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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践行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要求。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但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拿出一定的措施以应对建设良好的农村生态文明。本文主要通过对祥云县农村在建设生态文明困境问题

进行分析,对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以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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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

诸多的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布局,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新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继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又明

确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

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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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彰显出我们党对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

程度,也表明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性。近年来,祥云县加速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壮大

工业经济实力,工业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局面。然而,

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诸多的生态问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一定的考验。 

1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1.1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实行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若得

不到深入地分析和妥善地解决,势必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影响我

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必须探寻符合乡村实际的路径,立足于各地的

优势和特色,补全农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短板,逐步在乡村振兴中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1.2优美的生态环境可以让农村发挥出巨大的振兴潜力 

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生存的外部空间,我们依赖于我们的环境,因此,我

们要平衡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建设好农村生态环境,将有利于把更多优

秀的人才和技术引入农村,对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加快

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中国梦的基石,也是农村地区迈向文明

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我国是以农民为主导的国家,农民经济发展的快慢直

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进程。但近几年来,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经济

建设、文化建设发展落后,农民对资源保护意识薄弱,这离建成小康社会还

有一定距离,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能刺激农村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加

快农村生态文明程度,对生态环境加大保护措施,让自然资源在满足当代

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的满足需求的能力。 

1.4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构成危害的发展,农村生态文明是农村发展进步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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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

最终目的,追求的是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相处的局面,在此基础之上力求经

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态势。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

能优化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进而加快乡村

振兴步伐,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困境问题 

2.1财政投资力度不足 

在农村地区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靠农民,也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

持,财政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关系着的经济运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对

生态文明建设,为建设美丽乡村、实现振兴乡村,往往投入大量资金到农

村,但基层政府在实行过程中有弊端。就祥云县农村而言,不同乡镇在经 

行修剪,若主轴或顶芽遭到损伤,则可以对主轴枝干上的其他较为直立的

侧芽进行培养,将其培养成为替代主轴；对于缺乏明显主轴的树种,可以在

其中心上部选择较为直立的枝干作为目标领导枝,并对其进行培育,使其

成为具有丰满树冠的高大乔木。 

3.6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 

(1)喷粉法。运用专门的药用喷粉器械,将杀虫药剂喷撤在苗木枝叶的

表面,以达到对病虫进行防治的效果。该法操作简单,效率高,见效快,对苗

木的伤害也比较小,但是毒剂的药效很快就会得到消失,且用药量教大,经

济费用较高。(2)胶环(毒环)法。选择专门的粘虫性胶带,在树干的底部进

行缠绕,并将药剂直接涂撤在树干表面及缠绕在树干上的草把环或纸带上,

可以减少或防止食叶昆虫对树叶的伤害。(3)喷雾法。利用专门的喷雾器

械将乳剂、溶液及各类悬浮液毒剂均匀地喷撒在苗木枝叶的表面或害虫的

体表,对病虫害进行防治,且该法具有造价低、适用范围广等特点,目前己

被广泛运用。(4)其他方法。在对病虫害进行防治时,还可以采用熏蒸法及

毒草饵法,在熏蒸法中对有毒的气体及蒸气加以利用,害虫经在无形之中

将有毒气体吸收体内而被杀死；毒草饵法是将饵料与粉状或溶液状的毒剂

相混,并安放在害虫的栖居地,让其误食而亡。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园林绿化是城市亮丽的风景线,也可以给人们提供放松的

休闲区,同时也是城市发展文明的象征。其中苗木栽植和养护是园林绿化

中的关键环节,因此为了保障园林绿化的有效性,必须加强对园林绿化苗

木栽植技术及养护技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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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方面略有差别,中央财政的拨款有限,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重城

市轻农村,导致了农村生态治理的资金投入缺口,致使农村生态文明建

设进程缓慢。 

2.2村民环保意识薄弱 

贫困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祥云县从2018年实现脱贫摘帽,

其中多个乡镇的农村经济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产业结构不断转变,但生活

垃圾、焚烧秸秆、河流水污染、占田造房等现象较为严重。据了解祥云县

农村大部分村民文化程度较低,农村居民多以老年人和小孩占大多数,对

环保意识相对欠缺,近几年来农村地区“白色垃圾”数量一直呈现递增的

趋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问题。 

2.3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有缺陷 

农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是农民亲身可以体验的重要物质,间接地影响

着农民的环保意识。农村地区垃圾回收地不明确,居民对生活垃圾处理不

当,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不能进行很好的区分,常常以焚

烧为主要手段来处理垃圾。饮料瓶、农药瓶、塑料袋等垃圾随便丢弃河流

中,河流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2.4相关执法部门监管不力 

当前,针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制度等都

明显不足且执行无力,法律规范少,执行性不强,规章、政策多为号召性或

过于宏观,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部分地方政府在农村生态治理中也投入

了一定的资金,但相关执法部门监管不够,缺乏对当地居民有效的管控,生

态文明取得的成效不明显,挫伤了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3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 

3.1增大财政支持力度 

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工作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投

入,将乡村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外包给企业或相关社会组织,同

时,国家需要加大对地方政府财政使用的监督,使财政支持落到实处,真正

为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做出贡献,加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对于农民

发展可持续产业,经检验,符合国家财政支持相关标准的,国家应在财政上

予以支持,鼓励继续发展。 

3.2加强村民环保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生态意识 

基层政府要加强对农民的环保工作教育,引导农民绿色生产,大力推

进可持续产业的发展。此外,也要灵活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农民生态意识

的培育,对于留守老人与儿童为主的农村,要注重差异化的教育,采用教育

对象易接受的宣传模式,利用报刊、电视广播、村文化室、宣传栏等各种

媒体,广泛宣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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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盲农民更需进

行重点帮扶,采取一对一指导的方式,通过宣传教育让农民知道生态困

境,增加村民环保生态意识,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农民生活、生产的

各个层面。 

3.3优化基础设施建设 

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是人们践行环保理念的外部客观条件。政府要

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逐步完善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设,不断加大科技文化

场所、休闲、娱乐、公共场所的建设,优化农村机构,同时,相关村委会要

加大对基础设施的保护和维护职责,以为农民谋福利为宗旨,提升农民生

活幸福感。 

3.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约束机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要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现有的基础

上科学地制定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计划方案。在制定农村生态治理相关专项

资金制度的基础上,要考虑配套设施管理与维护制度,设置设施管理与维

护岗位,确保农村环保工作有序进行。各地方政府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

要严格工作程序,明确监督环节,确保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民参与,增强生

态保护的意识,要从农村生活和生产中的各个方面入手,更需要政府部门

强有力的管理与监督,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利用高新技术和管理方法,将生

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实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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