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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发展乡村就是在发展城市。乡村振兴不仅要让农村居民富起来，还要农村居民

幸福起来，增强农村居民生活获得感与幸福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重要支点。本文针对当前西北农村

居民住房安全、饮水安全、出行安全、垃圾和污水治理进行了分析，并对整治优化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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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ntryside is the found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not only make rural residents rich, but 
also make rural residents happy, and enhance rural residents’ sense of life gain and happiness.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fulcru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housing safety, drinking water safety, travel safety, garbage and sewage treatment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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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in Northwest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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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0 月 18 日，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标志着我国村庄地位的全面提升。

乡村振兴其总体要求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2]。要实现乡村振兴，首先是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只有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农村人们才能

美好生活[3]。人居环境是由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五个分系统构成的复

杂巨型系统[4]，是人类工作劳动、生活居住、休息游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其内容包括居住条件、

与居住生活有关的自然地理状况、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环境卫生状况、教育和文化氛围、社会习

俗等各方面。而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是指农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面临的集自然、经济、社会和人文环境

于一体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5] [6] [7]。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 年中央一号文》中强调，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短板，其中包括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扎实搞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

重点任务，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农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本

质是一条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的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道路，它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坚持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其根本特点在于

立足中国国情实际、关照中国乡村现实和珍重中国文化传统[8] [9] [10]。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方面还存在很

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是实现全

面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这一目标所不可忽略的一环[11]。农业、农村、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城市反哺农村是乡村振兴的出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包括农村居住环境、生态环境、文化环境、思想环境等。规划先行、农业优先，是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实

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只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村庄整体面貌提升、村民生活条件及环境改善、

村民能够感受到乡村生活治理水平提高，才算是实现了乡村振兴。农民是农村人居环境的评卷人，只有

农村人居环境让农民满意了，乡村振兴才算是迈出了一大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增进广大农村居民福祉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根本要求；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的有效途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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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12]。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现有

贫困县全部脱贫，农村居民对基础设施建设、饮水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和教育文化氛围的需求不断提高。 

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与现状 

尽管近几年通过集中整治与强化管理，以往污水乱排、垃圾满地、随便摆放杂物、违章建筑的现象

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我国村庄数量众多，受传统、地域、历史、当地风俗等问题的影响，目前部

分农村还存在着部分问题，其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1) 市政基础建设相对滞后 
与城市相比，村庄的基础设施要相对滞后。部分村庄的公共设施虽进行了硬化，但存在道路路面狭

窄，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差，导致使用时间不长就损坏。且在乡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中，部分乡镇

建设了医疗点，但村庄基本缺乏文化中心、垃圾收集处理设施、污水收集处理设置等必要的基础服务设

施。 
“空心房”现象依旧存在，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落户，导

致“空心房”。“空心房”影响村容村貌、存在安全隐患，浪费土地资源，不利于村庄各项工作的开展。 
2) 垃圾处理及污水排放方式不够环保 
农村垃圾主要包括农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在不焚烧农业垃圾后，基本都是将农业垃圾随意丢弃堆放

在田间山头、公路两侧，作物秸秆自然腐烂后随雨水流入河流，污染水体。生活垃圾基本建立了垃圾收

集和处理的流程，每天有垃圾场负责清运垃圾，但未进行基本的垃圾分类。且部分垃圾收集池由于人口

居住较为分散的原因，导致垃圾池布置的不合理，几乎成为摆设。 
农村污水处理主要是对生活污水、粪便污水、农业污水等进行的无害化、减量化处理，是保证居民

饮水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减少地表水、地下水污染的主要手段。农村地区由于污水排水量较小、排放

时间地点分散、水质情况复杂，污水排放设施简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对污水处理几乎为零。 
3) 居住空间不合理 
西北农村地区村庄建设布局散落零乱，住宅老旧。西北农村地区所特有的发展环境和地形地貌的制

约使得农村居民居住空间布局整体较为散落，布局粗放，土地得利用不够经济合理，缺少规划完备的绿

地系统，公共绿地面积非常小。且部分乡村存在“空心房”，通常来说“空心房”在乡村非常多见，比

如废弃的猪牛棚，以及已经摇摇欲坠、残破不堪的危旧房子，这些“空心房”基本都是土坯。 

4. 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的优化建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就是要规划先行，农业优先，要因地制宜、分类规划、精准施策。根据当地地理

信息、人文信息、民俗习惯、经济水平和农民的期盼，制定出既尽力又量力而行，让农民满意的规划方

案。使得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能只是一次性的，需要采取措施保证农村人居环

境的持续改善[13]。针对上述问题其优化方法有： 
优化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科学规划，规划要长远不能是一次性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整治与科学规划，离不开上级政府部门的统筹规划与合理指导。首先要了解上

级部门的整体规划方法，不能闭门造车。了解并理解上级部门的整体规划部署，可以有效解决设计过程

中规划没有针对性的问题，虽面面俱到但却容易忽略资金成本的限制；其次，要结合当地民俗风情、地

形结构、合理规划、统一设计，在尊重村民民意的基础之上，充分了解村民当前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尽

早规划，规划要有前瞻性，对于现有问题中，由于缺失规划而造成的，需进行补充规划。要建议村民建

造选址统一并具有当地特色的新房，提高村民居住环境。最后，根据“空心房”出现的原因、现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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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有针对性的、因地制宜的、循序渐进的进行整治。“空心房”整治有利于提高当地农村土地

利用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优化 2：垃圾与污水整治一村一案 
垃圾整治，要根据农村当地实际，建立方式多样的、接地气的生活垃圾处置方式。垃圾分类其目的

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做到物尽其用，减少垃圾处理和处理设备的使用，降低处理成

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垃圾主要分为农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两大类。针对农业垃

圾，要发展“循环农业”摆脱农业垃圾的困扰；针对生活垃圾，在设计规划中也要将分类垃圾桶规划设

计在内。垃圾分类不是只有城市需要关注的问题，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要树立垃圾分类的观念，其次根据

常见垃圾数量的不同，采用不同大小的垃圾收集设备，不仅可以节约资金，而且有助于分类。 
污水整治重点是对生活污水机械能整治，就是要根据农村不同区位条件、村庄人聚集程度、污水生

产规模，因地制宜地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方式一村一案。 
优化 3：村容村貌规划本地化 
通村组道路、入户道路设计规划是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民出现不便等问题。需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因地制宜选择路面材料。完善村庄公共照明设施，对于不同村庄规模、村民居住分布情况，建立不同密

度的公共照明设施。 

5. 结束语 

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有利于农村幸福家园建设，有利于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青山绿水、传统建筑、古村落、特色文化等非传统资源(软资源)已成为当今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成

为农村发展的新优势。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就是以保障农村居民住房安全、饮水安全、出行安全为

基本目标，以垃圾、污水治理为重点，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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