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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山区农村环境现状调查与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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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在发展山区农村经济的同时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是当前广大学者和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

一。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对粤北山区和平县热水镇的环境状况和公民环境意识进行了入户调查。 调查结果

表明 ,该镇经济水平较低 , 暂无工业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不显著 ,但生活垃圾乱倒 、乱堆现象相当普遍;能

源利用方式原始 ,清洁能源利用率不高;化肥 、农药等过量施用现象比较严重 , 造成的污染不容忽视。依据

调查结果建议:找准切入点 , 加快启动农村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 、改水改厕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 大力推进

生态农业和特色村的建设 ,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 , 加强农村环保教育 , 建立农村环保监测与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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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co-envi ronmental pro tection in the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fo cused the concerns of numerous scholars and public communities in recent years.This study investig ated

the eco-envi ronmental status and civil envi ronmental consciousness of Reshui Town , Heping County , N orth

Guangdong through face to face interview s w ith a quest ionnaire.Results showed tha t the economic develop-

ment level in the study area w as low and the area did not have any industry po llution.The solid w aste pol lu-

tion w as insignif icant , but random dispo sal of domest ic rubbishes w as ubiquitous.The energy utility method

w as primordial and the clean energy use rate w as low .The excessive use of fe rtilizers and pe sticides w as quite

serious and the re sulted po llution could no t be ignored.Acco rding to the investig ated results , the follow ing

sugge stions w ere ar rived:fi rstly , faci li tat ing the const ruction of rural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inf rast ruc-

tures such as sew age t reatment sy stem , rubbish co llection and disposal sy stem , and improvement of lavato-

ries and drinking w ater;secondly , facilitating the construction o f eco-ag riculture and characte ristic vi llag es;

thirdly , spreading the use of clean energy;and last ly , st reng then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fo rew arning systems in rural areas.

Keywords:rural area;environmental pollution;public investigation;conservation suggestion

　　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在当前还是一个薄弱环

节 ,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山区。目前 ,广东省北部山区

的整体环境较好 ,调查显示东江干流河源段的水质在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基本达到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

标准 I类标准 ,水质良好[ 1] 。2006—2008年的环境质

量公报显示 ,东江干流河源段水质仍然良好 ,达到国家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
[ 2]
。总的看来 ,这些地方

的环境问题暂时还不突出 ,鉴于广东省经济发展战略

的转移 ,这些地区的经济在未来将发展较快 ,所以在

利用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的同时如何兼顾保护

好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由于工业污染相对较少 ,这些地方的农业面源污

染问题比较突出 ,农村面源污染的产生与“三农”问题

即农业 、农村 、农民问题密切相关 ,与农村生态环境的



改善也息息相关[ 3-5] 。为此在对研究区(热水镇)环境

状况的调查及公民环境意识调查的基础上 ,主要针对

研究区农村生活引起的面源污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选择了位于粤东北山区的热水镇作为研

究区域。该镇隶辖于河源市和平县 ,地势低洼 ,属于

盆地地形 ,居民区沿河分布 。热水镇由九连山环抱 ,

俐江水环绕 ,环境优美 ,生态资源丰富 ,有穿山甲 、野

猪 、野鹿 、娃娃鱼 、挱椤等珍稀物种;南湖村有死火山 ,

因此温泉资源丰富。大部分农民主要种植水稻 ,近年

来开始种植水蜜桃 ,全镇暂无工业污染 。近几年开始

发展生态旅游 ,辖区内有近 10 km 的漂流河段 ,但居

民环保意识薄弱 ,垃圾乱扔乱倒 ,上游建造的水库为

追求经济效益 ,时常控制水流 ,造成旱季河水量极少 ,

下游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劣 。

2　研究方法

本调查设计“广东省典型地区农村面源污染情况

调查表”一套 ,共 40题 ,包括封闭型问题 35题和开放

型问题 5题。封闭型问题是针对提出的问题给出若

干可能的答案 ,让被调查者选择认可的回答 ,以了解

不同认识的分布状况;开放型问题则提出问题 ,但不

列答案 ,完全由被调查者凭自己的意愿去回答 。内容

涵盖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 、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及农

村环境状况等。

调查时间在 2008 年初 ,对热水镇的 5个管理区

进行入户调查 ,与村民零距离接触 ,在对研究区的自

然地理 、社会和环境状况获得充分认识的同时 ,完成

有效调查问卷 195份 。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 ,热水镇农民普通家庭的常住人口

在 3 ～ 7个人之间 ,家庭年收入一般都在 0.5 ～ 2.0万

元 ,只有少数家庭年收入达 3 万元以上 ,农户人均年

收入不足 5千元 ,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农村地区相比 ,

研究区域农户的生活处于中下水平 。农户的家庭收入

来源主要是务农(54.6%)、外出打工(31.3%),有极少

数人以养殖业(9.2%)为生。在家庭经济支出方面 ,

36.6%的家庭最大的经济支出是日常花销;29.3%的

家庭最大的经济支出为孩子的教育费用 ,说明村民重

视子女的教育;29.3%的家庭最大的经济支出为建房 ,

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 ,说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没有改

变;另外4.8%的家庭最大支出为生产和医疗。

3.2　家庭主要燃料和饮水

由于热水镇山地的占地面积大 , 调查发现有

78.5%的被调查家庭是以木柴为主要燃料 ,11.6%的

农户主要使用液化气为燃料 ,使用煤和电等其它燃料

的不到 10%,特别是清洁能源沼气的普及率很低 。

以柴为主要燃料的家庭每户每日大约要用掉 10 kg

的柴 ,对日益枯竭的森林资源存在潜在的破坏 。

同时由于地处山区 ,调查发现 90%以上的村民

饮用水多为自建的“自来水” ,其水源是以村或村中若

干农户为单位在山中建起的收集泉水的小型水池 ,一

般只经过自然沉淀而没有过滤和消毒 ,饮用水的卫生

安全难以保证。

3.3　固体废弃物

调查结果显示 ,热水镇的主要固体废弃物是生活

垃圾和农作物秸秆 ,以及少量的养殖业垃圾。由表 1

可知 ,有 52.4%的农户生活垃圾随意倒在路边 、沟边

或河边 , 22.5%是在有遮雨棚的地方定点堆置的 ,

15.2%的是露天堆置 ,这两种堆置后都是做农肥入

田 。就农作物秸秆的处置问题上 ,大部分的农户选择

就地焚烧还田作肥料 ,少数拿回家做牲口的饲料。调

查发现大多数的农户都会饲养一些家禽 ,其中养鸡的

农户占了 74.9%,养鸭的农户占了 12.6%,数量在

10 ～ 30只不等 ,然而有 48.3%的农民没有养牲畜 ,有

23.1%的农民养猪 ,剩下的就是养殖牛 、羊以及其它

牲畜 ,如繁殖小野猪。家禽和牲畜的粪便处置上 ,大

部分的农户采用定点在有遮雨棚的地方堆置 、做肥入

田 ,少部分直接利用 ,无乱弃路边河边的现象。

由此可见 ,该地区的主要垃圾问题是生活垃圾 ,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生活垃圾的专门

收运和处理处置系统 ,所以田头 、路旁 、水边以及干涸

的河道等成了天然的垃圾场。

表 1　研究区主要垃圾种类及处理方式

种 类
处理方式/ %

随意倒置 就地焚烧 露天堆置 有遮雨棚堆置 直接再利用 其它

生活垃圾 52.4 0 15.2 22.5 0 9.9

农作物秸秆 6.5 74.5 0 0 12.1 6.9

畜禽粪便 0 0 3.2 80.9 10.8 0

206 　　　　　　　　　　　　 　　　　　　水土保持通报　　　　　　　　　　　　　　　　　　　　　第 30 卷



3.4　厕所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 ,该地区农户有 45.8%是使用室

内水冲厕的 ,室内厕所清洁 ,但室外粪便收集设施简

陋 ,最终的污水与粪便大都直接或间接地通向河流 ,

粪便中的大量的病原体污染了水源 ,威胁了人体健

康 , ;还有 36.1%使用有顶棚的室外旱厕 ,室外旱厕

构筑简陋 ,清除周期长 ,容易滋生蚊蝇;剩下的小部分

农户使用他人的室外旱厕 。根据调查的统计结果 ,水

冲厕的化粪池都是三格化粪池存储的 ,处置情况为

50.3%的是直接排入附近河流的 , 29.3%的农户定时

清理化粪池 ,做农肥入田 ,还有 20.4%的不定时清

理。该地区尚无完善的污水管道 ,粪便及污水经由管

道入统一的小区内的化粪池的比例几乎为零 。调查

结果也显示使用室外旱厕的农民中有18.6%的农民

打算维持原状 ,倘若政府有补贴将考虑改造成水冲

厕 ,只有 9.2%的农民自愿个人负担改造 ,其他人认

为维持原状是比较保守的方法 ,他们之中多数需要粪

便回田做肥。

3.5　生活污水

研究区农村房屋一般是沿河建设 ,没有统一的生

活污水收集与处理系统 ,污水基本上是直接排放到房

前屋后的河流 、地面以及下渗到土壤中 ,对周边土壤

和水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 。调查结果显示 ,农户日常

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的比例最大 ,占 58.2%,这

不可避免地会直接污染地表水;其次有部分不住在河

边的农民将生活污水排入简易下水道中 ,占 25.7%,

污水的最终流向还是河流或者渗入土壤 。

3.6　农业生产中的面源污染

研究区正在发展旅游业 ,农户的耕地面积逐年减

少 ,调查结果显示每户农民的耕地一般在 0.033 ～

0.133 hm2 ,每户平均耕地大约为 0.067 hm2 ;农户的化

肥使用量在 25 ～ 50 kg 的占总调查户数的 35.3%,在

50～ 100 kg 的占 32.3%,还有部分在两者之外的范围 ,

由此估算出每户的化肥用量约在 50 kg ,这大大超出了

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所设置的

225 kg/hm2的安全上限[ 4] ,化肥利用率低 ,流失率高。

调查发现该镇使用的农药品种相似程度惊人 ,乐

果 、敌敌畏 、杀虫单 、杀虫双和甲胺磷以及除草剂等几

种农药几乎是农户必备的农药 。根据实际情况 ,每年

以上农药的使用量大约每种 2 ～ 8瓶之间 ,用完后未

经任何处理就把农药包装物随意丢弃或者和生活垃

圾放置在一起 ,甚至扔到溪水和河流中 ,将导致严重

的水体污染 。另外 ,调查发现该地区农用薄膜的使用

量比较少 ,大多数农户每年使用量在 10 kg 以下 ,且

使用之后会回收后再利用 。

3.7　农民的环境意识

农民作为农村区域的主人 ,其环境意识强弱对农

村环境的影响起决定作用。然而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

居民收入相对低于城镇居民 ,因此他们可能更多的是

关心经济发展而忽视农村生态环境。据研究 ,发达国

家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 10%,则居民对环境质量的

需求上升 4%[ 6] 。

调查结果显示 ,农民对现在自己生活的农村环境

感觉很好的占 9.2%,认为较好的有 23.0%,觉得环

境一般的有 40.8%,还有 20.7%的农民认为较差 ,还

有 6.3%的农民感觉很差。同时大多数农村居民认

为自己的行为并不能为改善环境做出贡献。因此 ,在

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就出现“室内现代化 ,室外

脏乱差”现象 。

4　山区农村环境保护建议

通过本次凋查研究 ,对研究区热水镇的环境现状

及公众环境意识有了一定的了解。该镇处于粤北山

区 ,自然资源丰富 ,但经济水平低 ,暂无工业污染;该

镇固体废弃物污染不显著 ,但生活垃圾乱倒 、乱堆现

象相当普遍;该镇能源利用方式原始 ,清洁能源利用

率不高;该镇化肥 、农药等过量施用现象比较严重 ,造

成的污染不容忽视 。

热水镇地处东江水源保护区 ,东江肩负着香港 、

深圳 、东莞等多个大城市的供水功能 ,其水源水质要

求高 。对于这样一个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没有工业污

染的小镇 ,怎样保证其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是一个非

常急切的任务 。

4.1　找准农村环保切入点 ,加快启动农村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

我国农村地区农民环保意识薄弱 ,对身边生态环

境重视不够 ,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应该

从政府层面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系统 、垃圾

收集与处理系统 、改水改厕等基础工程建设 ,使污水

和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理 ,切断水体污染源 。针对农村

地区生活污染物相对比较简单 、经济实力及技术手段

欠缺等特点 ,因地制宜地开发推广人工湿地 、氧化塘

以及其它一些成本较低的污水处理技术
[ 7]
。例如 ,多

水塘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技术 ,它主要利用农田—沟

渠—水塘独特的景观结构改变养分的运移形态以及

运移途径 ,使养分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循环利用 ,可以

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8] 。

4.2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和特色

村建设

农村环境保护要把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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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染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 9] 。要

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积极开展生态农业建设 ,结

合特色旅游项目开发 ,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

食品和有机食品 。少用或不用有机农药 ,科学施肥以

提高肥料利用率 ,减少农药 、化肥带来的农业面源污

染。同时 ,热水镇地热和水资源丰富 ,要树立“经营村

庄”的理念 ,要把推进村庄整治建设与开发温泉 、漂流

等乡村休闲旅游资源有机结合起来 ,合理开发利用自

然资源 、客家文化等 ,发展茶果采摘 、客家农家民俗体

验等“农家乐”特色休闲项目。

4.3　转变能源利用方式 ,推广农村节能技术和清洁

能源的使用

从调查可知 ,当地农民主要以烧柴为主 ,沼气 、太

阳能等清洁能源使用率极低 。另一方面又有 74.5%

的农民将农业秸秆就地焚烧 ,这既是一种浪费 ,又会

对大气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热水镇水力资源丰富 ,

浰江河热水河段可供开发水电资源近 10 000 kW ,现

已开发水电资源不足 50%。研究区地处中亚热带季

风气候区 , 年均温度约 20 ℃, 年均日照时间超过

1 700 h ,太阳能资源丰富 。

根据研究区的现状和区域优势 ,首先应积极推进

农村生产生活节能 ,推广省柴灶;其次应大力发展农

村沼气 ,推进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推广以沼气

为纽带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 ,有利于解决农业生产中

长期存在种养分离 ,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分离造成的

农业效益低 、农民收入低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 10]
。可

考虑合理利用当地的果园 、草山资源 ,畜养走地鸡 、鸭

等禽畜 ,用禽畜粪便和农业废弃物来发酵产沼气 ,发

展具有良好生态 、经济效益的果畜沼复合经营模

式
[ 11]
。研究区域气候温和 ,无霜期长 ,可实现全年大

部分时间出气 ,另一方面禽畜产品也可作为当地旅游

的农副特产加以开发 。此外还可推广电能 、太阳能等

其他清洁能源使用。

4.4　加强农村环保教育 ,建立农村环保监测与预警体系

农民是农村环境保护的主体 ,也是最直接受益

者 ,调查显示仅有 1/3的农民感觉自己生活的农村环

境很好或较好 。由于研究区经济相对落后 ,农民环保

意识薄弱 ,经常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提高收入而

无意识地牺牲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应通过环保

部门 、环保志愿服务组织对农民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

教育 ,发挥农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另一方面环保部门应着手建立农村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 ,系统开展农村河流水质 、耕地土壤 、大气和农

产品等的污染水平检测与预警 ,让当地农民直接了解

自身生活环境的污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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