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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打造生态宜居的农村人居环境，既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也符合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宗旨。胶州

市铺集镇围绕生态宜居的目标，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包括环境治理成果巩固机制缺乏、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有待

提升、农村污水收集处理难度较大、农村垃圾分类管理比较粗放。为此，本文建议该镇要健全完善环境

治理成果巩固机制、加强宣传提升农村居民环保意识、加强农村水污染治理和管控、加强农村垃圾分类

工作精细化管理。通过相关措施的落地，将能够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体系，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水平，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为生态宜居的空间，也促进生态宜居型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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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ng an ecological and livabl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meets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rural residents. 
The Baiji Town in Quzhou City has actively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round the goal of ecological and livable living 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How-
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
ment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lack of mechanisms to consolid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
sult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rural residents, the difficulty of collecting 
and treating sewage in rural areas, and the relatively crude sorting and management of waste in rural 
communities.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own should improve mechanisms to con-
solidate the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engthen publicity to raise rural residents’ aware-
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and control of rural water pollution, and 
strengthen the fine-grained management of rural garbage sorting.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measures, it will be abl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onstruc-
tion system, enhance the level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level, provide ru-
ral residents with a more ecological and livable space, and als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ecological 
and livab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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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全面乡村振兴，在推动全面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生态振兴”是“五个振兴”之

一，农村生态振兴的核心是生态宜居，生态宜居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和要求。实现生态宜居的基础

就是要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居环境治理

思路，积极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新模式[1]。从学界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成

果相对较为丰富，比如国外学者阿尔布雷奇(W. Albreche, 1970)、沃星顿[2] (M. Worthington, 1981)、
Veldkamp [3] (2023)等，以及国内学者席北斗等[4] (2008)、郭跃文等[5] (2023)、卢智增[6] (2024)等，都在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方面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农村农业升级改造、农业可持

续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方式方法等角度提出了较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但是现

有研究中，立足生态宜居视角，并以某一特定乡镇为研究对象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而乡镇作为我国基层行政单元，生态宜居视角下的乡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对于构建生态宜居型社会有

着重要意义。位于胶州市西南部的铺集镇，近年来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探索出了一系列有益的

实践经验，也形成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现状来看，依然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需要重视并解决。 

2. 生态宜居视角下胶州市铺集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现状 

铺集镇位于胶州市西南部，地处胶州、高密、诸城三市交界中心，小镇建设发展迅速，被列为山东

省中心镇和青岛市小城镇建设重点镇，2022 年 4 月，铺集镇被确定为第三批山东省乡村振兴“十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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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创建乡(镇、街)。该镇总面积 122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达 3.5 平方公里，共辖 14 个新村(社区)、69
个自然村(居)。据 2023 年统计，共有居民 17,733 户，人口数 60,433 人，耕地面积 9.7 万亩。 

近年来，铺集镇紧紧围绕生态宜居的目标，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措施并

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2.1. 在对各村科学分类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 

对村庄进行科学分类，有针对性地采取人居环境治理措施。该镇在综合评估各村庄经济水平、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以及人居环境整治难度等情况的基础上，将所有村庄按照好、中、差的原则，划分为 A 类、

B 类、C 类等三个档次，截至 2023 年底，共划分 A 类村共有 23 个，B 类村共有 27 个，C 类村共有 19
个。其中，A 类村庄主要是指村庄经济水平较强、基础设施完备、村容村貌较好，并且村庄人居环境整

治水平整体较高，村内可视范围内基本已无明显的突出问题，仅存在部分细节问题(如污水治理、闲置空

场盘活、外围环境治理等)需要整治的村庄。B 类村庄则指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薄弱，村容村

貌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仍有部分长期存在的疑难杂症，如村内“四大堆”反弹现象

时有发生，垃圾积存、乱摆乱放、乱涂乱画问题较多，机制不健全等。C 类村庄则指集体经济薄弱、基础

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村容村貌整体较差，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整体水平长期较低、考核排名基本垫底的村

庄。在划分不同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各村庄类别和实际，进行针对性资源投入和整治提升。 

2.2. 以特色村庄为抓手开展村容村貌整治 

一是突出特色，打造“美丽乡村”样板。该镇以“美丽乡村”样板建设为重点，截至 2023 年底，全

镇完成美丽乡村建设 19 个、美丽移民村 3 个，累计绿化补植苗木 5.6 万余棵约 9.5 万余平方米，硬化农

村道路 24 公里，整治硬化裸露土地 10 万余平方米，新装路灯 830 余套，美化墙体 40 余万平方米，打造

重要景观化节点 20 余处，村容村貌整体水平比以前有所提升。二是因村制宜，开展微整治、精提升活动。

利用村庄“残垣断壁”、边角地块、闲置地块、路边街巷、外围场院等区域进行特色打造，结合村庄人文

历史变革和发展特色，聘请专业团队进行设计创意，倾力打造一批“微墙绘”、“微景观”、“微田园”、

“微苗圃”、“微广场”、“微花园”。比如该镇官庄村，因村制宜整治村外场院用地 5.5 余亩用于栽种

各类苗木花卉 3000 棵并打造环村绿化景观带约 4000 平方米，平整回收村内废弃宅基地 16 处、58 间约

3700 平方米用于文旅民宿和小广场建设，逐步开启了村庄美丽宜居和致富增收双提升、双促进的新局面。 

2.3. 积极开展四项整治行动 

该镇以“四项”整治为抓手，不断提高人居环境建设综合水平，其中，第一项是开展“四大堆”(粪堆、

草堆、土堆、垃圾堆)整治行动。持续清理村内四大堆，累计投入人力 7 万余人次，清理“四大堆”垃圾 15,500
余吨、河塘湾坝 240 余处、沟渠 500 余公里，清理畜禽养殖粪污、农业废弃物 140 余吨，基本实现所有村

庄内部“四大堆”动态清零。第二项是开展乱摆乱放定期整治行动。对村内乱堆放情况进行全面规整或清

理，并鼓励盘活利用村内空闲小地带、小角落，防止被个人占用乱堆乱放。第三项是开展生活垃圾整治行

动。截至 2023 年底，全镇已开展全域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 30 余次 1200 人次，累计清理生活垃圾总量达

24,500 余吨，开展全镇域及边界大片积存垃圾“无人机”巡查 2 次，完成环境卫生督办问题整改 7000 余

个。第四项是开展乱涂乱画动态“清零”行动。借助村庄网格化、常态化“日巡查”制度，划片分区，专

人负责，对村内杂乱线路、乱写乱画、小广告以及宣传横幅(栏)破损等现象及时发现及时整治。 

2.4. 建立健全考核奖惩体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分在整、七分在管”。为此，该镇建立健全两大考核奖惩体系，通过设立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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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播放黑镜头、签订责任状、会上作表态、排名挂绩效等方式，建立“问题有人查、整改有人干、落实

有人管”的督导考核机制，促进网格村庄形成自查自改和常态化保持的工作自觉。一方面，健全月度打

分排名制考核体系。采取第三方考评和环卫日常巡查相结合的形式，综合村庄工作开展、问题整改、明

查暗访等情况，每月对全镇所有网格村(居)人居环境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和打分排名。另一方面，建立“美

丽家园”积分制奖惩体系。以网格村(居)月度考核排名为依据，设立“美丽家园”积分奖惩体系，将每月

考核排名名次与网格支部书记、网格干部个人年终考核绩效挂钩。 

3. 胶州市铺集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问题 

尽管近年来胶州市铺集镇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但是从当地实际情况

来看，依然面临一些较为突出的矛盾和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3.1. 环境治理成果巩固机制缺乏 

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过程中，良好的治理成果巩固机制对于强化人居环境的长期改善有着重

要意义和价值[7]。但是从胶州市铺集镇情况来看，尽管近年在人居环境整治建设方面投入了较大的精力

和资源，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治理成果巩固机制，在很多村子，往往会出现环境治

理力度松懈、脏乱差“又抬头”等现象。而环境治理成果巩固机制缺乏的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缺乏常态化的监督、检查、通报、整改等机制，很多工作的开展都是“一阵风”，事后相关工作的衔接

度不高；另一方面是责任落实松懈，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尽管明确了相关责任人的履职范围、

履职要求，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责任落实不到位、履职效果不理想等情况，影响了治理

成果的巩固和进步。 

3.2. 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有待提升 

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农村居民既是受益对象，也是参与主体之一[8]。只有农村居民能够

有效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工作中，才能够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目标有效达成[9]。而且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牵涉的工作中，绝大部分都和农村居民息息相关，只有农村居民能够积极参与、主动维护，

才能够提高农村环境的生态宜居水平[10]。但是从铺集镇现状来看，很多农村居民环保意识较为缺乏，

在农村，焚烧秸秆、生活污水乱排乱放、生活垃圾随意抛掷等现象时有发生，给农村人居环境带来了负

面影响。 

3.3. 农村污水收集处理难度较大 

在铺集镇可以发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该镇下辖乡村相较于城镇地区，群众居住地分散，工业场地

也比较分散，基本没有污水收集管网等环保基础设施，农村污水管道土建安装质量不易控制、维护管理

困难，且存在水量、水质不稳定等问题。因此，该镇不少农村地区自来水费收缴困难且标准较低，代收

的污水处理费也无从保障，导致污水处理工程运行费用缺口较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长期运营缺少持

续的财力支持。此外，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管理困难，导致污水处理效率较低。 

3.4. 农村垃圾分类管理比较粗放 

垃圾分类管理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环节。然而在铺集镇下辖的很多村庄，相对城镇地区，

没有较完善的生态环境治理基础，在农村垃圾分类管理过程中，粗放式管理仍然是不可忽略的问题。虽

然目前提倡垃圾分类，但是在制度方面并没有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同时，垃圾分类对于农村基础设

施提出了一定要求，但是目前很多村庄的基础设施满足不了需求，也出现了很多和垃圾分类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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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如铺集镇涝村、沙北庄、罗家村、辛屯村及青冢泊村等村庄，目前在村庄内都缺乏相应的垃圾分

类处置设施，仍然采用传统的垃圾回收装置。 

4. 生态宜居视角下胶州市铺集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对策建议 

4.1. 健全完善环境治理成果巩固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动难、巩固更难，只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实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常态长效。为此，本文结合我国其他地区农村的一些先进经验，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可以推行早晚“五六七”网格工作法抓“点”落实。“五六七”工作法即五点巡街发现问题，六点碰

头研究问题，七点现场解决问题。村支部书记大范围巡查，党小组长定范围巡查，从巡查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建立问题台账，确保日事日清、日事日毕，形成一套完善的问题解决工作体系。二是在村内推

行“徒步行、随手拍”一线工作法，抓“线”推进。包村领导每月巡查一轮、新村指导员和新村党委书记

每周一次每月一轮、网格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每天一次每旬一轮全方位多角度巡查，发现问题随手拍下

并上传到网格村人居环境整治群，督促村内及时整改及时反馈，形成上下“一条线”抓推进。三是推行

“四纵六横”全域工作法抓“面”统筹。“四纵”即党委政府牵头抓总、包村领导和新村指导员部署动

员、新村(社区)组织实施、网格村具体落实，形成层面体系；“六横”即包村领导、新村指导员、新村党

委书记、网格支部书记、包村干部、网格党小组长实行“六级包一级”，形成点面体系。通过纵向横向交

叉互联成面，推动整体工作责任层层分解到位，任务落实落地落细。 

4.2. 加强宣传提升农村居民环保意识 

正如上述，农村居民既是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受益对象，也是参与主体之一。只有农村居民能够有

效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工作中，才能够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目标有效达成。为了能够切实调动

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环境建设的积极性，从乡镇一级政府到村级组织，都要加强宣传和动员，提升农村居

民对于人居环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确保能够有更多的农村居民自觉、自发进行环境保护，摒弃不良的

生活生产习惯[11]。在宣传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好宣传渠道的多元化利用，要通过村广播、宣传栏、乡

村故事会、明白纸、微信群，以及乡镇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多种渠道，发布有关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常

识、义务。尤其是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创编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环保主题的小短剧，让农民能够更加

容易吸收和理解。同时，还要组织相关人员进农户、进田间、进村镇企业，开展面对面的宣传和讲解，增

强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要将宣传和监督相结合，在将环境保护的有关责任义务宣传并告知农村居民

后，要通过开展广泛、常态化的监督，确保农村居民能切实落实好相关责任和义务，使其能够真正成为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一员。 

4.3. 加强农村水污染治理和管控 

一是要强化农村水源保护红线管控。要进一步划定和明确水源保护红线，完善基础设施，健全保护机

构，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开展农村水源红线保护情况专项巡查及执法检查等行动。同时，持续完善乡村水

源保护红线保护机制，出台乡村水源保护红线管控办法，强化责任体系、监测评估、监督考核、政策激励

等制度[12]。二是强化农村水域生态保护机制。要针对农村地区实行更为严格的水域保护，建立并落实农村

水域巡护、排查、预警机制，缓和生产生活和水质保护之间的矛盾，提高水资源的整体质量。同时，加强

资金投入，完善农村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提高农村污水治理综合能力。三是要完善水资源损害赔偿制度。

要在农村地区持续推进水资源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完善乡村水资源损害赔偿制度，健全水资源损害赔偿

方面的政策制度、评估方法和实施机制，加大造成水资源损害的企业和个人的违法违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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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加强农村垃圾分类工作精细化管理 

首先，从村委会负责人到村小组组长要组织相关活动，认真学习目前关于垃圾分类的一系列政策、

办法，以及当地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引导建议，开展对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学习和讨论，切实加强对各类

规定的熟悉程度和领会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领会垃圾分类的价值、意义，真正理解在推行过

程中的重点难点。其次，要加强管理办法方面的设计，比较好的、可行的方式是在现行的村规民约中加

入相关内容，并组织村干部、村民不断学习相应内容，转变观念、更新思维，有效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垃圾分类管理对于基础设施还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增加一定的资金投入，

对原有的农村垃圾桶进行一定的改造，使其能够满足垃圾分类管理的要求。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农村

垃圾处理专人专岗，为垃圾分类工作的常态化开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5. 结语 

乡村生态振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立足生态宜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

村战略的重点任务，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体现，可以充分、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切实提高农村地区的整体卫生水平，促进

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生态宜居的视角来看，目前很多基层乡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方面，虽然倾注了一定精力并采

取了一定措施，但是从现状来看，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本文所研究的胶州市铺集镇，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建设方面就存在环境治理成果巩固机制缺乏、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有待提升、农村污水收集处理难

度较大、农村垃圾分类管理比较粗放等明显问题。为此，本文建议该镇要健全完善环境治理成果巩固机制、

加强宣传提升农村居民环保意识、加强农村水污染治理和管控、加强农村垃圾分类工作精细化管理。 
通过相关措施的落地，将能够更进一步完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机制，提高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效果，

使得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为构建生态宜居型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希望通过本文研究，能够揭示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促进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水平的提升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吴柳芬.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演进脉络与实践约制[J]. 学习与探索, 2022(6): 34-43.  

[2] 王学真, 高峰, 公茂刚, 国外生态农业发展及对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启示[C]//和谐∙文明∙发展∙进步——山东省

社会科学界 2005 年学术年会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12-114.  

[3] T.A. Veldkamp. 农业、生态系统与环境[M]. 阿姆斯特丹: 爱思唯尔, 2023.  

[4] 席北斗, 魏自民, 夏训峰.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M]. 北京: 新时代出版社, 2008.  

[5] 郭跃文, 曾云敏.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6] 卢智增.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协同治理研究[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4.  

[7] 马小琴. 湟源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及对策研究[J]. 农村实用技术, 2024(1): 113-115. 

[8] 叶大凤. 杨祯奕. 李悦涵. 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参与方式的创新探索[J]. 领导科学论坛, 2022(5): 89-94. 

[9] 李小玲, 刘华涛. 多层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状及问题分析[J]. 农业经济, 2023(12): 54-57. 

[10] 叶小青.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2023.  

[11] 李楯. 新型“环境-生态”政策的思考[J]. 同舟共进, 2014(8): 47-48. 

[12] 李杰. 多元主体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研究——以商河县 J 镇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

大学, 2023.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11315

	生态宜居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路径探究
	——以胶州市铺集镇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of Pathwa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from an Ecological and Livable Perspective
	—Taking the Baoji Town in Quzhou C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生态宜居视角下胶州市铺集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现状
	2.1. 在对各村科学分类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
	2.2. 以特色村庄为抓手开展村容村貌整治
	2.3. 积极开展四项整治行动
	2.4. 建立健全考核奖惩体系

	3. 胶州市铺集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问题
	3.1. 环境治理成果巩固机制缺乏
	3.2. 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有待提升
	3.3. 农村污水收集处理难度较大
	3.4. 农村垃圾分类管理比较粗放

	4. 生态宜居视角下胶州市铺集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对策建议
	4.1. 健全完善环境治理成果巩固机制
	4.2. 加强宣传提升农村居民环保意识
	4.3. 加强农村水污染治理和管控
	4.4. 加强农村垃圾分类工作精细化管理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