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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相关部门在对土壤污染进行防治时，需要消耗较高的

成本，而且防治周期长、难度大。这是因为我国工业在发

展的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废气和废水，对土壤造成了大面

积的污染，此外，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户不合理地使用

农药和化肥现象普遍，加重了土壤污染程度，提高了防治

难度。所以，要想在新时期对土壤污染问题进行有效防治，

建设美丽新中国，就需要以新时期生态环境建设目标为指

引，对土壤污染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寻找出土壤污染

防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土壤污染防治的方向进

行明确，确保能够提高土壤质量。

一、土壤污染的特点

1、积累性

土壤会自我净化轻度污染，因此人们不能及时判断土

壤污染程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加重土壤的

污染程度，土壤当中的营养成分会逐渐消失，土壤就不能

供养植物生长，甚至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土壤中的有害

物质也会转移到植物体内，影响生态系统。另外，在污染

物质渗入到土壤中之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使

土壤污染的治理难度有所提升。

2、隐蔽性

我国土地面积广阔，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延伸性，人们

不能及时发现深埋在地表下的污染源，必须要借助先进的

检测仪器才可以检测土壤污染问题，这就使土壤污染具备

了隐蔽性的特点。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发现土壤污染，那么

就会导致不能及时防治土壤问题，对水体、动植物造成一

定的影响。

3、不可逆性

土壤污染的积累性和隐蔽性与土壤污染的不可逆性有

着直接的联系，土壤污染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根

据调查可以得知，土壤污染的治理难度较大，不仅会对土

壤的原有结构造成破坏，同时也会使土壤质量受到影响，

更严重者，还会对大气和水体造成严重污染。到目前为止，

我国在土壤治理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换土或者是对土壤

进行冲刷，但是如果土壤的污染面积较大，那么实际操作

的难度就会提升，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会提

高财力消耗，因此，土壤污染预防比土壤污染治理更为重

要。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总体进展

近几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过程中最看重的

问题就是土壤污染防治，国家在对美丽中国建设进行评估

时，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土壤环境，各地区也开始深入落实

土壤防治污染决策，确保能够保护人们的居住环境，提高

农产品的质量，稳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1、建立健全土壤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土壤污染防治法规体系的

建立，并且为了填补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空缺，

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同时，政府部门修订了《农药

管理条例》，并且重新修订了管控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相

关标准，严格按照标准来控制肥料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含

量。我国建立的土壤环境法规体系可以对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的开展进行全面指导，确保土壤污染防治效果能够有所

提升。

2、有效推进土壤污染基础调查和信息共建共享

为了能够对我国当前的土壤污染情况有全面的了解，

我国政府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范围调查，全面了解我国土壤

的污染情况和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此外，并对我国行业

企业用地污染情况进行了重点调查，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

果。另外，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土壤环境监测网的建设，

基本能够全面覆盖所有土地类型和主要农产品产地，建设

现代化的土壤环境信息管理平台。最后，我国相关部门已

经能够实现土壤环境数据的资源共享。

3、不断强化工农城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到目前为止，我国各地区已经开始对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进行监管，并且，对于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集中地的

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完善各地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清单。

另外，政府部门也应该重点排查和整治重金属行业，按照

制定好的计划来整治不正规的垃圾堆放点，强化对工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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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堆放场所的整改。最后，积极开展农药、化肥的使用

量控制工作，对在农业生产当中所产生的废弃农膜和农药

包装进行回收处置，并且对于污染源头进行有效防控，可

以保证土壤环境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土壤环境风险防

控工作的开展提供先决条件。

4、日益完善土地资源利用的环境安全保障体系

我国农业农村部组织曾经召开了相关会议，对于防治

土地污染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进

行全面部署，对各地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应用工作进行指导，

确保可以对相关技术措施进行安全利用，保证防治土壤污

染的相关工作能够全面落实下来。此外，建立和完善相关

管理机制，对污染地区进行安全开发和利用。当前，绝大

部分省市已经对土壤污染风险防控和修复名录进行了建设，

并且，政府部门应该对在人口密集区建立的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进行搬迁和改造，确保能够有序开展土壤污染监管

工作，对因为污染地开发、利用不合理所引发的安全事件

进行消除。

三、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在新时期的推进思路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深入落实美丽中国建

设政策，并且，贯彻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法》，有效改善我

国的土壤环境，加快净土工作的持续推进，建立完整的土

壤污染防治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1、持续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

在对于土壤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进行完善的过程中，

相关部门应该充分了解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在新的社会时期

所拥有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标准

规范进行不断完善，同时，也应该借助于监管机制来对土

壤污染的责任方进行确认，按照法律法规来进行土壤防治

工作，借助于法律的约束来强化对土壤环境的治理。另外，

应该积极探索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运行模式，通过多种渠

道来筹措资金，确保能够进一步推动土壤防治工作的开展，

对相关单位的活动进行规范，确保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方

法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

2、提高土壤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准

在土壤环境管理体系当中，监管能力是最薄弱的环节，

所以应该将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体制和考核体制的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将政府的责任全面落实下来，以确保能够

全面推动土壤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借助于土壤环境监管

机构来强化土壤环境治理水平，使土壤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有所提升。此外，应该重点关注土壤环境监管执法内容，

并将其作为环境治理体系当中的关键，使各地区的土壤环

境监管能力能够得到全面提升。另外，还需要为各地区配

备先进的检测仪器，对各级管理部门的土壤环境执法能力

进行专门培训，借助于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

来全面应用土壤环境监管技术，实现全领域的监管。

3、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综合成效

相关部门应该重点排查重点区域的土壤污染原因，对

于污染源头进行追溯，这样才可以有效整治污染源，避免

在土壤当中掺入污染物质，在检测农用地的土壤污染情况

时，应该对土壤环境的质量进行明确划分，并且应该了解

污染农用土地的原因，这样才可以采取措施对污染来源进

行针对性的防治，切断污染途径。此外，相关部门应该建

立完整的企业产业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并且在企业内部建

立自行监测制度，这样才可以对企业污染排查工作的落实

进行指导，避免泄露、流失有毒物质，对土壤造成严重污

染，同时，也应该重点监测行业企业的周边环境，对园区

周边的土壤进行检测，建立完善的土壤污染风险监管体制，

强化对土壤污染的防治。

4、分类管理和科学防控农用地

各级政府应该对区域内的土壤污染进行有效防治，充

分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对该地区的工地进行保护。

此外，政府部门也应该对该地区适合种植的农产品进行筛

选，选择合适的农作物种植区域，有效管控污染风险。对

于不同区域、不同的作物种植类型和作物的种植方式进行

科学管理，对受污染耕地进行安全利用，从而能够强化对

农产品安全的管理，保证提高土壤安全利用效果的稳定性。

四、结束语

当前我国的土地污染形势严峻，提高了治理工作的难

度，因此，国家应该建立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从源

头开始治理土壤污染问题。此外，相关部门也应该严格遵

照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借助于现代化技术来治理土壤污

染问题，使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可以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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