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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生活垃圾所存在的污染问题及其影响
新的生活垃圾类型涌入农村，难以处理。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深入推进，农村经济得到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得
到改善，许多城市商品涌入农村，给农村带来了新的垃圾污
染。让本就垃圾处理不易的农村地区加上新负担。

生活废弃物品部分处理不当。一些村庄生活垃圾随手乱
扔，有的人直接扔在路边挖的渠道里；还有的人露天焚烧垃
圾，给空气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长此以往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污
染，垃圾所滋生的细菌蔓延和焚烧而产生的有毒气体也将危害村
民自身的身体健康。

垃圾回收点超负荷运转，缺乏分类投放。垃圾回收点垃圾
堆放有时过于集中，并且无垃圾分类的有效处理，各种有害无害的
垃圾堆积在一起。有的垃圾流入农田当中，致使农作物受到危害，
每到年春，农民播种都需要清理农田，造成了多余的劳动成本。

农民对于主动清理垃圾的积极性不高。对于已产生的垃圾，
不是依赖自然，如大风、暴雨将其吹走或流走；就是依赖他人去
清理，有时往往还会造成邻里纷争，谁也不愿意去搞。

2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原因分析
农村社会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和设施来对垃圾进行分类进行专

业化处理。目前，我国在一些大城市试行垃圾分类，一方面需要
对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懂的人在垃圾桶
旁指导和监督。但像农村地区，垃圾的有害性远大于城市，尤其
是些农药、化肥等，就更需要专业的人进行指导和相对应的设备
设施来运输和处理。但这方面人才和设施都缺乏，难以开展此类
工作。旧的垃圾尚未处理妥帖，新的垃圾又快速涌入，可谓是“难
上加难”。农村居民不会正确处理，乱丢乱扔或自行以其他方式
处理就难以避免。

部分人群受惯性影响思想观念难以扭转，拒绝改变。当今
社会，许多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农村剩余的是大量老龄人口。长
时期以来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下，老龄人口众多，长期和垃
圾“共存”，久而久之就不闻其臭，“当垃圾不再是一个特别的
存在时，农民也就难成为垃圾问题解决的当事者。只有当村民,
能够认识到垃圾问题不仅是直观上的环境劣化,更是对他们自身
生活系统的破坏,才有可能触发切实的环境行动[1 ]。”所以说
生活垃圾的污染可能是环保部门宣传力度不够，居民未能充分
理解。也很有可能农村居民由于长时间的惯性，嫌麻烦或某些
原因而拒绝改变。

每个农村居民的劳动成果很多时候显得很微小，又能共享他
人的成果。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
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
则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集
团利益[ 2 ]。”埃利诺·奥斯特罗姆也说过“人们对集团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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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微不足道，同时能‘搭便车’共享他们的成果”。这样一来当
农村生活垃圾不断堆积，人们就越加不愿意去处理，而是仰仗着
他人和自然来处理。有的时候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理垃圾
的动力很是不足。

3 　防治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对策
增派管理领导者和垃圾处理人才以及建立递进性质的奖惩机

制。国家要给出良好的福利待遇，激励和派遣更多的管理和垃圾
处理方面的人才前往农村地区，长期稳定的工作奉献。不然每次
来的领导没多久就走了又换，好的领导方案难以贯彻执行，也难
以问责。比如下一个领导可以说上一个领导没做好，自己是来收
拾其“烂摊子”的，这样一个怪一个，难溯其源。同时，对于生
活垃圾处理恰当的村民按照贡献给予奖励，而做的不好的应给予
递进性的惩罚。这样能更好的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和消除大家心
里的不平衡，从而更好地维护农村的生态环境。

以参与式学习代替填鸭式教育。对于村民相应的政策宣传、
垃圾污染的危害普及等必不可少。但我们不能仅仅的只是机械地
灌输知识，孔子曰：“学而时习之。”即学习了之后就要去进行实
践，从而检验学习的成果。管理者应带动农村居民参与到环境保
护当中来减少垃圾污染。让人们直观地体验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所
带来的益处，并让其充分享受良好的环境，这样方能促使村民持
续长久地保护环境。

加快农村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增加垃圾回收点，让村民们
错峰扔垃圾。要对不同的垃圾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让垃圾处理
专业化。还要提高垃圾运输的效率，这样垃圾堆满能及时运走。
加上错峰扔垃圾，从而减轻垃圾回收点的负荷不能及时处理而产
生恶臭。

建立有效的发声渠道。“当‘低效’的制度化表达渠道使社
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相应程序得以“放大”，从而难以有
效触发政治系统的认知和相应环境政策输出。”让那些要为农村
生活环境污染发声的人得以充分表达，并且得到回应。形成一种
村民自主进行的监督，这远比上级派来的人更能接触到真实情
况，也节约人力资源。

4　结语
农村生活垃圾的污染虽难以得到根治，但只要我们不放弃

治理，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可行的个性化方案。
如此一来，也将为整个农村的生态环境做出巨大的贡献，实现农
村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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