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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生活垃圾也不断增加,导致人居环境恶化,严重制约了农村的
可持续发展。 调查了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现状,结合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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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面貌也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新农村的建设，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

极大的改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农村的城镇化也导

致生活垃圾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在过

去农村生活垃圾主要由农作物秸秆、蔬菜瓜果叶子、人畜粪

便及少量的旧衣物组成。 但现在农村生活垃圾在原来的基

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垃圾种类，各种包装材料、塑料袋、饮
料瓶、易拉罐等进入千家万户 ，产生了大量不可降解垃

圾[１]，严重污染了农村的土地和水源，破坏了农村山清水秀

的自然环境，危害了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２０１6年相关部门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１３．７５亿人口中，农村人口约占 ５０．３２%，
全国每年农村生活垃圾约 ３亿 ｔ，农村生活垃圾年清运量、处
理量分别为 ５ ７００万、３ ５００万 ｔ，分别占生活垃圾总量的 １９%
和 １２%，还有 6９%的垃圾未做任何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污染

问题逐渐凸显，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欠发

达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尤其突出。 罗定市隶属于广

东省云浮市，２０１７年罗定市GDP 为 ２１４．１6亿元，但人均GDP
只有 ２．２万元，远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是个经济欠发达的粤

西山区。 笔者拟调查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现状，结合欠发达

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对策。
1 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现状

1.1  镇 (街) 人口及垃圾产生量概况  罗 定 市 地 处

２２°２５▼１１″~２２°５７▼３４″Ｎ、１１１°０３▼０８″~１１１°５２▼４４″Ｅ，位于广东省

西部粤桂两省交接处，是广东进出海南、广西、贵州、云南、四
川等省区的重要门户，罗定市全市总面积 ２ ３２７．５ km２。 截至

２０１6年末，全市总户数 ３４6 １８３户，户籍总人口为 １ ３００ 6５９
人，其中农业人口 ８５０ ８３6人，城镇人口 ４４９ ８２３人，管辖的范

围为 １７个镇、４ 个街道办及 １ 个农场，３３6 个村（居)委会、
４ ３９6 个自然村，是个人口较多的农业县级市。 ２０１6年各镇

（街)人口及垃圾产生量概况见表 １。

表 1 罗定市各镇(街)人口及垃圾产生量概况

Table 1 Population and garbage production of each town (street) in
Luoding City

镇（街)名称
Ｎａme
of ｔown
（sｔｒeeｔ)

２０１6年
总人口
Toｔａl

ｐoｐulａｔion
in ２０１6

２０１6年常
住人口
Residenｔ
ｐoｐulａｔion
in ２０１6

垃圾日
产生量
Dａily
ouｔｐuｔ of
gａｒbａge∥ｔ

罗镜镇 Luojing Town １０２ ０８４ 66 ３５５ ２３．２２
太平镇 Tａiｐing Town 6９ ４８6 ４５ １66 １５．８１
分界镇 Fenjie Town ３２ ２6９ ２０ ９７５ ７．３４
罗平镇 Luoｐing Town ９３ ２０５ 6０ ５８４ ２１．２０
船步镇 Cｈuａnbu Town ９１ ８１6 ５９ 6８１ ２０．８９
朗塘镇 Lａngｔａng Town ４５ ８９９ ２９ ８３５ １０．４４
金鸡镇 Jinji Town ３５ １８９ ２２ ８７３ ８．０１
苹塘镇 Pingｔａng Town ４２ ８66 ２７ ８6３ ９．７５
华石镇 Ｈuａsｈi Town ３6 ２８6 ２３ ５８6 ８．２6
围底镇Weidi Town ４４ 6２０ ２９ ００３ １０．１５
素龙街道 Sulong Sｔｒeeｔ １１８ ８１５ ７７ ２３０ ２７．０３
双东街道 Sｈuａngdong Sｔｒeeｔ ２１ ５３５ １３ ９９８ ４．９０
附城街道 Fucｈeng Sｔｒeeｔ ５９ 6２９ ３８ ７５９ １３．５７
榃滨镇 Tａnbin Town ５１ ９００ ３３ ７３５ １１．８１
黎少镇 Lisｈａo Town 6０ ３２４ ３９ ２１１ １３．７２
生江镇 Sｈengjiａng Town ４２ ３８７ ２７ ５５２ ９．6４
连州镇 Liａnzｈou Town ５９ ４８０ ３８ 66２ １３．５３
泗纶镇 Silun Town ７９ ７５０ ５１ ８３８ １８．１４
加益镇 Jiａyi Town ２７ ８２１ １８ ０８４ 6．３３
龙湾镇 Longwａn Town ３４ ３０９ ２２ ３０１ ７．８１
垃圾隔栅站 Gａｒbａge
bａｒｒieｒ sｔａｔion — — １５．００

合计 Toｔａl １ １４９ 6７０ ７４７ ２９１ ２７6．５５

1.2 农村生活垃圾的构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新
农村城镇化的建设，农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

转变，加之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的构

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生活垃圾的数量激增，因为人

口增长，农村城镇化建设，还有一些企业在乡镇办厂，所以除

了日常生活垃圾外，还有众多的建筑垃圾、化工垃圾、畜禽垃

安徽农业科学,J．Ａnｈui Ａgｒic．Sci． ２０１８,４6(３6):6７－6９    

万方数据



圾;二是生活垃圾中不可自然降解物大量增多，如塑料瓶、塑
料袋、饭盒、易拉罐、塑料薄膜、破鞋袜、旧衣物等越来越多;
三是生活垃圾来源呈多样化，城镇的垃圾往农村转移，乡镇

企业的垃圾随意堆放，养殖场动物的尸体不经处理偷偷丢

弃;四是垃圾的综合利用率大幅下降，农户庭院养殖萎缩，有
机垃圾就地消纳的方式逐渐消失[２]，即便是具有较好肥效的

草木灰或一些可以沤肥有机体也被许多农户随意倾倒而成

为垃圾。 总体上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以餐厨垃圾、农作物秸

秆、畜禽垃圾为主，占生活垃圾总量的５２．２%;可回收利用垃

圾主要为金属、塑料和纸张制品等，占２９．３%;无机组分占

１５．２%;有害垃圾主要为废旧农药瓶、灯泡、电池和油漆桶等，
占 ３．３%，生活垃圾的数量不断增加。 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占比如图 １所示。

图 1 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占比

Fig.1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in Luoding City

1.3 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1.3.1 制度建设。 近年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得到了政府的

高度重视，市政府分别出台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长效

机制指导意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资金使用办法》《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绩效考核》等文件，特别是 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１日发布了云浮市首个地方实体立法项目《云浮市农村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做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 罗定市作为云浮市的县级市，严格按照《云浮市农村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实

际需要，因地制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配套制度，如出台了

《罗定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工作指引》，各乡镇也制订了《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制

度》等。
1.3.2 硬件建设。 罗定市在农村配备了垃圾压缩转运车 ８
辆，垃圾收运车辆 ３７３台，设置了生活垃圾收集点 ２ ７6１个，
在 ２０个乡镇建设了 ２３个生活垃圾转运站，农村生活垃圾由

各转运站转运到罗定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填埋场处理。
建立了“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县处理”的收运处理模式，
全面提高了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成效。
2 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

2.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及清运不足

2.1.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 罗定市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在原有简易场基础上进行无害化扩容改造，位于附

城街道办康任管理区的山洼地，距市中心约 ２０ km，占地总面

积 ９ ｈm２。 采取 BOT模式建设，设计处理能力为 ３００ ｔ / d，设

计使用年限 １５年以上，在 ２０１３年建成投用，实际处理生活垃

圾 ２３０ ｔ / d，小于设计值。 但 ２０１５年后，随着罗定市农村生活

垃圾也统一运送到该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填
埋场生活垃圾处理量开始激增，由原来的每天 １３０多 ｔ激增

到 ３００ ｔ 左右，高峰时期达 ５５０多 ｔ，从而使垃圾填埋场的每

日垃圾处理量超过原设计处理量。 按目前的情况看，已经使

用了 ３０万 m３ 的库容量，按每年使用 １０万 m３ 库容来计算，
到 ２０２３年，罗定市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库容将用完，且扩容

难度大。
2.1.2 生活垃圾无害化清运能力不足。 目前罗定市大部分

地区实现有效的垃圾清运处理，市区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基本

能够达 １００%。 但仍有相当部分镇、农村生活垃圾未能进入

无害化清运处理系统。 罗定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服务范

围虽然覆盖了城区与所有镇街，但因地域范围较广、山区较

多、村庄较为分散，运输成本较高，垃圾收运量、收运频次偏

低。 同时，垃圾日常清运资金不足、收运车辆设施不足，进一

步限制了偏远乡镇生活垃圾清运水平，导致镇级垃圾简易处

理现象仍普遍存在。
2.2 垃圾收运处理设施有待完善 各乡镇在转运站、收集点

等环卫设施的运行管理方面，由于受资金水平及技术水平的

制约，目前尚未达到规范运行水平。 农村转运站受限于建设

资金，硬件条件较差，某些转运站甚至仅为一简易的垃圾斗。
部分转运站选址不当，建设后不使用，设备未安装、无压缩功

能，臭气控制、污水收集、卫生情况、环境影响等方面均存在

环境风险。 收集点数量达到“一村一点”要求，但仍有分布不

均、局部缺失情况，部分收集点卫生情况欠佳，对环境负面影

响较大。
2.3 资金缺口大及人力物力不足 罗定市虽然已经在本级

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支持各镇村开展农村垃圾收运处

理工作，但仍不足以填补经费缺口，以致大部分偏远镇村未

被纳入常态化清扫保洁和垃圾收运范围，部分乡镇尚未能开

展垃圾费征收工作，经费的短缺直接导致农村环卫作业工具

配置水平低下，保洁员薪酬待遇普遍微薄，造成人员流失严

重，无法建立稳定的保洁队伍。
2.4 农民环保意识淡薄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物质

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提升了，然而农民对

环境保护的思想觉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３]。 农民环保

意识还非常淡薄，普遍存在“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垃

圾处理意识[４]。 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垃圾处置方法还十分原

始，缺乏垃圾处理常识和环保全局观念，他们将无用的生活

垃圾随意丢弃在河道、田间或道路两旁，导致土壤和地下水

发生污染。 此外，更有部分村民采用焚烧或填埋的方式处理

垃圾，对环境造成了更大的污染[５]。
以上这些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仍普

遍存在。
3 欠发达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对策

3.1 加强垃圾分类,实现垃圾源头减量 一是加强垃圾分类

的教育，政府、环保、教育相关部门进行正确的行政干预及引

８6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年

万方数据



导，让垃圾分类及环境保护教育进课堂进社区，从幼儿园开

始灌输生活垃圾分类理念，垃圾分类及环境保护从孩子抓

起，由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一个社区，提高人们垃圾分类

的意识。 二是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

理，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产业化水平。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综合利用、
环境整洁”的原则，着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

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 做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

集中清运相结合，建立村垃圾分类设施、收集转运点，配备垃

圾清运员、垃圾分类员和垃圾清运车。 三是每个村建设 １个
村级再生资源回收点，各镇（街道)设置 １座农村生活可回收

垃圾固定回收站;各村分类员每 ２ d将再生资源回收 １次，集
中回收至乡固定回收站;建立起分类员—回收站—回收中心

的回收处理模式。 把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重心投向农村

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积极探索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利用垃圾堆肥、回收循环利用等，努力将农村生

活垃圾变废为宝，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

用，促进农村综合环境改善[6]。
3.2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

问题的解决需要人人参与，村委、社区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制

度，要加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加强居委、村委班子的教育，居委、村委班子在环保、垃圾分

类中起带头模范作用，加强对辖区内居民进行环境保护的宣

传教育，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充分利用好社区老人及小孩的

积极性，让这些群体起到监督作用，让居民认识到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认识到环境保护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７]。
3.3 多渠道筹集资金,进行市场化运营 一是保障市、县各

级财政投入常态化，将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的建设运营

纳入财政预算。 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市场化运营的模式，通
过市场化提升环卫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按照“谁产生、谁付

费”的原则，推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二是制订实施切

实可行的政策方案，加强宣传发动，促进广大农民群众积极

参与垃圾治理，通过“一事一议”依法依规开展垃圾处理收费

工作，落实“村民集、乡贤捐、镇街补、市奖励”等措施，有效筹

集村级卫生保洁经费。
3.4 实行奖罚激励机制 一是政府划拨一部分环境保护专

项资金，对居民分类出来的可回收垃圾进行回收，让居民感

觉到实惠。 教育居民利用餐厨垃圾、植物与枝叶等有机物进

行堆肥。 社区每年评选出做出突出贡献的农户并给予一定

的物质奖励， 激发农户参与热情[８]。 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对
乱扔垃圾或不进行垃圾分类的人进行批评教育，对破坏环境

的人坚决进行处罚，对保护环境的人应进行及时的表扬及奖

励，并做好相关的舆论工作。
4 结语

该研究旨在分析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的现状及生活垃

圾处理存在的问题，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理念

为指导，根据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的特点以及农村的现实条

件，提出相应的对策，改善目前罗定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存

在的问题，保护农村的生态系统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为欠发达地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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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扩展被引半衰期：指该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全部次数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被引半衰期是测

度期刊老化速度的一种指标，通常不是针对个别文献或某一组文献，而是对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文献的总和而言的。
扩展 Ｈ指数：指该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的论文中，至少有 ｈ篇论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 ｈ次。
来源文献量：指来源期刊在统计当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它们是统计期刊引用数据的来源。
文献选出率：按统计源的选取原则选出的文献数与期刊的发表文献数之比。
参考文献量：指来源期刊论文所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数，是衡量该期刊科学交流程度和吸收外部信息能力的一个指标。
平均引文数：指来源期刊每一篇论文平均引用的参考文献数。
平均作者数：指来源期刊每一篇论文平均拥有的作者数，是衡量该期刊科学生产能力的一个指标。
地区分布数：指来源期刊登载论文所涉及的地区数，按全国 ３１个省区市计（不包括港澳台)。 这是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

和全国影响力大小的一个指标。
机构分布数：指来源期刊论文的作者所涉及的机构数。 这是衡量期刊科学生产能力的另一个指标。
海外论文比：指来源期刊中，海外作者发表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这是衡量期刊国际交流程度的一个指标。
基金论文比：指来源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这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
引用半衰期：指该期刊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通过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出作者

利用文献的新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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