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环境调查报告(实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
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
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村环境调查报告篇一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负责人：

正文：

洪铺镇是皖江城市安庆的一个偏南小镇，是怀宁县辖镇。我
们今天所要介绍的洪镇村与五桥村同是洪铺镇中非常重要的
乡村，其中，洪镇村是镇政府所在村，是洪铺镇的中心，也
是洪铺镇目前最繁华的一个村。而五桥村与洪镇村紧紧相邻，
只有一河之隔，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乡村，因为赶上了新农
村建设的好政策，成为了全国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没有几年
的建设治理，原本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如今变得非常富庶美丽。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前往洪铺镇，看看两村的相同与差异。

常听老人谈起她们记忆里的洪铺镇，由于隶属长江中下游地
区，这里水系丰富，水产盛足，那时候还没有三峡大坝，村
子里的河流都是和长江相通的，那时在家门口都能捕到江里
的鱼种，七八十斤的大鱼也是常常能捕到的，现如今很难见
到的江豚简直就是常客，每每洗衣洗菜的时候便会游过来找
点吃的。乌龟甲鱼什么的放牛的孩子经常一天能捡一大箩筐
回来，可惜那时候竟然不知道怎么吃。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就
是洪镇村，奶奶说那时候是没有自来水的，全村人吃喝的水



都来自门口的那口方塘，并说那时候的水是很甜很清澈的，
于是我便再次前往那口小塘，看到的却是这幅景象。

降雨量的减少，加上人们大量的取用，还有农药，垃圾的污
染，原本清澈甘甜的方塘已然变成了一个污水坑了。

我们再看看五桥村经过治理，情况是否会好一些。

这便是五桥村的池塘，水依然那么清澈见底，周围用大理石
筑起了堤坝，显得非常干净整洁。

跟随着全国城镇化的步伐，洪镇村也积极响应着国家的号召，
但似乎在发展的进程中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忽略了对自然
地敬畏。

这是洪镇村新建的小区，我想说的并不是它建的有多么漂亮，
而是要强调一下它的前身，大家一定不敢相信，这个地方曾
经是一个很大的水库，为了满足更多人的住房梦，人们不惜
将水库填平，将扩建的魔爪伸向了稀软的湖床。广场上一条
条歪斜的裂痕仿佛是那冤死的水库在无声的哭泣。

相比洪镇村，五桥村的建设开发则更加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
他们在河道的两边修建了栏杆，住房沿着河堤依次建造，门
前有流水，屋后是松林，好不惬意。

我们看到的就是五桥村的整体规划图，他们将村子里的土地
通过土地平整，集中到一起，再承包给别人种植，既保护了
赖以生存的耕地，又增加了经济收入，可谓一举两得啊。

触目惊心!图片上的就是洪镇村最重要的淡水河，早在二十年
前，人们从这里上船可以直达武汉，更有很多的渔民以此河
为生。现如今，宽阔的河道几近干涸，於黑的河床像一条被
剥了皮的巨蟒衰死的暴露在焦阳下，大量的垃圾撒满河道散
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气息，无奈的村民只能将就着使用已经



发臭的河水。不知道老辈们看到如此场景会不会心痛，而或
是叹口气，黯然的离开。

这是五桥村的水脉，五桥村的村民通过修建防护提，水堰，
很好的保护了河水的流失，通过垃圾清理，河道清淤，使河
水保持清澈，在这样的小河边漫步怎能不心旷神怡，心情舒
畅。

而五桥村却能后来居上，建设的如此美丽，不得不令人深思
啊，真心的期盼美丽的洪镇小村能恢复曾经冒昧的摸样，希
望像五桥村一样的乡村能越来越多，愿我们生存的环境越来
越美好!

农村环境调查报告篇二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本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在人
们环保意识匮乏的情况下，环境遭受了环境巨大地破坏。环
境污染成为当今人们面临的`一大严重难题。据统计，全世界
每年的垃圾排放量达6000—7000亿吨。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
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环境作出了极大地破坏。
因此，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与义
务。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50。8%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且今
年来城市工业化开始向农村转移，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环境治
理就成为了一项重要举措。

我的家乡在宁夏南部山区属干旱地带。近年来环境也遭到了
很大的破坏。其原因有：

近年，农村养殖业快速发展，我村的牛，羊，猪的养殖量逐
年增加。但人们普遍缺乏环保意识给环境带了巨大压力。养
殖户将畜禽粪便未经过利用就直接排放，造成了浅层地下水



中的微生物无法存活，形成了有机污染。农户更将粪便随意
堆放在道路上，在炎热的天气不仅臭气熏天，而且滋生细菌
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下雨天，更是污水横流，危害人们的
饮水安全。

人们在享受了塑料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是饱受了苦恼。为发
展经济，农村建起了塑料大棚，种上了薄膜玉米，但废旧的
塑料却无发得到正确的处理。就地掩埋是农户最长做的 ，但
薄膜在土壤中极难分解，会严重的污染土地，造成土地的无
法再次利用。此外，在有风时，薄膜被吹的到处都是，造成
视觉污染。

由于地处干旱地带农作物多虫害，人们为保证收成会加大对
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农药、化肥不仅会被作物吸收，在人
类使用后危害健康，而且会进入土壤，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近而对人们的水源形成威胁。

农村的机动车，近年来快速增加，相应的对燃料的需求也大
幅增加。化石燃料燃烧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破坏大气环境。
另一方面，植被的大量砍伐也造成了大气的污染和水土流失。

政府在鼓励人们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环境的保护力度却
很小。在我村，政府没有安装任何的垃圾箱或建造垃圾回收
点。对环境保护的宣传也不到位。

人不可能独立于环境之外。如何解决农村的环境问题，我的
建议是：

1、政府应加大环保的宣传力度，将农村污染防治作为一项长
久的工作。村长要高度重视环境工作，落实专人负责，建立
长效的保洁队伍，保持村道、河道清洁的正规化。

2、合理布置畜禽养殖场，治理养殖场粪便污染。应该加派养
殖技术人员到乡村去，推广科学养殖和处理技术，实现畜禽



粪便的全部合理利用。

3、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治理农村的化学污
染。发挥基层植保站的功能，科学施肥。培育发展无公害、
绿色蔬菜。

人类可以改造自然，但却不能征服自然。为了实现人类的长
久发展，我们就要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农村环境调查报告篇三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提出了很多促进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现在的新农村建设也在如火如荼
的进行着，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农村的环境问题
却越来越多，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环境问题
让农村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到底农村的环境与以前相比
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究竟要怎
样对待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与几位好友在
寒假期间，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展开了一个以“农村环境
问题”为主题的问卷调查。

（一）调查对象

20xx年1月27日、28日、29日，由我与四位好友组成的一个团
队，对我镇的8个大队的部分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活动。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通过上门拜访并填写调查问卷为主，在调查的准备
阶段我们也随机访问了几位老乡，帮助我们完善了调查问卷
的题目，也得到了老乡的肯定。

（一）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份，其中每个大队10份，调查的范围
比较广，而且老乡也比较配合我们的调查，问卷得到了100%
的回收率。

（二）调查问题分析

1．农民的环境知识缺乏

人们对环境知识的认知程度是决定他的环境意识是否高尚的
基础。如果环境知识缺乏。不知道如何保护环境。那么他的
环境意识必然不会高尚。在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
来调查我镇老乡的环境意识。（1）．对相关的环境纪念日的
认知程度，目前已经确立的.环保纪念日有10多个，我们选择
与农民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三个环保纪念日作为调查项目：
“世界环境纪念日”(6月5日)、“土地日”(6月25日)和“植
树节”(3月12日)。在80位被调查村民中，对上述纪念日不知
道的人数分别占95.3％、96.8％和5.07％，这说明多数村民
对环保纪念日不太了解。

2．农民的环境行为不雅

在农村，农民的环境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环境状况。在调
查中我们询问了下列有关的农民环境行为问题：

全采摘期因农药品种、蔬菜品种、季节等不同而不同．一般
来讲，叶菜收获前禁用期至少7天，茄果类、瓜类蔬菜禁用期
至少2—3天。在调查中询问：“施过农药的蔬菜何时可采摘
食用?”73．5％的被调查者能回答正确。这说明大多数农民
是了解相关要求的。当询问：“自己食用的蔬菜也使用农药
吗?”结果有80人回答“不使用农药或很少”。

通过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农民环保素质总体来讲不高。
主要表现为环保知识缺乏，



环保意识淡薄和环境行为不雅。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环境意
识，改善农村环境状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农村环保宣传，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报
道党和政府的环保政策，宣传环保新进展新经验，普及环保
科普知识．表彰环保先进事迹．营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舆论氛围。要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农
民喜闻乐见的宣传手段与形式．例如宣传栏、环保“大篷
车”、文艺演出、环保知识竞赛等，突出艺术性、形象性和
群众参与性，以增强环保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坚持经
常宣传和主题宣传相结合。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环保部门、
宣传部门以及基层村委会要把环保宣传作为基本工作任
务．常抓不懈，同时在相关的环保纪念日(环境纪念日、土地
日、植树节等)期间开展形式多样的主旨性宣传活动。通过加
强环保宣传，切实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一是树立环保新观
念，使环保成为广大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二是培育
环境新道德．平等看待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
三是创建环保新文化，使保护环境为荣、破坏环境为耻的荣
耻观蔚然成风。

（二）增加农民教育机会，提升农民环保素质。

调查显示:在食野习俗、乱堆垃圾、焚烧秸秆等非环保行为的
人群中，较低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较大,这说明农民的环保素
质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由于受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教育投
入相对偏低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
机会偏少、优质教育缺失，这是造成一部分农民环保素质不
高的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增加农民的受教育机
会。加强农村环保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中小学生抓起，他
们是未来农村劳动力的主体。要在幼儿园把环保知识编成儿
歌和游戏，让孩子们在演唱和表演中了解环保知识；在中小
学开设环保知识课．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环保宣传活动。



把学到的环保知识带给社区和父母，这样可以收到更好的效
果。此外，要把环保教育融人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包括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种植、农业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生
态农业、人畜粪便无害化处理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等．使广
大农民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提高环保素质，自觉保护环境和
生态。

(三)建立新型农村产业模式

大力发展既节约资源又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以此
作为协调解决传统农业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手段。加强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科技培训，倡导和推进循环经济提升农产
品结构，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型农业产品，培育发展无公
害产品、绿色产品和有机农产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改变过去单一种植业生产结构为农林牧副渔．生产加工为一
体的复合型生态循环系统，提高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
实现资源利用与环境协调发展，逐步形成物质和能量的良性
循环建设相互依存.

附录：问卷调查表及问卷结果统计

农村环境调查报告篇四

农村环境问题事关农业的持续发展、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农村
的和谐稳定，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为了解淮安农村居民的环
保意识及农村环境问题，淮安市统计局开展全市农村环境调
查，对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情况进行调查。

本次全市农村环境调查在全市7个县区实地随机访问了360个
农户，内容包括农村居民基本情况、农户环保认识问题、农
村环保状况、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情况、农村环保宣传情况和
农户对当前农村环境的问题和建议。

(一)被调查农村居民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360个农村居民中，男性246人，占68.3%;女性114
人，占31.7%。年龄层次上，15-30岁43人，占11.9%;31-45
岁106人，占29.4%;45-60岁171人，占47.5%;60岁以上40人，
占11.1%。文化程度上，小学及以下35人，占9.7%;初中130人，
占36.1%;高中139人，占38.6%;大专及以上56人，占15.6%。

(二)农村环保认识问题

1、农村居民十分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在问及农村开展环境保
护是否重要时，回答有必要的农村居民348人，占96.7%;回答
没有必要的农村居民8人，占2.2%;仅有4人回答无所谓，
占1.1%。

2、农村居民对后代的环境问题比较看重。在问及是否担心后
代人的生活环境会越来越差?回答非常担心的农村居民246人，
占68.3%;回答不担心的农村居民92人，占25.6%;回答无所谓
的农村居民22人，占6.1%。

3、多数农户积极响应政府'秸秆禁烧'政策。问及对政府'秸
秆禁烧'政策的态度?回答积极响应的农村居民295人，
占81.9%;回答不愿意但没有选择的农村居民54人，占15.0%;
回答看情况而定的农村居民11人，占3.1%。

4、绝大多数农户认为生活污水有必要收集处理。问及认为生
活污水有没有必要收集处理?回答有必要的农村居民351人，
占97.5%;仅有9人回答没有必要，占2.5%。

(三)农村环保状况

1、81.7%的农村居民对农村环保质量满意。问及对居住地的
环境质量总体状况满意度?回答很满意的农村居民66人，
占18.3%;回答比较满意的农村居民228人，占63.4%;回答不满
意的农村居民66人，占18.3%。



2、水源污染位居农村环境污染之首。在所列的八大类环境污
染项目中，水源污染占32.5%，所占比例最高;其他依次是生
活垃圾污染(27.7%)、大气污染(12.4%)、化肥农药(11.1%)、
秸秆焚烧(9.4%)、噪声污染(3.3%)、畜禽粪便(1.8%)、其他
污染(1.7%)。

3、多数农民反映附近的水源受污染。在问及您附近的水源状
况怎么样?回答没有污染的农民29人，占8.1%;轻微污染的187
人，占51.9%;中等污染的91人，占25.3%;严重污染的53人，
占14.7%。

(四)农村污染治理情况

1、多数村组有专门存放垃圾的地点。问及所在村组是否有专
门存放垃圾的地方?回答有的农村居民270人，占75.0%，回答
没有的90人，占25.0%。

2、八成农村居民认为污染问题应该由政府解决。问及农村污
染问题应该由谁来解决?回答政府的农村居民295人，
占81.9%;回答农民的65人，占18.1%。

3、多数农户会积极处理身边出现的环境问题。问及居住地出
现环境问题，您会采取下列哪种措施?回答向村镇干部反映的
农村居民252人，占70.0%;回答拨打环保投诉电话的农村居
民39人，占10.8%;回答听之任之的农村居民58人，占16.1%;
回答其他的农村居民11人，占3.1%。

4、仅三成农民满意居住地环境管理政策和力度。问及您对您
居住地的环境管理政策和力度满意吗?回答满意的农村居
民121人，占33.6%;回答一般的农村居民178人，占49.4%;回
答不满意的农村居民61人，占16.9%。

(五)、农村环保宣传情况



1、多数农村居民周边有环保宣传教育活动。问及您周围有没
有关于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活动?回答经常有的农村居民172
人，占47.8%;回答偶尔有的农村居民143人，占39.7%;回答听
说过的农村居民30人，占8.3%;回答从来没有过的农村居民15
人，占4.2%。

2、95%农村居民表示普及农村地区环保宣传教育很有必要。
问及您认为是否有必要普及农村地区环保宣传教育?回答很有
必要的农村居民342，占95.0%;回答可有可无的农村居民15人，
占4.2%;仅有3人回答没必要，占0.8%。

3、近七成农户不知道环保投诉和举报电话。在问及您是否知
晓环保投诉举报电话-12369?，回答知道的124人，占34.4%，
回答不知道或不了解的236人，占65.6%。

4、多数农民对当地的环保宣传教育情况满意。问及您对当地
的环保宣传教育情况是否满意?回答非常满意的93人，
占25.8%;回答基本满意的220人，占61.1%，回答不满意的47
人，占13.1%。

1、农村居住地环境质量下降。近年来，受化肥农药影响农村
水源污染较严重，生活污水横流，农村中鲜见清澈透明的沟
渠。生活垃圾乱堆、乱丢、乱倒、乱放，农村环境受到极大
破坏，农村居住地质量呈下降趋势。调查显示，仅有18.3%的
农村居民对居住地环境质量很满意，该比例比上年下降10.6
个百分点，仍有18.3%的农村居民不满意居住地环境质量;
近72%的农村居民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该比列比上年增
加13.3个百分点。

2、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加重。化肥和农药的应用
对农业的增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使用技术落后，导
致大部分化学元素进入水源和土壤，对生物多样性破坏的严
重后果已经显露。调查显示，水源污染位居农村环境污染之
首，11.1%的农村居民认为化肥农药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影响较



大，该比例比上年增加6.4个百分点。

3、农村居民生活垃圾仍难得到有效处置。当前农村居民的生
活垃圾对环境影响很大，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生活污水的
排放都给环境带来了极大影响。调查显示，农村居民的生活
垃圾仍有27.8%的农户选择扔到路边、沟道和焚烧，8.3%的农
村居民生活污水选择泼到院子内，52.5%的农村居民生活污水
通过排水沟直接排到屋外。

4、农村环保投入仍显不足。多数农村没有垃圾填埋场或是垃
圾填埋场比较简陋，一些村子没有污水排放设施，垃圾清运
车辆数量不多，保洁人员以及垃圾桶的配备并未覆盖全部村
庄，仅限于重点村镇，农村环保政策、法规、标准等体系不
健全，机制尚不完善。调查显示，仍有25.0%的农村居民所在
村组没有专门存放垃圾的场所，仅有39.2%的农户生活污水通
过下水道收集处理后排外。

5、农村环保宣传力度仍需加强。近年来，环保宣传已经深得
人心，但农村环保宣传力度还显不足，农村居民对农村环保
宣传满意度不高。调查显示，25.8%的农村居民对农村环保宣
传非常满意，该比例比上年下降14.6%;13.1%的农村居民对农
村环保宣传不满意;53.6%的农村居民认为农村环保宣传的力
度上还需加强，近65.6的农村居民不知道环保投诉举报电话。

1、提高农村居民素质教育。农村居民的素质教育首先是提高
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根本上解决素质
问题，其次要加强社会公德等德育体系的教育，要营造良好
的社会风气，创造良好的民风民俗。这次调查中我们也发现，
当前农民的文化程度仍然偏低，农村中老龄化严重，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只有提高农民的素质教育，
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农村的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

2、建立农村环境保护考核机制。农村环境保护是一个长久的
问题，要加大环保治理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引入农村



环境保护考核机制，将农村环保问题作为当地政府的一把手
工程，实行一票否决制。要引起当地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的
重视，考核机制的建立刻不容缓。

3、大力发展生态绿色农业。要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
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大力扶持生产并推广使用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和有机肥。要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养殖业的发展，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都要建设污染治
理设施，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建设，推广养殖模
式和养殖小区污染集中治理模式，努力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4、加大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力度。要因地制宜处理农村生活污
水，对居住比较分散、不具备条件的村镇可采取分散处理方
式处理生活污水;人口比较集中、有条件的乡镇驻地要推进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新村庄建设规划、村庄整合要有环境保护
的内容，配套建设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防治设施。要逐步推
广'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送无害化处理场处理'的城乡
统筹的垃圾处理模式，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清运率和
处理率。

5、不断增加农村环保资金投入。要逐步增加农村环保的资金
投入，着力解决农村环境中的突出问题。要在每年财政预算
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环保工作，重点支持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水质改善和卫生监测、农村改厕和粪便处理、生活污
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及生态示范创建工
作的开展。逐步建立'政府补助、部门帮助、社会支助、农民
自助'的多渠道投入机制，将资金更多地投入环境问题上来。

6、继续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宣传力度。要继续加大农村环保宣
传力度，推广实用新技术。以提高农民环保意识、转变农民
传统观念。要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宣传册等载
体进行宣传的同时，多一些实地的宣传方式，可以在农村的
村委会的宣传栏、公路醒目位置放置一些宣传海报，要采取
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环保知识和环境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努



力加强农村环保宣传工作。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与保护的实践调查报告

农村环境调查报告篇五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提出了很多促进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现在的新农村建设也在如火如荼
的进行着，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农村的环境问题
却越来越多，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环境问题让农村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到底农村的环境与
以前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
究竟要怎样对待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市农委
于7月30日至8月30日在常州市政府网民意调查一栏里以问卷
调查方式开展了常州市农村环境问题的调查，汲取广大人民
群众的意见，以针对今后的工作能做合理的改善。

1、农民的环境知识缺乏

人们对环境知识的认知程度是决定他的环境意识是否高尚的
基础。如果环境知识缺乏。不知道如何保护环境。那么他的
环境意识必然不会高尚。在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
来调查我市村民的环境意识。

（1)。对相关的环境纪念日的认知程度，目前已经确立的环
保纪念日有10多个，我们选择与农民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
三个环保纪念日作为调查项目：“世界环境纪念日”(6月5
日）、“土地日”（6月25日）和“植树节”（3月12日）。
被调查村民中，对上述纪念日不知道的人数分别
占36.59%、17.07%和46.34%，这说明多数村民对环保纪念日
不太了解。

此外，村民对环保纪念日的了解程度还与受教育程度相关。



对上述纪念日回答不正确或不知道的人数中，小学及文盲所
占的比例分别为49.5%、48.8%和69.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所占的比例分别只有15.1%、14.9%和7.3%。在调查中发现，
村民中能正确回答“植树节”的人数明显多于其它三个环保
纪念日。

即使在回答不正确的村民中多数人也表示知道有植树节，而
对其它二个环保纪念日，多数村民表示不清楚有这些节日。
这是因为每年植树节时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机关、团体、学
校都会开展义务植树活动，而在其它环保纪念日时几乎没有
任何活动。

（2）。对“工业三废”及其危害的认知程度。工业三废指工
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这些废弃物如果超标排
放就会污染环境。而且在环境中还会发生物理的和化学的变
化而产生新的污染物。对生态环境、农业生产、人畜健康造
成危害。

“工业三废”是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中出现频率最多的
词语之一。但是。当我们在调查问卷中问哪些是“工业三
废”时，在被调查者中回答完全正确、不完全正确和完全不
正确的分别占31.71%、31.71%和36.59%，而且多数村民并不
了解“工业三废”的危害。

（3）。对温室效应和温室气体的认知程度。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阻止地球热量的散失，使地球发
生可感觉到的气温升高。这就是所谓的“温室效应”。造成
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高耗能（过多燃烧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和无节制
排放工业废气；二是森林减少，阻断了自然界对二氧化碳的
吸收。温室效应造成了气候变暖，其结果是洪涝干旱等极端
气象灾害频繁，病虫害增多。应该说，温室效应与我们的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也是报刊、电视出现比较多的词语。



但是。在被调查者中能够正确回答燃烧秸秆会加剧温室效应
的只有3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80.49%。

2、农民的环境行为不雅

在农村，农民的环境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环境状况。在调
查中我们看到下列有关的农民环境行为问题：

（1）。如何处置废电池？有关资料显示。一节一号电池烂在
地里能使l平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可
使600吨水受到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在对自然
环境威胁最大的几种物质中，电池里就包含了汞、铅、镉等
多种，若将废旧电池混入生活垃圾一起填埋，或者随手丢弃。
渗出的汞及重金属物质就会渗透土壤、污染地下水，从而进
入鱼类、农作物中。

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威胁人类健康。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
一个题目：下列物质（废铁、废玻璃、废电池）丢弃在土壤
里，哪一项对环境危害最大？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废电池对环
境危害最大。但调查结果仍有22人回答不正确，在平时的生
活中大多数村民都是随手丢弃。有许多人虽然能够意识到废
电池的危害。但可能仅仅是图方便、嫌麻烦而仍然选择了不
利于环保的行动。

（2）。如何处置秸秆？现在农村有不少农民为了抢农时图省
事。将收获后的秸秆一烧了之。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浓烟对大
气环境造成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影响交通安全。我们
在调查问卷中问：“你认为焚烧秸秆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吗？”结果有1人勾选“不清楚”，4人回答“不会造成污
染”，两项合计人数只有5人。可是当我们在调查中问：“你
家是如何处理秸秆的？”结果大部分回答“在田地里焚烧
掉”，可见焚烧秸秆的问题比较严重。

（3）。如何处置废弃的农药瓶？废弃的农药瓶、农药塑料包



装袋已经成为农村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其主要危害是其中的
农药残留渗入土壤。流入河流池塘而形成污染。威胁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甚至造成人畜、鸟类中毒。我们在调查问卷中
问：“你如何处置废弃的农药瓶？”勾选“随手丢弃”的26
人，“随生活垃圾堆放”的13人，占全市被调查人数的78.7%。
在我们那里废弃农药瓶、农药塑料包装袋污染还是比较严重
的。

（4）。使用农药的环保行为。农药使用不当或滥施农药，不
仅会污染大气、土壤和水源，也间接和直接地威胁到农产品
质量安全。农药残留是蔬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大隐患。由于
气候变暖。害虫猖獗，被调查者普遍反映“不使用农药不
行”。

蔬菜生产中使用农药的安全采摘期因农药品种、蔬菜品种、
季节等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讲，叶菜收获前禁用期至少7天，
茄果类、瓜类蔬菜禁用期至少2—3天。在调查中询问：“施
过农药的蔬菜何时可采摘食用？”95.12%的被调查者能回答
正确。这说明大多数农民是了解相关要求的。当询问：“自
己食用的蔬菜也使用农药吗？”结果大多数人回答“不使用
农药或很少”。

通过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农民环保素质总体来讲不高。
主要表现为环保知识缺乏，环保意识淡薄和环境行为不雅。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环境意识，改善农村环境状况。我们提
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农村环保宣传，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报
道党和政府的环保政策，宣传环保新进展新经验，普及环保
科普知识。表彰环保先进事迹。营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舆论氛围。要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农
民喜闻乐见的宣传手段与形式。例如宣传栏、环保“大篷



车”、文艺演出、环保知识竞赛等，突出艺术性、形象性和
群众参与性，以增强环保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坚持经
常宣传和主题宣传相结合。

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环保部门、宣传部门以及基层村委会要
把环保宣传作为基本工作任务。常抓不懈，同时在相关的环
保纪念日（环境纪念日、土地日、植树节等）期间开展形式
多样的主旨性宣传活动。通过加强环保宣传，切实提高农民
的环保意识，一是树立环保新观念，使环保成为广大农村居
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二是培育环境新道德。平等看待自然
界的各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创建环保新文化，使
保护环境为荣、破坏环境为耻的荣耻观蔚然成风。

（二）增加农民教育机会，提升农民环保素质。

调查显示：在食野习俗、乱堆垃圾、焚烧秸秆等非环保行为
的人群中，较低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较大，这说明农民的环
保素质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由于受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教育投入相对偏低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农村地区
的教育机会偏少、优质教育缺失，这是造成一部分农民环保
素质不高的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增加农民的受
教育机会。加强农村环保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中小学生抓
起，他们是未来农村劳动力的主体。

要在幼儿园把环保知识编成儿歌和游戏，让孩子们在演唱和
表演中了解环保知识；在中小学开设环保知识课。组织他们
参加力所能及的环保宣传活动。把学到的环保知识带给社区
和父母，这样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此外，要把环保教育融
人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包括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种植、农
业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生态农业、人畜粪便无害化处
理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等。使广大农民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
提高环保素质，自觉保护环境和生态。

（三）建立新型农村产业模式



大力发展既节约资源又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以此
作为协调解决传统农业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手段。加强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科技培训，倡导和推进循环经济提升农产
品结构，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型农业产品，培育发展无公
害产品、绿色产品和有机农产品。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变过去单一种植业生产结构为农
林牧副渔。生产加工为一体的复合型生态循环系统，提高物
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实现资源利用与环境协调发展，逐
步形成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建设相互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