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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生态环保扶贫示范村的几点思考
张媌姮， 孙炳彦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本文针对生态环境部在定点扶贫县（河北省围场县和隆化县）打造生态环保扶贫示范村的实践， 提出进一步

搞好示范村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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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在脱贫和乡村振兴中注入 “绿色” 基

因， ２０１８ 年， 生态环境部从围场县选了 ４ 个、 从隆化县

选了 ３ 个不同生态类型、 不同资源禀赋、 不同发展程

度、 不同代表性的典型村落开展生态环保扶贫示范村

（以下简称 “示范村”）建设， 以期通过试点示范， 探索

出一条绿色脱贫与绿色振兴的路径， 总结出行之有效的

技术方案和管理措施， 推而广之。

１　 示范村建设有力推动了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

速度和效果， 助力实现脱贫成效

　 　 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各方帮扶力量和贫困地区人民

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示范村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成效。
１ １　 进一步统一认识， 强化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

环境问题的重视

示范村建设极大地统一了思想认识， 尤其是村 “两
委”， 转变了他们认为生态环境保护是 “有钱后想的

事” 的观念， 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就是精准脱贫

的重要内容， 对其重要性达成了统一认识。
示范村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县级党委政府对农村环境

问题的重视。 围场县长亲自督阵， 直接指派了主管农业

农村工作的副县长牵头负责， 由县农业农村、 住建、 发

改、 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共同组建了农村环境治

理专班， 形成了现场决策的办公机制。 副县长带领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别走访了 ４ 个示范村， 在村委会边听

取工作汇报边决策安排相关工作， 现场办公、 部署， 大

力推动了农村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１ ２　 进一步统筹协调， 整合涉农项目和资金， 推动了

农村环境中共性问题的落实解决

通过示范村建设， 有效地将涉农项目和资金进行有

机整合， 从县级层面整体落实解决相关问题。 比如两县

的农村生活垃圾问题， 不仅是示范村的问题， 更是全县

农村的共性问题。 隆化县采取了全域农村生活垃圾第三

方治理模式， 所有行政村生活垃圾实行 “村收集、 镇转

运、 县处理”。 该县还引入了有机肥生产企业， 全县建

立了 ４ 个畜禽粪便收集站， 统一收运、 处理， 解决了畜

禽粪便治理问题。 围场县由于面积大、 住户分散、 山地

林地多、 地处水源地上游， 垃圾填埋处理能力非常有

限， 所以全县正在大力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 准备用

源头减量的方式缓解垃圾问题。 目前全县集中为各村配

备了垃圾桶、 垃圾转运车， 下一步将为各村设立 ３ ～ ５
个垃圾中转站。 各村垃圾靠水冲、 靠风刮等 “各显神

通” 现象即将终结。
１ ３　 进一步提质增效， 推动产业发展成效初显， 为绿

色振兴打下基础

为了实现产业生态化，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生态

环境部对两县 ４７ 个贫困村进行了土壤有机检测， 其中 ４
个示范村都具有发展有机农产品的种植基础。 有机农产

品认证需要经过 ３ 年的时间， 一旦有机产品认证成功，
届时将有效带动贫困户增收， 同时也将促进县农业结构

调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
除了发展有机产品， 其中一个示范村借助区位优

势， 发展特色农产品（玫珑瓜）种植。 由于当地生态环境

良好， 对生产条件要求十分 “挑剔” 的玫珑瓜现已挂

果。 该产业的引入， 贫困户不仅通过流转土地获得了部

分收入， 还吸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 成熟后的销售收入

将壮大村集体经济， 村民也会有一部分可观的分红收

入， 脱贫致富效果明显。

２　 示范村建设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难点

２ １　 基层各方在农村环境整治方面还没有完全形成示

范村建设的同向合力

示范村除了村 “两委” 班子， 还有从省级直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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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调人员组成的驻村扶贫工作队， 协助村 “两委” 脱贫

攻坚， 以及生态环境部定点帮扶团队根据需要进行专项

帮扶。 目前， 在生态环境部定点帮扶团队的大力推动

下， 大家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非常关注并达成共识， 但

进展较慢。 村镇、 县和各方帮扶力量没有形成 “一起

干” 的同向合力。 以围场县为例， 县级党委政府面临的

现实问题： 一是财政吃紧， 开展农村环境治理覆盖面有

限。 围场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 １０ 亿元， 全县每年的固

定支出 ４０ 亿元， 剩下 ３０ 亿元的缺口几乎全部来自中央

和地方的转移支付。 而有些拨付资金需要县里配套才能

使用， 所以某些钱只能 “存在账上”。 二是缺乏权威、
专业的科学决策支持。 比如示范村的畜禽粪污治理， 生

态环境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卫生健康部门各自出了方

案， 到底用哪种方案？ 各部门之间无法形成统一意见，
只能停留在 “走程序”。
２ ２　 缺少适宜于当地的环境治理技术， 个别 “好政策”

不好用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是垃圾、 粪便和污水。 就目

前情况来看， 这三方面问题不少。 就围场县而言， 垃圾

处理方面， 围场县农村地广人稀、 山地森林多， 大部分

村都面临着垃圾 “没处去” 的尴尬。 围场县只有一个垃

圾填埋厂， 目前已经超负荷。 有试点的小型焚烧厂， 由

于运距的问题， 只能解决个别村的垃圾。 如果建垃圾焚

烧厂， 全县垃圾量不够， 日常运维费用难以承受。 一些

低温磁化等垃圾处理设备耗电量高， 操作复杂， 设备运

行不太稳定， 急需技术突破。 在牲畜粪便处理方面， 对

于山地较多、 海拔高、 气温低的村， 急需技术支持。 村

民养殖分散， 规模不等， 少的 ３ 头或者 ５ 头， 多的 ７０
头左右， 粪便集中收集有一定困难， 且收集后没有销

路。 村里几乎都是林地， 没有种植， 没有消纳需求。 要

想把大量的粪肥施用到林地里， 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

力才能完成山地施肥作业， 对于普遍高龄的农村劳动力

而言， 只能 “望肥兴叹”。 改厕方面， 双瓮式厕所在围

场县有些 “水土不服”， 由于海拔高气温低， 有的村年

平均温度零下 １ 度， 冬天更是高达零下 ４０ 多度， 冻土

层厚 ２ ５ 米。 双瓮式厕所到了冬天全部冻住了， 因为不

能水冲而无法使用， 老百姓都用作了仓库。 污水处理方

面， 中央设有专项扶贫资金开展污水处理的试点， 但政

策要求污水处理装置只给贫困户配备， 非贫困户不配。
由于污水处理装置需要用电， 对于贫困户来说， 家里人

少， 污水量不大， 加上舍不得用电， 平均到第三天就不

用了。 反而是村里一些大户， 污水产生量大， 愿意用也

有能力用， 却没有 “资格” 用。
２ ３　 村民环保意识和基层党组织“实力”还需要进一步

提升

通过示范村的建设， 普遍发现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不强， 主动性不高。 在与村委会沟通的过程中发现， 不

止一个村提到 “向老百姓收垃圾费比较困难， 都由政府

负责他们没意见， 要让他们自己花钱就有意见” “养牛、
养猪都不愿意迁到远一点的地方” 等。

村 “两委” 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的战斗堡垒作用非

常重要， 在脱贫致富、 环境整治、 乡风建设等方面具有

很强的带动引领作用。 同为贫困村， 都是示范村， 村容

村貌却差别较大。 有些村自发开展了环境卫生的治理，
并初步建立了简易的垃圾分类机制， 但有的村依然脏

臭， 他们认为 “城里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垃圾分类问题，
在农村进行垃圾分类不现实， 当务之急还是脱贫任务”。
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村 “两委” 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的思

想认识有较大关系， 只要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无论穷富都会想方设法进行治理改善； 另一方面还与其

工作威望有关。 这里的工作威望很大程度取决于村里集

体经济收入情况。 如果村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来源， 或者

资金量较小， 村 “两委” 在村里的威信和对村民的激励

约束能力就较弱， 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推动村集体事务

的发展。 如果本村有较充裕的集体经济来源， 就能够自

主开展一些评比、 奖励活动， 对村民自治能力的影响也

会相对较强。

３　 绿色脱贫与振兴的对策建议

３ １　 进一步提高认识， 强化组织领导

组织贫困县领导深入学习 “两山” 理论， 把农村生

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进一步健全贫

困县的脱贫振兴领导小组工作机制， 把农村生态建设与

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领导小组工作议程， 完善农村环境治

理的工作制度， 如会议制度、 现场办公制度、 定点帮扶

制度等。 研究建立驻村工作机制， 加大对村里的人才支

持力度。 建立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机制， 确保农村的生态

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差。
３ ２　 建立一支可以依靠的科技队伍

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 内行成立贫困县科技顾问专

家组， 或者与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建立协作关系， 为贫

困县示范村的具体问题把脉问诊、 对症开药， 选准绿色

脱贫振兴的切入点， 提高投资效益， 防止出现花钱办不

好事的情况。
依靠这支科技队伍， 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 如

到东北高寒地区调研目前改厕后冬天不能水冲的对策措

施等。
３ ３　 环保产业开发研究向贫困地区倾斜

针对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农村环境问题， 有针对性地

研发治理技术， 将科技论文写在农村环境治理上。 针对

围场和隆化县示范村人口稀少、 布局分散、 海拔高、 气

温低的特点， 解决供水、 污水、 水源地保护治理， 生活

垃圾处理处置， 厕所改造等问题， 解决山区林地多的情

况下的禽畜养殖污染问题。 加大有关环保产业（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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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针对性研发和成果转化。
３ ４　 进一步增加和扩大示范村试点内容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汇期， 增加试点内容。 一

是增加或扩大经济政策、 环境管理工作试点内容。 比如

小范围开展农村绿色信贷、 绿色保险政策试点， 通过经

济手段撬动农村环境治理和产业发展。 比如针对农村民

宿、 餐饮等新兴商业体在垃圾、 污水等方面的排放量进

行统一管理， 以及环境管理如何深入到人口稀少、 区位

偏僻的贫困山村等。 二是在有条件的示范区增加发展集

体经济的试点内容。 比如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集体成员身份确认， 促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 探索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推进集体林权改革； 探

索家庭经营、 集体经营、 合作经营、 企业经营等共同发

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及如何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

心作用， 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集体资产

的保障机制。
３ ５　 分步设定示范村的建设目标

首先， 针对示范村的不同情况， 解决村里突出的环

境问题。 如针对垃圾、 污水、 畜禽粪便的处理技术进行

试点， 通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工作， 比选出最佳的技术方

案。 其次， 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为抓手， 推动村里的乡

风文明和生态宜居建设， 逐渐探索建立适宜农村生态环

境质量管理的治理模式。 最后， 在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的基础上， 提升乡村的绿色家底， 打造乡村绿色

产业。
３ ６　 大力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利用各种场合或机会， 利用各种媒体或宣传工具

（如印发宣传材料和宣传版面）， 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

识， 开展农村环保普法下基层、 环境科普下乡等宣传教

育活动， 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素养、 环境

意识和环境保护知识， 培养村民践行绿色生产生活的行

动自觉， 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能力。
３ ７　 各级政府加大对生态型贫困县的政策支持

建议进一步加大对生态型贫困县的支持力度， 省市

级政府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类项目的设计立项时， 要充

分考虑贫困村镇的财政实力， 对于贫困县尽可能配齐项

目资金， 针对性地免除地方提供配套资金的要求。 建议

生态环境部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示范村的垃圾处理政策

等， 从根本上解决垃圾 “去哪儿” 的难题。 加大对农村

环境的污染监管， 将农村生态环境逐渐纳入督察执法等

考核内容。 建议中央全面客观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县的生

态价值， 建立生态转移支付标准， 尤其是要建立横向转

移支付制度和标准， 避免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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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在线投稿系统已建成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上线。 作者可登录期刊网页： ｈｔｔｐ： ／ ／
ｈｊｋｄ． ｃｂｐｔ． ｃｎｋｉ． ｎｅｔ， 点击 “作者投稿系统”， 按照相应程序完成注册后进行在线投稿。 我刊不再接收邮箱投

稿； 目前邮箱自动回复也同步发布了该公告， 请投稿作者根据自动回复公告， 在线上再次提交稿件。 系统使用

过程中遇到问题， 请随时与编辑部电话（０１０－８４６３４２４１； ０１０－８４６６５６２１）直接联系。 在此感谢广大作者和读者一

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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