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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农村地区的河流、渠系和

池塘等的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统称

[1]

，是农村居

民生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

。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不

断增加，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农村水环境日趋恶

化，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2

年，十八

大报告指出，农村水环境整治不仅仅是落实科学发展

观和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实现生态文

明的需要。

2013

年

1

月，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大力整治农村水环境，改善

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进而为实现区域和

流域水生态文明、保障流域生态安全提供支撑。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的基本载体和重要组

成部分

[3]

，是实施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重要举措

[4]

。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城市经济的快速

发展是以牺牲农村水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多年来农村水

环境污染问题一直被环境保护工作所遗漏

[5]

。 水生态文

明建设客观要求对农村水环境进行整治，农村水环境整

治符合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且与水生态文明建设是

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本文以实现区域水生态文明为

落脚点，以农村水环境整治为抓手，基于水生态文明内

涵分析农村水环境整治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联系。 在此

基础上阐述水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农村水环境存在的

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措施，为推进农村水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依据。

1 ¯'·�̧ fi�œ�‹̨ ˜̂ �‰¤�Ł·����˜̨ �̊�

农村水生态文明建设是保障农村水生态安全、饮

用水安全和水环境质量安全的必要环节，对区域水环

境治理和水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产生最根本影响，同

时间接影响着区域水安全和水景观，对于落实水管理

和宣扬水文化又有着直接联系，进而为实现区域水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支撑。

1．1

农村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水环境问题

据调查，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村所占比例不

足

5 %

[6]

， 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重要的环境基础

设施欠账严重，污水任意排放、垃圾随意堆放的现象十

分普遍，导致农村水环境污染严重、土壤质量下降、生态

遭到破坏，其中水污染问题尤为严重

[7]

。农村水污染问题

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污染、 畜禽养殖污染、农

药化肥污染、水土流失污染、水产养殖污染和农村工业

污染。

（

1

）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污染是农村水环境恶化

的最直接污染源。 据调查，农村污染排放已经占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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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中

COD

占

43 %

，总氮占

57 %

，总磷占

67 %

[8-10]

。

由于农村生活污水及其污染物的无序排放、固体垃圾

的随意堆放，导致村塘水环境恶化，水生态服务功能基

本消失。

（

2

）农药化肥利用率低。 一般来讲，农药施用后约

80 %～90 %

流失在环境中

,

化肥施用后

60 %～70 %

进入

环境污染水体和土壤。 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后，残留物

通过径流会进入江河湖库中，导致水环境污染

[11-12]

。

（

3

）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

来源之一。 目前，

90 %

以上的畜禽养殖场没有污水处

理设施，污水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后直接进入水环

境中，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

[13-14]

。

（

4

）水土流失污染相对较大。据调查，全国耕地面积

占总土地面积

13.7 %

，而水土流失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

水土流失面积的

33.3 %

，土壤流失量占全国的

66.7 %

。

随着水土流失，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水环境，导

致水环境污染日趋加重

[15]

。

（

5

）水产养殖污染日益加重。 水产养殖污染主要包

括未被鱼类摄食的饵料、鱼类排泄物和残留鱼药等。 研

究结果表明，饵料中有

10 %～20 %

直接溶于水中而未被

摄食，

75 %～80 %

的氮和

60 %～75 %

的磷以粪便和代谢

物排入水环境

[16]

。 残存饵料和排泄物的逐渐累积，引起

水体自净能力下降，导致水质恶化和水体富营养化

[7]

。

（

6

）农村工业企业污染不容乐观。 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部分小型工业企业由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并分

散于各乡镇。 由于农村地区企业业主环保意识不强，废

污水排放监管力度不大，导致废水未达标排放，造成水

体污染。

1．2

农村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水安全问题

农村水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居

民生活质量、防洪治涝安全以及农业生产安全具有重

要的影响，水安全问题是农村水生态文明实现的重要

环节。

（

1

）饮水安全和生活安全受到威胁

[17]

。 随着农村水

环境质量不断下降，饮用水安全和生活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 据调查，中国农村有近

7

亿人的饮用水中大肠杆

菌超标，约有

1.8

亿人的饮用水受到了有机污染；而且

由于农药化肥等物质的广泛使用，许多地方的地表水

和地下水已经不适宜饮用

[8-10]

。

（

2

）村塘河道不断淤积，防洪治涝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 由于农村和农业固体垃圾的随意堆放，大量的固体

废弃物随着地表径流进入村塘和农村河道，导致村塘

河道淤塞，河道断面逐渐变窄，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的

防洪排涝能力。

（

3

）农业生产安全受到威胁。 农村水环境是保障农

业生产发展的基础

[18]

。随着农村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

度不断提高，农村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农业生产用

水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19]

。

1．3

农村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水管理问题

农村水环境管理体制建设基本上处于空白，尽管

水环境治理有多部门投资，但投资额度小并且分散。 农

村居民水资源保护意识薄弱。

农村水环境管理体制缺失，水环境监测与评价滞

后，水环境整治水平较低。乡镇级别环保机构缺失，管理

体制建设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1]

。同时，农村水环境监测

统计资料缺乏，无法对农村水环境质量状况进行全面、

定量的评价

[19]

。 目前，尽管水利、农业、环保、财政等部门

都有一定资金投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但由于各部门之

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资金投入相对分散，直接影

响了农村水环境整治水平的提高。

2 ¯'·�̧ fi�œ�‹̨ ˜̂ �‰¤�Ł·º̊ '

农村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农村水环境

进行整治。 农村水环境整治对于农村防洪排涝、生态环

境建设至关重要，也是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饮

水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要事。 实施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

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

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保障粮食安全

[20]

，进而对促进区域

水生态文明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2．1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加强农村水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运用多种媒体、介

质或发放水资源宣传手册，举办水资源节约与保护和

环保主题等活动；提高农村居民对农村水资源、水环境

与水生态保护的意识，调动公众积极参与农村水环境

保护；开展节水教育活动，使节水课程进入中小学课堂，

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解决农村居民水环境

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

2．2

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水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

多渠道争取和筹措资金，整合水务、农业、环保和

财政的资金，加大对农村环保的投入，加强加快污水集

中收集与处理、垃圾收集转运与处理等基础工程建设，

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

2．3

加大农村污染整治力度，推广农村污染整治技术

生活污水采取集中收集、人工湿地处理模式。 固体

垃圾和地表径流污染治理则依托地方的管理机构，采

用村收集

-

镇集中

-

县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置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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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由专职管理人员定期进行垃圾的收集与处理，尽

量减少对村塘和河道的堵塞、污染和影响。大力发展生

态养殖，减少畜禽养殖污染，并采取生态处理技术做到

养殖废水达标排放。建设生态农业，减少农药化肥的施

用量；根据面源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不同阶段，分别在源

头区、沟渠和湖滨带采取高效节水和科学施肥手段、生

态处理技术

[21]

和人工湿地生态处理技术。实施高效集约

型水产养殖模式，减少饵料饲料的投放量；在水产养殖

区建设生态处理工程，采用人工湿地等技术对水产养

殖区废污水进行处理，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或者达标

排放。 加大农村工业企业的监督管理，对未达标排放的

工业企业实行限期整治；对于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要

坚决关停，促进乡村工业污水的达标排放。

2．4

加强管理体制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不断健全和完善农村水环境整治专项工作的组织

机构和职责，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任务，部门间整体联

动，建立健全科学、切实可行的长效监督管理机制，提

高农村水环境质量。通过对农村水环境保护人才的培

训提高相关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强农村

水环境污染的调查和监测，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

治理措施，促进农村水环境的治理与保护。

2．5

完善农村水环境管理的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

制定适合农村水环境自身特征的环境保护方面的

政策法规和管理规范，明确农村水环境污染防治工程

建设、运行、管理、资金使用、监督和考核等内容，研发

适合农村地区水环境治理的技术，并将相应的设计规

则、操作规范等上升为标准化的技术规范，进而保障农

村水生态文明建设。

3 ‰Æ��

农村水生态文明建设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符合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需要。 加强农村水生

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对于水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要作

用，对于保障农村水安全和水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支撑

作用。 它能改善农民生存、生产、生活环境，保障农村居

民的饮水安全，也对区域粮食安全、饮水安全和生态安

全具有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实现区域和流域水生态

文明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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