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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丽乡村建设是广大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几年来

的不断努力,我县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向着生态宜居的总体

目标迈进。通过对法库县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的调研,对美丽乡村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梳理,

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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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库县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

情况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对美丽乡村建

设高度重视,出台了《法库县农村环境整

治实施方案》、《百村美丽千村整洁实施

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并将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列入农村发展重点考核内容。2018

年以来法库县累计已投入资金3.5亿元,

对 225个行政村的环境进行了整治,建

设美丽乡村示范村25个。 

一是乡村更加整洁。全县基本建立

了农村垃圾处置和长效管理机制,目前

全县各行政村都配有保洁人员,人均保

洁经费30元,大部分村屯实现了垃圾集

中收集处置。以绿化为主要措施,加强村

庄道路两侧和农户庭院的绿化,2018年

全县各村新种绿化乔木27.2万株。二是

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2012年以来,

新建改造二次变电站6座,升级电力农网

102公里。维修改造县级以上公路191公

里、农村公路559公里。宜居乡村建设扎

实开展。改造危房1685户,安装路灯8600

盏,建成饮水安全工程210处,常态化保

洁机制启动运行,群众文化广场、乡镇文

化站、村屯文化活动室等公共设施建设

不断加强,农村环境大幅改善。十间房镇

入选国家级特色小镇,大孤家子镇、叶茂

台镇入选省级特色乡镇培育名单。三是

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特色农业稳步推进,

农村经济实现稳步发展,2018年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14410元,同比增

长7.2%。落实花生、辣椒等特色农业面

积6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获

得“三品一标”260个,其中法库牛肉、

五龙山葡萄、叶茂台花生、巴尔虎山山

楂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2 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我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虽然取得较

大成效,但离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总体建

设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存在如下一些主

要问题,亟待加以高度重视,并尽快着手

进行改善。 

2.1农村环境问题依然存在 

一是农村生活环境“脏乱差”依然

存在。“柴草乱堆、污水乱流、粪土乱丢、

垃圾乱倒、杂物乱放、畜禽散养”等问

题普遍存在。不少垃圾堆放在道路两旁、

田边地头、水塘沟边和河道中,不仅影响

镇容村貌,还对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质

量造成威胁。二是农村成为城市垃圾的

转移地。由于农村天地广阔、管理松散,

城市建筑、工业垃圾也存在向农村转移

现象,更加快了垃圾围乡围村现象的形

成。三是城镇棚户区改造,大面积拆迁,

大量建筑垃圾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大量

建筑垃圾堆积,不仅影响感官环境,同时

也极易产生扬尘,造成环境污染。 

2.2农业面源污染形式严峻 

一是畜禽粪便污染严重,粪污整治

刻不容缓。近几年,法库县养殖业发展迅

速,据调查现有规模化养殖场187家,其

中有粪污处理设施的73家。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不完善,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一

定的污染。截止2018年底我县大牲畜出

栏量为80万头,小牲畜存栏量为1094万

头,家禽是1010万只。除规模化养殖场外,

还有大量的养殖专业户,养殖专业户几

乎都没有粪污处理设施,对环境的污染

尤为严重。畜禽养殖污染日益严重的现

状,已成为畜牧生产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是农药、化肥、农膜的使用加剧环境

污染。2018年,我县的化肥使用量为12

万吨,每亩地使用化肥50—60公斤；全年

农药使用量为500吨,一般来讲,只有10%

—20%的农药附着在农作物上,而其他的

部分则流失在土壤、水体和空气中。三

是秸秆禁烧屡禁不止。我县每年要产生

80万吨的秸杆,每年一到春耕前,农民往

往采取放火焚烧秸秆的方法,不仅浪费

了资源,同时污染了农村和市区的空气

和环境,还影响了公共交通安全。 

2.3缺乏长效运行管理机制 

一是新建设施、设备使用率不高。

2012年以来实施环境整治新建设的储粪

池、垃圾房、垃圾箱、垃圾车等大部分

新建设施、新购设备,使用效率不高,没

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多储粪池、垃圾

房处于闲置状态。由于农村排水管网不

健全,部分污水处理设施只在雨季运行

几个月,其他季节基本没有污水流入。二

是由于管理不善,新建的环境设施丢失、

损坏现象普遍存在。垃圾箱丢失现象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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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投入使用的垃圾箱因无人清理,成

为新的污染源。氧化塘、表流湿地的防

腐木护栏和周围铺设的石板、彩砖丢失

现象也很严重。造成设备的闲置、管理

不善的主要原因是村屯没有运行管理费

用,没有相应的保障和约束机制。 

2.4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后

劲乏力 

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是建设美丽乡

村的根本基础,当前法库农村存在产业

规模过小,产业化优势发挥有待加强。一

是传统的分散经营模式,难以改变农业

经济落后的现状,农民增收渠道不宽,收

入不稳；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

业的培育难以在短时间内可完成；三是

新农村主导产业难培育,经济发展后劲

乏力；四是农村缺乏创业创新人才,新型

农民综合素质待提升；五是村级集体经

济薄弱,农业专业合作社松散,缺乏凝聚

力和向心力。 

2.5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依然

存在 

法库县以登仕堡、丁家房一带为重

点的部分青山正面临采石场等非煤矿山

开采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经调查,法库

县现存采石场13个,其中位于五龙山自

然保护区范围内的6个。采石场等非煤矿

山在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

程度的破坏,而生态修复工作相对滞后,

周边群众反映强烈。 

3 推进我美丽乡村建设的对策

与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迎来充满希望的全新机遇和挑战。 

3.1持续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农村环境整治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持

久战,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重点解决人

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一是因地

制宜创新垃圾处理模式。在县城和县城

近郊范围内,可以采用“村收集、乡(镇)

清运、县集中处理”的模式。二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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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三是大力推进

农村清洁能源利用和秸秆综合利用,加

大作物秸杆再利用技术的推广力度,建

立秸杆粉碎还田、秸杆气化综合利用,

减少化肥的使用。 

3.2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要加强村庄长效管护机制建设,建

立健全日常督促检查等制度,建管并重,

持续跟进。强化督促检查考核,形成完

善的巡查考核工作机制。同时,优化各

类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垃圾收集、清运、

回收处理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处理办法,逐步实现垃圾无

害化处理。 

3.3科学发展产业,实现村强民富 

美丽乡村需要有美丽产业。一要在

产业布局上“多线”发展、“多点”扶

持、“多面”引导,拓展农业功能,大力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利用森林景观、

田园风光、山水资源、民族特色和乡村

文化,发展农产品采摘、农家乐体验等

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旅游项目

和旅游路线。 

3.4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保

障区域生态安全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一是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

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优化

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二是加快国土综合

整治,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大行动,

推进农用地和低效建设用地整理以及历

史遗留损毁土地复垦。要严格控制未利

用地开垦,落实和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切实加大优先

保护类耕地保护力度。三是加强矿产资

源开发集中地区特别是采石场等非煤矿

区地质环境和生态修复,以及损毁山体、

矿山废弃地修复。 

美丽乡村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就大精神,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的需要,是一项重大的民心工程,意义深

远,责任重大。农民是乡村的主人,美丽

乡村建设,广大农民是受益者,也是推进

主体。各及政府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实事求是地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实实在在地提升农民幸福

指数,不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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