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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随着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经济条件不

断提升，农民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也成为了农村中的重中之重。浙

江省作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发源地，从 2015 年

开始实施千万工程具有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也在整体

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也在 2020 年跟随党的方针政策继

续不断提升，浙江省提出了高水平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百日攻坚”行动方案，深入实施浙江“三农”工作

“369”行动，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改

变乡村样貌。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龙上村作为“龙门秘

境”景区的中间村落，群山环绕，自然资源丰沛，随着

“龙门秘境”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龙上村民宿行业发

展迅速，为了更好的利用自然生态环境，使龙上村旅游

业得到持续长久的发展，龙上村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目前整治情况成效显著，但仍旧

存在村民环境治理意识薄弱、参与度不高，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不完善、监管考核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由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国外在发展工业促进经

济增长初期忽视了环境问题，所以发达国家对于农村环

境整治问题的关注要比国内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

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果。大批学者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

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第一，环境整治的概念、政策保

护和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上世纪六十年代，卡森（1962）

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提到了工业不断发展带来的

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与美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相关

性，文中指出环境的不断破坏会对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

影响，而在破坏之后想要再想要对环境进行恢复，则需

要花费的成本是巨大的 [1]。“人居环境科学”是二战后由

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提出的。与传统的建筑学不同，它

关注的不仅仅是建筑和都市的问题，而是从三家村开始，

从城市的各个尺度和各个层面入手，直至整个人类的居

住环境。自此人居环境问题研究初具雏形。

中国在这方面起步时间较短，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在对农村环境整治概念的解析方面，彭

震伟、陆嘉阐述了农村人居环境体系的构成和影响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的各种要素，建构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

层次及其主要内容，提出农村人居环境体系的建设必须

统筹城乡发展体系，并应纳入到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大背

景下进行整体的规划 [2]。于法稳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是党中央和学术界都十分重视的热点问题，它不仅对

农村生态系统、农业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也直接

影响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他还提到，良好的人居环境

对村民的寿命有正面的影响 [3]。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可以得到，政策因素和经济

因素是影响农民参与的主要因素，由此引申出的村民信

任、道德、文化等因素在各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对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的参与积极性。

三、存在问题

1. 村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度不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农民参与度可以从农民参与的

程度和频率表现出来，在对本次调研的问卷数据的分析

中可以看出，有 45% 的农民主动关注并参加过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55% 的群众并未参与过。在龙上村农民

参与频率方面，除 50% 的人从不参与外，仅有 10% 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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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会经常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由此可见，在龙上村

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普遍度不高且频率也不高。

2. 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不完善

垃圾处理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来说与农民的生活有着

极其紧密联系。从问卷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重要性方面，55% 的村民表示生活垃圾的处理是最

重要的，其次是污水治理有 25%，最后是乡风民俗，仅

占 1.7%；在参与治理活动方面，95% 的民众参与过生活

垃圾的处理，55% 的村民参与过污水的治理，乡风民俗

有 22% 的村民参与过。由以上两项数据可以得出，生活

垃圾在农村人居环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其

重要性。

高虹镇要求村上做好垃圾处理的前端处理也就是垃

圾分类，但据我们看到和问卷中关于“每周垃圾分类次

数”的回答，61.9% 的村民一周会分类 5-7 次，23.8% 的

村民一周分类 3-4 次，但也有 9.5% 和 4.7% 的村民仅分类

1-2 次或从不分类；在中端清理方面，村中干部虽然表

示政府每年会补贴 10w 元左右进行垃圾车和清洁人员的

工资等日常开销，但是更多的村民表示，家中分好的垃

圾，最后在清运的时候，也会全部倒在一起，所以前端

的分类就算实行的不错，在最后的清运中也没有得到有

效的处理。我们也通过问卷分析得出在垃圾的终端处理

方面，66.7% 的村民并不了解最终的垃圾去向，最多的

也就知道在两村之间有个大的垃圾中转堆放场所。仅有

28.5% 的知道填埋的方法和 4.7% 的人知道有堆肥的垃圾

处理方式。可以看出，龙上村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还较

不完善，甚至存在较大的缺陷。

四、对策

1. 对村民主体进行教育和培训，完善农民参与

农村是村庄的主体，在村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对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的维护主要看村民主体，人居环境

整治的效果也与村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首先要做的

就是提高村民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认知程度，这需要

政府和村干部对村民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使村民

了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对自身

的益处。因地制宜的开展线下的教育活动，比如在村中

举办重阳晚会，通过表演节目的方式将人居环境的理念

和重要性告诉村民；也可以用上村中的大喇叭，定期进

行宣传讲解；村干部和党员同志承担起先锋模范作用，

对年纪较大不方便出门的老年人进行上门讲解、入户采

访等形式。

在激发村民参与动力方面，要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在完善优化考核机制的基础上，学习其他

模范村的激励机制如烟头兑换生活用品、积分奖励。对

积极参与整治活动的村民不仅要给予物质上的奖励，精

神上的奖励也必不可少，如对积极参加活动的村民进行

记录，在村中的大会上进行表彰；但也要有相对性的惩

罚机制，将村民的不良好行为如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

车辆乱停、牲畜养殖不规范等行为列入村规民约，对其

进行硬性的罚款，以达到一定的惩罚效果，保持村中环

境的良好。

2. 完善制度建设，加大资金投入

当前各级政府仍在环境整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制

度的建设也需要以政府为主进行完善。政府需要深入基

层，了解当前农村主要的环境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

了解当前村民的诉求，而不是为了应付上级政府的检查

而建设一些与村民诉求无关的指标性建筑，确保拨款的

专项性，使政府的支持能真正使村民收益，加大各部门

的协同合作治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服务性，明确政府

“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建立健全与农村环境相关

的政策制度，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效果，使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效果可以维持。

政府的加大资金投入不仅仅是给钱而已，它还需要

在人才、技术方面提供支持，引导并鼓励企业和社会资

本的投入，以龙上村为例，村里进行“龙门秘境”景区

的建设，和其他两个村合作，吸引了很多民宿老板和攀

岩企业，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对农村

环境的维护带来了一些资金上的支持。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振兴中有着重要的地

位，也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文研究所依据的各项数

据由于调研存在一定的不足对结果存在一定的影响。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为是一项长久的，持续性的内容，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村民三方长久合作，不

断思考不断研究的，仍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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