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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自
古以来，乡村一直承载着人们对亲近
自然的向往与情愫。

在 2021 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第 24 届全体大会上，中国的安徽西
递村与浙江余村从全球174个入围村
庄中脱颖而出，入选首批“最佳旅游
乡村”名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乡
村之美。在今天中国大地上，有许许
多多个像西递和余村一样充满魅力的
村落，中国的乡村正变得越来越
美丽。

经过持续努力，农村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

农村环境整治是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抓手。“十
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联合农业农
村部等部门大力实施净土保卫战、农
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等系列攻坚行
动，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取得了阶段性
进展。

“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
安排专项资金222亿元，新增完成15
万个行政村完成环境整治；农村生活
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90%以上的行
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和标准
体系初步建立；三大粮食作物化肥、
农药利用率均达到40%以上，全国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农膜回收率分别
达到76%和80%，农村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

耕地好坏直接影响着农业的发
展质量。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
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全
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总体稳定，
对于耕地污染问题突出的地区，农
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密切
合作，采取了诸多有效治理措施，
到 2020 年底，顺利完成了 《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 规定的目标任
务，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到90%以上。”

晋州市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东
部，依托周家庄乡建起了以农业观
光、果实采摘为主的生态旅游观光
园，这正是得益于对农村环境的持
续整治与保护。近年来，晋州市完成
了 25 个村庄的污水治理，建设污水
收集管线65公里、排水沟2公里、污
水处理站 30 个，日处理污水规模
2035立方米，直接受益1.7万户、6.2
万人。

晋州市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坑
塘改造、村容村貌提升相结合，通过
功能型湿地技术，因地制宜改造村中
废弃坑塘，将处理后的污水、净化的
雨水进行资源化利用，用于生态补
水，让“污水不出村，出村无污
水”，实现了“一个污水处理场站，
一个乡村湿地公园”的效果，有条件
的村庄还依托湿地污水处理场站建起
了村民健身广场。

环境治理让晋州老百姓真真切切

地体会到了获得感，日益美丽的晋州
农村释放出更多的发展红利，农村生
态旅游搞得如火如荼，周家庄乡也被
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系统防治水和土壤污
染，需要久久为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乡村的环
境持续得到改善，但也要清晰地看
到，农村环境整治覆盖面仍然有限，
点位比较分散，规模化效应不够显
现，部分地区整治效果有待进一步
提升。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环
境的题中之意。近年来，东部地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明显提升，
但各地自然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总体治理水平还不高，设施

建设成本高、运行维护难度大等问题
客观存在，长效机制有待健全。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起步晚、底
子薄，而且农村生活污水特点决定
其治理的标准要求、方式方法、任
务措施与城市有很大不同，因此不
能照搬城市污水治理模式，但是可
以借鉴城市生活污水治理好的经验
做法。”在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
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王谦看
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相应的法规政
策、标准规范等，充分发挥政府主
导、市场主体、村民参与作用，推
动规范化、专业化、可持续治理，
指导各地选择符合农村实际的生活
污水治理模式，提升设施质量和长
效运行水平。”

土 壤 是 地 球 母 亲 珍 贵 的 “ 皮

肤”，也是农业的命脉所在，更是粮
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全国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已经完成，结果显
示，一些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仍比较
突出，超筛选值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
管控的任务依然艰巨。

“针对安全利用类耕地，主要采
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措施，如
改种玉米等不易吸收重金属的农作
物，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针对严
格管控类耕地，采取种植结构调整
或者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退出食
用农产品的种植。”生态环境部土壤
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农村
环境保护与治理需要久久为功，生
态环境部将重点针对详查发现的耕
地土壤污染突出区域，加大力度开
展耕地土壤污染成因排查及源头防
治行动，配合农业农村部门推进耕
地分类管理和安全利用，让大家

‘吃得放心’。”
“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将

联合有关部门，落实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要求，以京津
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
黄河流域等为重点区域，以县为单
元整体推进，以乡镇政府驻地、中
心村等为重点村庄，持续提升农村
环境整治覆盖水平，促进生产生活
生态相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预计
到 2025 年，全国将新增完成 8 万个
行政村环境整治，基本消除较大面
积的农村黑臭水体。

转变发展方式，厚积绿
色发展动能才是根本

农村环境要想实现根本改善，关
键要转变农业农村发展方式。

自改革开放至 21 世纪初，浙江
从一个陆地资源并不富足的省份一
跃成为经济大省，但也率先遇到了

“成长的烦恼”，生态环境保护、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的矛盾不断
显现出来。电镀、造纸、印染等重
污染、高耗能的乡镇龙头产业，虽
然让当地农村和村民收入大大增
加，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乡
村的水脏了、山秃了、垃圾成堆，
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人们的健康受
到严重威胁。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成
为摆在浙江面前的难题。

2003 年，浙江开始实施“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停下了重
污染企业发展的脚步，开启了绿色
生产模式，经过近 20 年实践，浙江
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
主要抓手的农村环境整治取得了丰
硕成果，农村整体面貌发生了深刻
变化，成了千万游客向往的美丽乡
村，有力助推了浙江的乡村振兴，
也为农村地区转型发展趟出了一条
新路。

除了消除工业污染，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对改善农村环境、推动农村绿
色高质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种植业和
养殖业两个方面，近年来，通过实施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等专项行
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取得一定进
展，但仍任重道远，面临既要还旧
账、又不欠新账的双重压力，正是吃
劲的时候。部分地区过度施用化肥农
药的现象依然存在，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水平有待提升。

“‘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
将配合农业农村部门，以钉钉子精神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
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种植业方面，重点推动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在养殖业方面，重点实施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近年来，神州大地上，农村的
“绿色成绩单”越发亮眼，绿色种养
让农业的生态底色更加鲜亮。全国主
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46%，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认证的
农产品数量累计达到6.2万个。

通过治理农村生态环境，越来越
多地方的绿色发展动能日渐强劲。

土生万物，水泽众生。土壤和水
是人类文明产生、发展的根基，农业
农村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建设美
丽乡村，既是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
和田园风光，也是为建设美丽中国的
目标添砖加瓦。

上图：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淡竹
乡下陈朱村依山傍水，整洁的民居与
青山、溪流、田园相映成趣，构成一
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王华斌摄（人民视觉）
左图：游客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

市山前大道旁的鹿泉区岭底村的油菜
花海中赏花游玩。

赵永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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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美，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古代
中国，山水田园之所以能够自成诗派，正因
为它的清丽之景饱含诗意，它的恬淡生活令
人向往。

但长期以来，受农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和
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欠生态账”的现象在
农村屡见不鲜：种植业过度使用化肥农药，
养殖业产生的粪污尾水直排入河，生活垃圾
围村丢弃，生活污水随意排放……上述种
种，或许带来一时的便利，其害之烈却是有
目共睹。

应该看到，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
优势和宝贵财富。作为自然资本，湖光山
色、稻田麦浪既能愉悦当地村民的身心，又
是发展康养、旅游产业的“金字招牌”。作为
农业生产的基础，无污染的生态环境能为农
产品添上绿色的附加值。因此，保护乡村的
美丽生态，不仅能够发展“美丽经济”，还能
为村民带来美好生活。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整治面临着点多面
广、千头万绪的现实问题。要想为美丽乡村
绘就浓厚的生态底色，就必须用辩证眼光和
系统思维，面对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多
重挑战。举例来说，畜禽粪污的确是一种污

染，但若能进行资源化利用，科学适量施用
于田间，不仅能够减少化肥用量，防止土壤
污染，还有利于农村黑臭水体的控源截污，
让污染治理事半功倍。

在新型城镇化逐步走向成熟的当下，
更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相较于城市，乡村是一个自然属性更
强的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不能落下乡
村，美丽中国的画卷上不能缺少美丽乡村
这块拼图。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过程中仍存在大拆大建、形象工程等问
题。乡村美不美，关键在于是否解决了污染
治理和人居环境等核心问题，能否让村民有
较大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否则，流于形式的
建设只会让乡貌美景变得千篇一律，乡情乡

愁反而渐行渐远。
因此，建设好美丽乡村，既要发动广大

村民共同推进生态改善，协力维护生态环
境，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又
要因地制宜，合理制定环境整治的标准和阶
段性目标，同时要“慎砍树、禁挖山、不填
湖、少拆房”，精准发力，赢得实绩。

绿色生态绘到底，一村美景一村情。我
们期待着，美丽乡村建设能够在科学规划的
指引下，久久为功，攻坚克难，不断探索形
成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变美方案”，建立起行
之有效的乡村生态环境监管机制，让乡村从
一处美向全域美，从一时美向长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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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创
新探索“村庄整治、产业发展、合作开发、
集中安置”模式，让沿途有风景，村里有乡
愁，田野有产业。图为湖口县舜德乡灰山村
四组，风光如画。 张 玉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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