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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的方法对晋中TG区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进行探讨。研

究发现,TG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民意反馈机制不

健全、垃圾处理技术落后等问题。为此,通过明确政府、社会、村民各主体的责任,引进国内外先进垃圾

处理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民情民意双向督办反馈机制等多方面寻找解决当地垃圾治理问

题的路径,从而有效改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率,以期为周边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提供现

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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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Approaches of Rural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 Taking Jinzhong TG Are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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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in TG district of 

Jinzhong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although rural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in TG district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enthusiasm 

of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mperfect public opinion feedback mechanism, backward waste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so on. To this end, by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villagers, introducing 

advanced waste treatment technologies at home and abroa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two-way supervis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of public sentiment and public opinion, we 

should find ways to solve the local waste treatment problems,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in order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in surround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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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日

益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

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在村民日常消费活

动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生

活垃圾,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

响。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持续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重点抓好改厕和污水、

垃圾处理[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农

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中规

定,自2021年10月1日起,农村生活垃圾

严禁露天堆放、焚烧、严禁向河、湖等

水域倾倒垃圾[2]。 

在国内,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自然科学方面,即生活垃圾处理的工

艺、控制技术等。在人文社科方面,邹彦、

戴晓霞等通过对村民支付意愿的调查,

研究某个地区农村生活垃圾的发展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3][4]；林海,吴子阳以乡村

振兴为背景,关注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的过程中村民对生活垃圾处理的参与

度情况及影响其行为选择的因素[5][6]；贾

亚娟依据村民偏好,设计了科学合理的

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提出引导激励村民

参与的约束机制[7]；此外,孙翔、黄如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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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则是基于某种模式或原则等来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带来的效益、实际应

用等,这似乎也是多数人文社科学者常

用的一种研究手段。 

1 TG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科技的支持为当地农业的发展带来

了活力,也解决了多数农民的就业问题,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和消

费水平也随之提高,从而导致大量生活

垃圾的产生。数据显示,TG区农村人均生

活垃圾产量约为1.35kg,TG区村镇常住

人口约为10.23万人,即当地农村每天产

生的生活垃圾约为138吨,垃圾产量惊

人。近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在积极推进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以求改善当地人

居环境,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也层出不

穷。 

1.1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宣传不

到位 

多数人是秉着“各家事、各家毕”

的观点,对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心程度

很低；其实,这不完全在村民,政府面对

这种现象,也没有给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硬件配套齐全了,但没有从对公民由点

到面的宣传教育下手,只靠广播、标语、

网上宣传等,没有考虑村民受众大多为

老年人,满足不了村民实际需求,“软件”

问题没有解决,治理始终停留在表面。 

1.2政府职能受限,合作治理水平

低下 

TG区各地村民之间由于都是“老相

识”或是亲戚关系,致使一些政策、措施

在推行过程中会受“乡土人情”、“面子”

等一些非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让实际效

果大打折扣,例如惩罚不到位,只是形式

上的说教；社会组织或企业作为“外来

人员”,就更难参与村民内部的事务管理,

生活垃圾处理也不例外。农村“乡土性”

因素的影响,限制了政府职能的发挥,也

使环境问题解决进程缓慢。 

1.3民意反馈机制不健全,村民合作

参与受阻 

传统的社情民意收集方式较为麻烦,

遇到问题时村民往往会因为求助无门而

不了了之,造成民情民意收集的“死角”。

各地机构较分散,覆盖范围不全、相关联

络人员也经常会出现工作时间不在岗的

情况,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够,政民双向

互动受阻,村民无法感受到政府合作治

理的热情和服务意识,政府也不能够及

时收集到村民关于生活垃圾合作处理的

有用信息,当地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难

重重。 

1.4垃圾处理技术及设施建设落后 

虽然TG区农村生活垃圾中转站、收

运处理厂等覆盖率高,但都是一些比较

零碎、简易的设施。大多数村落都是配

备了统一的绿色大垃圾桶及露天垃圾集

中池,定期会有垃圾车回收,多数地方并

没有将垃圾分类落到实处,众多不同的

垃圾仍然会堆放在一起,由于垃圾处理

较慢,有时还会出现垃圾箱外堆满垃圾

的情况,不仅降低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

还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破坏。 

2 TG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路

径探析 

2.1加快落实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各

主体的责任 

首先,政府应确保将国家以及省市

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引领带头

作用,增进与村民的距离,减少治理过程

中的社会性因素的阻碍,从多方面提高

治理效率和质量。其次,在垃圾治理的过

程中,企业不仅要维护自己的经济效益,

也要重视农村整体发展的社会效益,实

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提质增效。 后,

政府和社会组织,要通过宣讲教育、引导

村民实践参与垃圾治理活动,培育村民

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线下要经常开展垃

圾治理的“线上宣传周、线下教育周”

等活动,让村民这种感受到生活垃圾治

理的“魅力”所在,增强村民参与治理的

主人翁意识。 

2.2健全农村社情民意民情双向反

馈机制 

TG区应当针对村民反映的尖锐性问

题,做出及时回应,争取解决政民互动的

“ 后一公里问题”,推动整个工作流程

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办事效

率；其次,当地应积极利用优势资源,结

合社区网格化治理部门、村社志愿者,

确保可以准确收集民情民意并解决；此

外,办事机构应当遵循为人民服务原则,

实事求是,有问题就解决,不拖延,做到

职能分工明确,避免出现“事权不清”

的状况,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得到有效

保障。 

2.3加大资金技术投入,提升基础设

施整体水平 

要结合实际科学规划,建立起一套

生活垃圾处理新模式,建设村、镇、县三

位一体的生活垃圾处理机制,建立垃圾

焚烧中心,采用先进技术,实现焚烧的安

全无污染,利用焚烧炉的热力发电功能,

为县域地区进行供暖供电,实现生活垃

圾治理的资源化。此外,要进一步完善农

村垃圾配套设施的投放建设,垃圾分类

宣传教育与垃圾箱投放同步进行,让村

民明白垃圾分类的好处,应当每隔十户

左右就配备一套垃圾分类箱,在村民娱

乐广场、学校、医院等要多备几套,垃圾

运输车应当规定每3-5天清理一次中转

池垃圾,要从多方面提高垃圾治理的水

平,实现垃圾回收运转一体化。 

2.4完善基层制度建设,提升村民合

作治理能力 

今年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意见》正式发布,要求建立健全基层治

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力争实现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TG区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要以国家政策为指导,健全制

度规范。当地政府应将村民的利益诉求

作为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的合理考量,使

制度建设符合民意,便于实行。不仅要创

新治理部门人员的队伍建设,也要定期

开展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绩效评比”,

引入“积分制”,对于治理先进的村民进

行奖励,对于拒不改造、破坏当地环境的

进行惩罚,必要时应承担法律责任,建立

一套完善的奖惩体系,从而有效提高村

民合作治理的积极性,使农村人居环境

得到整体改善。 

3 结语 

乡村振兴不只是脱贫致富、产业振

兴,也要全力保护乡村人文环境,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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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手段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本文对TG区农村的生活垃圾治

理现状及村民合作参与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进行了研究,多数地区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已经成为常态,但村民参与存在困境,

政府职能发挥受限、政策执行力度不够等

问题凸显。针对当地的治理的问题,结合

实际,提出了一些有助于村民合作参与、

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建设的建议,以期为

TG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提供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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