最佳种植区，全县有

0． 67 万 hm2陡坡旱地符合“麦地湾梨”生产要求，为该特色水

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土地资源。但是，鉴于云龙县复杂的

立体气候、地形地貌及破碎的地质结构，在发展、提升“麦地

湾梨”种植产业时，应因地制宜，适度发展，除了要充分考虑

气候的适宜性外，还要考虑地质、土壤、坡度、坡向等因素，进

行综合布局［6］; 生产中要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充分挖掘、利用

现有水资源对梨园进行灌概，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干旱对麦地

湾梨种植的影响。气象部门应充分发挥气候变化监测网络

和灾害预警系统的作用，加强科技服务能力，针对云龙县干

旱特点，合理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利用科技手段增加种植区、梨
园的降水量，提高种植区、梨园的空气湿度，最低程度减小干旱

对“麦地湾梨”生产的不利影响。积极推进气象灾害风险管

理，加强跟踪气象服务，及时将重要气象预警信息传递给果农，

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为山区人民脱贫致富提供技术保障［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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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力推动公众参与，激发农村环境整治内生动力

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涉及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方

方面面，农民也是各项活动主体，因此，要把群众参与作为农

村环境整治的核心要素，让群众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积极引

导群众做农村环境整治行动的参与者、实践者，引导群众以

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整治行动，建立健全群众参与农村环

境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各负其责，实行门前“三包”，做好垃

圾分类，爱护公共环境卫生，加强对承包地农业生产投入品

和农用垃圾的管理，积极推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形成人

人参与整治、个个为整治出力的良好格局，有力推动农村环

境整治活动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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