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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家乐是发展农村经济、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作为农家乐倡导的“生态旅游”主题,加上投资少、经营灵

活、收费低、交通便利等因素,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然而,农家乐场所属于脆弱环境,垃圾处理能力非常有限。本文分析了陕西

省农家乐垃圾处理现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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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在一些自然环境比较优美的地区,政府为了促进

当地的经济发展,依托当地有力的自然条件,积极的引导当

地居民开展农家乐。和其它类型的农村相比较,开展农家乐

的旅游模式势必会带来垃圾处理的问题。为了更多的了解农

家乐开展地区对当地环境造成的伤害以及影响,为了更好的

保护好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就秦岭72

峪为调查点,进行调查,提出改善环境的措施,使得农家乐的

垃圾处理和生态环境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 

1 农家乐现状垃圾处理现状分析 

1.1 生活垃圾不分类 

当前,在我国的城市地区,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已经比较

完善,到时在农村尚未普及,根据有关研究,农村进行垃圾处

理时,不管是食品垃圾还是电子垃圾以及建筑垃圾,都放在

一起处理。第一,在农民的意识中,根本就没有垃圾要分类处

理的概念,而且农民也缺乏相关知识,无法正确分类,一部分

村民也觉得这样分来比较麻烦。第二,在塑料制品的垃圾方

面一般都是废品收购者进行分类的。 

1.2 生活垃圾产量季节性差异大 

农家乐的旅游模式一般是随着季节变化的,所以生活垃

圾的产量也随着季节变化着。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垃圾必定比

平时的时候多。比如夏天的时候,周边城市的居民会再周末

的时候去农家乐游玩,住上一天或者两天,周末这两天的生

活垃圾就会增多,夏天这个季节秦岭72峪里的的游客也会增

多。游客量的增加势必会造成生活垃圾的增加,如果垃圾处

理不及时就会导致周围空气的污染。 

1.3 农村生活垃圾、粪便处置严重滞后 

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专业的环境卫生规划,但是在管理

职能上并没有眼神,规划定时目前还没渗透到乡村环境卫生

方面。按照目前我国环保的要求,在对农村垃圾的处理上,

实行的是城乡一体的处理机制,即：以组为单位进行保洁,

村为单位进行收集,然后以镇为压缩,最后运到县或者市进

行统一的填埋、焚烧或者进行资源化处理,目前这一垃圾处

理机制尚未普及开来,使得农村的垃圾处理严重滞后。 

1.4 垃圾费落实不到位 

2011年4月25日,国务院批准了住建部等16个部门《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根据意见,我国

将实行“谁发生,谁支付费用”的原则进行垃圾回收处理的

制度,垃圾产生的个人和单位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交纳垃圾处

理的费用。在当前城市中虽然此类的收费制度并没有完善,

但是这一收费制度更有利于增加居民的环境保护以及以及

促进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 

在秦岭72峪曾经实行的是垃圾收费制度,但是这一制度

并未长时间的实行下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个别的村名不愿

意交纳费用,以至于导致其他村名也不愿意配合。第一,村民

认为村委会没必要收取这个费用,应该由村委会自行处理解

决,其次,没有经营农家乐的村名认为自家产生的垃圾远远

少于经营农家乐的,交纳同样额度的垃圾处理费用有失公平,

第三,村民质疑垃圾费用的合理使用问题。这些原因都导致

了垃圾收费的制度难以实行,以致最后取消了该制度。一项

制度的实行和落实必须要有强大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支撑,和

相关制度的配合,秦岭 72 峪目前没有成熟的制度和正确的

操作规范,必然无法实施。 

2 建议 

2.1 深入开展环保宣传 

改善农村环境建设的关键就是提高当前农民的环保意识,

农民的环保意识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村容环境促进农村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从多方面进行推广,包括农村

基层干部、广大村民、工厂工人及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学校学

生等,在农村里,村民一般都没有养成环境保护的习惯,政府

应该进行大力的宣传和教育,是的农村的村民增加对环境保

护的认识,同事改变消费方式,提倡农村村民环保出行以及减

少日常生活垃圾的塑料袋的使用,减少白色污染的产生。 

2.2 垃圾处理的方式 

同时要加强垃圾固定处理产所的建设,使得村名能够把

垃圾扔到固定的场所,然后安排垃圾处理专员进行垃圾的处

理和运输,这样就提高了垃圾的处理率。加大监督和处罚力

度,对不按规定进行垃圾处理的进行严厉的惩治。相关部门

以及村有关干部要经常的对乱丢垃圾的农户,进行批评以及

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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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尽快出台农家乐环境管理相关制度 

当前对农家乐的环境监督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

的规定,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有关的管理制度,首先对农家乐经营审批方面的制度,

对不同类型的农家乐的审批要有不同的对应条件,分类审批

系统可以尝试采用不同的识别和访问条件。其实是对环境容

量的管理体制,各地区应该根基各级景区的实际的环境容量

来对应发展当地去农家乐规模,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产业的过

度竞争,同时也可避免许多由农家乐开展造成的环境污染问

题,最受及时有关农家乐环境管理制度的方面,当前对农家

乐环境监督以及管理机制尚且不足,管理机制缺失,还没有

形成一套完善的环境保护监管的机制和标准,且监管的主题

也未明确,管理的方法也不到位。四是相关环境信息披露制

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农家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必须

公开公众参与信息。 

为了保护秦岭生态环境而制定的环境保护条例,2007年

11 月 24 日经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通过,目的是维护秦岭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

保护生物多样性,规范秦岭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7 年 11 月 24 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1 月 5 日陕西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本条例

共八章七十五条,自 2017 年 3 月 1日起施行。 

2.4 提升经营者和游客的环保意识 

经分析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是农家乐的经营者

以及旅游者。所以对环境进行保护进行宣传时,首先就要提

升这两者的环保意识,减少由于旅游者和经营者的行为造成

的环境污染。同时应该加强对当地农民以及农家乐的进行者

进行环保知识的学习,提升他们的环保意识,比如告知他们

如何对垃圾进行分析,废水应该如何排放,针对不通的垃圾

要采取不同的垃圾处理办法。在夏季的时候生活垃圾的处理

一定要及时,否则一下雨就容易造成垃圾的污染,也不可以

降垃圾倒在没有防渗功能的地方,这样容易对地下水资源造

成污染。同时应该经旅游中环境容量的概念对农家乐的经营

者进行宣传,作为农家乐的经营者,必须要能够明白环境容

量对旅游业的重要性,在经营农家乐的同时不仅能够满足旅

游者的需求,还应该做到环境质量的要求,让农家乐带来的

旅游者的承载力在环境承载力的适当范围内。 

在当地的小学开设有关环境保护的课程,同时开展环境

保护的实践活动,是的环境保护的意识从小形成。因此,有必

要加强公众对改善农村垃圾处理的意识,提高农民的公众参

与度,使农民认识到对垃圾处理进行相互监督的重要性,防

止农村邻居破坏环境。同时,有必要改变只重视补偿而不重

视垃圾污染危害的观念。同时也要杜绝对农村人居环境和农

村交通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 

3 结束语 

言而总之,只有提高了农民的环保意识才可以更好地保

护农村的环境,增加农村的环境建设,改善农村的环境面貌,

农村才可以得到持续性的发展。所以要在农村有层次进行环

境保护的宣传,使得农村的人民有养成良好的保护环境的意

识和习惯。对策政府也应该进行多方面的宣传,领导干部更是

要提升环保的意识和认识,领导村民改变消费模式,尽量减少

不必要垃圾的排放,减少塑料等不易降解的垃圾的丢弃,保护

好农村的自然环境,使得农村能够在青山绿水中发展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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