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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乡村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是随之乡村生态环境却没有明显改善，

甚至有些地区还出现新的环境问题。这与环境监测力度，机构建设以及城乡环境监测工作要求等都密切

相干。为了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的生态化可持续化，农村环境监测应该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助力

乡村振兴的发展。本文分析环境监测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当前农村环境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及乡村振兴的

制约因素，提出了未来农村环境监测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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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ural economy has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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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ut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even new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emerged in some areas.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ru-
ra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vitalization, rur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h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
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moni-
toring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roblem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the restric-
tion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focus of future rur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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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及工业化的进程，乡村污染的特点是农村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

与工业污染叠加，同时城市和工业污染加速向农村转移的现象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基础薄弱[1] [2]。本身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容量相对较小，农村生态环境恶化[3]。因此加强对农

村环境的监测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和建设生态文明农村。当前农村集体经济未真正形成，农业生产也被

边缘化，空心村，老龄化等也限制现代农业的发展[4]。经过几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攻坚工作的实施，

这有所好转，但是发展仍然是粗放型，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没有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生态经济产

业链。本文主要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环境监测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探寻乡村振兴战略中环境监测的保

驾护航作用。 

2. 农村环境监测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农村环境监测与乡村振兴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两者都是美丽生态和现代化农村的必然选择[5]。
随着城镇化及城市环保要求和意识的提高，很多企业逐渐向中西部及农村这些环境监管低洼地和环保意

识差的地区转移，在此过程中加强环境监测工作可以有效限制企业污染，提高企业的环保责任感。主要

通过重点乡村污染企业监管、结合惩罚手段和激励制度引导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

乡村经济建设和发展，推动农村绿色产业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5]。因此，农村环境监测已迫在眉睫，

关系到农村振兴的成败，也是“两山理论”和“双碳行动”践行的要求。 

2.1. 农村环境监测护航乡村振兴的实施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做实、做细、做好，为上级管理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和详

实有力的技术支撑，服务“十四五”期间的乡村振兴战略。通过监测了解县域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质

量状况和变化趋势，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防范村庄环境风险[1]。 

2.2. 乡村振兴为农村环境监测提供新契机和新任务 

乡村振兴为农村环境监测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也要求优先保证农村生态环境，针对乡村地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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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建设农村特色化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如特色农家乐、农村特色景点游(温泉等)、特色乡村观

光园、现代农业等。乡村振兴不是以牺牲环境来谋求发展，同时对公共财政方面优先支持农村的生态环

境治理。因此乡村振兴对环境件提出新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任务。 

3.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现状 

农村环境要素对农产品生产数量和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更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我

国农村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受制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自然生态状况不容乐观。

一些农村正逐步地由山清水秀变成污水横流、黑烟弥漫、臭气熏天的污染重灾区。2) 污染源主要来自生

活垃圾、畜禽养殖和工业污染[6]。3) 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缺少污水处理设施，导致农村环境

日益恶化[7]。4) 农村环境监测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结构性、趋势性压力仍处于高位，5) 农村环境保

护机构建设相当薄弱，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却十分薄弱，环境监管能力

严重不足[8]。 
依据徐州市农村环境公报内容为例，徐州市 2020 年农村水环境现状如下：1) 村级生活污水治理覆

盖率仅 46%，约 2147.53 万立方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农田和周边水体；2) 农业面源污染方面化肥用

量达到 54.17 万吨，化肥使用量超过使用警戒的 2 倍还多，造成的生态污染占到全市 39.62%；3) 秸秆还

田达到 80.7%，离田仅 19.2%，秸秆腐烂污染农田水体，水质化学需氧量浓度高达 290 mg/L，对农村生

态河道水质影响极大；4)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94%，但未严格落实“防渗、防雨、防溢流”措施，水

产养殖设施底部沉积大量排泄物和饲料，随清塘尾水进入河道。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最终指向农村水生

态环境[9]。 

4. 农村环境监测中存在问题 

随着乡村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的进行，农村环境问题依然很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农
村环境监测监管问题，2) 环境监测实际工作开展中存在问题，3) 农村污染因素多样化问题。 

农村环境监测监管问题：质量监管不足，污染源监督管理不足，农村环境整治监督不足。农村数量

多监测任务量大、环境监测监测点代表性不足、检测指标不全面等。如下图 1。 
 

 
Figure 1. Major problems in rur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图 1. 农村环境监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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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实际工作开展中存在问题，如监测点位发生更改，地表作物改变频繁，在采样过程样品的

代表性降低，农村数量多，采样数量的少，造成最终监测结果的真正代表性不足。 
农村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多样化问题。造成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较多，主要包括自然和人为两个方

面。如季节和区域性空气污染，生产生活垃圾处置、乡镇企业污染危害较大、畜禽养殖业粪便污染，农

药、化肥使用量较多，利用率偏低。监管及治理难度等方面更大，治理周期也更长[10]。乡镇企业的污染

可以加强监督管理，但是农村的畜禽养殖业粪便污染，农药、化肥使用量较多，利用率偏低等问题。 

5. 农村环境监测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环

境问题，如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农业生产污染、外来工业污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缺失导致生态环境破

坏等。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乡村，要求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协

调发展。必须加强农村环境监测、提高农村环保意识和社会参与度，以期更好地加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生态环境整治[11]。 

5.1. 农村环境监测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助力 

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提升，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乡村振兴的直接体现。乡村生

态环境的情况直接影响广大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升，也关系到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更是美丽乡村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农村环境监测监管，通过梳理农村企业、种植、养

殖等行业，相关基础设施的提升，结合乡村环境监测数据，优化乡村振兴中突出的问题[2]。通过环境评

价和指标分解科学合理的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依据，主要融合助力模式如下图 2 所示。 
 

 
Figure 2.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 2. 环境监测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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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乡村振兴中环境监测未来的主要任务 

第一，生态文明的宣传。能通过加大农村环保意识的宣传教育，培育人民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树

立生态文明理念，并将生态文明思想教育融入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农村环境监测

是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第二，引导乡村振兴中乡村环境建设。针对我国农村污染企业治理薄弱、农村产业落后的问题，乡

村企业污染严重，乡村企业监管不足等。顺应可持续发展经济属性的要求，开展乡村生态系统保护和整

治，防污治污等方面的建设，构建生态绿色乡村，构建乡村绿色生态产业链[12]。如，加大对乡村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分类整治力度，农村的厕所革命，再就是农村污水管网的设计等。 
第三，加强环境监测实施和监督。完善乡村环境监测的机构设置及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农村环境监

管设施和机构，提高基层环境监管能力，完善基层政府环境检测监督功能，有效引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与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助力决胜农村全面建成小康[12]。在此基础

上，创新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和相关考评机制。促进乡村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应加大监督力度，完

善治理机制和相关考评机制。如，建立绿色 GDP 考核机制及新乡村环境治理机制；建设形成城乡环境监

管一体化机制。 
第四，创新环境监测方式手段在乡村振兴中作用。在现代化的乡村环境监测过程中，遥感技术及大

数据技术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更好服务于乡村环境监测的更有效、更准确的反应[13] [14]。提高环境监测结

果对乡村振兴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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