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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绘新卷

2024年

全国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
到 75%左右，
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管控）率
达到45%以上，
农村生活垃圾
得到收运处理
的行政村比例
稳定在 90%以
上，95%以上的
村庄开展了清洁
行动。

9月，农业农村部
等6部门联合印发
了首部农业绿色发
展的专项规划《“十
四五”全国农业绿
色发展规划》，对

“十四五”时期农业
绿色发展作出了系
统安排；12月，《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方案

（2021-2025年）》印
发，推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从全面推开
转向整体提升。

2021年

我国启动“农业绿色
发展五大行动”。

2017年5月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
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
方面和全过程”。

2012年11月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
态文明”概念写入党代会
的政治报告。

2007年10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
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

2005年8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的决策。

2003年6月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7年9月

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
境保护会议，揭开了中国
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农
村环境越来越受重视。

1973年8月

我国参加了在瑞典召开
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
议”，中国开始审视自身和
全球环境问题。

1972年6月

2月，《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印发，开启农村垃圾、
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
提升新进程；9 月，

“千万工程”获得联合
国最高环保荣誉——

“地球卫士奖”；11
月，我国印发《农业农
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
动计划》。

2018年

2023年

全国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覆盖率保
持在 90%以上，
主要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覆盖
率达54.1%，化肥
农药利用率均超
过41%，农用化肥
农药施用量连续7
年保持下降趋势，
科学施肥用药水
平不断提升。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如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图景的变迁绘
成长卷，当下的落笔处，自是万千乡村水清树绿、生态
宜居的秀美之景；若将目光回到画卷起笔处，75年前
的这片乡土却是满目疮痍、破败脏乱之象——

那是作家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的“衣无
领，裤无裆，三餐光只喝米汤”，是华西村村民居住的

“挡不住风、遮不住雨”的泥垛墙、茅草房，是“垃圾靠
风刮，污水靠蒸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真实
写照。

当1949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国农民看
到了拔除“穷根”、开启美好新生活的曙光；75年后，在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
画卷正在照进现实。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从人居环境整
治入手，乡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革，造就了万千美
丽乡村，造福了亿万农民群众。

从污染“避难所”到生态文明建设主战场

新中国成立之初，长期战争导致我国农村生产生
活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面临着经
济建设和保证农产品供给的巨大压力，由于毁林开荒
等粗放的管理方式，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此后，我国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
走过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十一
位到2010年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付出
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农村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
的污染“避难所”，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民生之痛、民
生之患。

20 世纪 50 年代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道
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即随着一个国家
经济不断发展，环境污染由低趋高。作为一个人口众
多的发展中大国，如何解开库兹涅茨曲线的“紧箍
咒”？这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时代之问。

1972 年，我国参加了在瑞典召开的“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中国开始审视自身和全球环境问
题。次年 8 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
议，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正式启幕，农村环境越来
越受重视。

“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
将该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

“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上，中国首次把这个
概念写入了党代会政治报告。

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世纪难题摆在眼前，中国
清晰地认识到，要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正如 2005 年初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考察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
村后，在“之江新语”专栏写到的那样：“在选择之中，
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
山银山。”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党的十八
大报告提出的这一重要论述，将生态提高到与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相当的战略高度。

进入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
柱”逐渐形成，并于2018年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
坚战行动计划》，全面开启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农
村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一项项改革举措精
准出击，一系列环境整治行动持续发力，万千农村开
启“美颜”模式——

“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塞罕坝，建成世界
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从沙海变林海；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面临“无鱼”之困的长江，通过入河排污
口溯源整治、实施“十年禁渔”等举措，鱼类资源量比
禁渔前上升25.6%；曾经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千疮百
孔”的祁连山，现已满山披绿，郁郁葱葱……

从环境“脏乱差”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今夏，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水景生态演出《梦开
始的地方》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首
演。放眼望去，村庄粉墙黛瓦、青山相峙，水清岸绿、
灯光绚烂，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

21 年前的下姜，却是出了名的穷，村庄环境更是
“脏乱差”。枫林港变成臭水河，山头被砍得光秃秃，
到 2003 年，村里露天的厕所、猪圈、牛棚有 150 多个。
下姜村原党支部书记姜银祥回忆：“全村到处都是鸡
屎、猪粪。夏天的时候，苍蝇蚊子特别多，老百姓生肝
炎、得痢疾、生传染病的也多。”

下姜村旧景曾是我国大部分农村生活环境的缩
影。污水、垃圾、露天粪堆随处可见，人畜共居、人无
厕、畜无圈的现象极为普遍，农村卫生条件差，村民健
康堪忧，营造健康、干净的生活环境迫在眉睫。

2003 年 6 月 5 日，在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拉开
序幕，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
重点，走出了生态立村、美丽生财、村民共富的乡村
可持续发展新路子。时至今日，“千万工程”经验已
经从浙江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让万千中国
农村实现华丽蝶变，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方
法论”。

就拿厕所这件“小”事来说。“一个土坑两块砖，
三尺土墙围半边”的老式旱厕，存在安全隐患，有
传播疾病的风险。如厕事微，却关乎农民生活的
体面与尊严，是提高农村卫生条件、群众生活质
量的重要一环。2015 年 4 月，旅游行业率先推

进“厕所革命”，同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
时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
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
的厕所。

小厕所，大民生。如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5%左右，卫生厕所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标配，农村
生活品质和卫生水平向前迈进一大步。

垃圾、污水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脏乱差”问题是农
村人居环境最突出的矛盾。2018 年，《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印发，全国农村动员各方力量，开
启了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新进程。
三年后，农业农村部宣布：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农村

“脏乱差”局面得到扭转，农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
2021年 11 月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方案（2021-2025年）》，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从全
面推开转向整体提升，进一步擦亮了美丽中国、美丽
乡村的绿色底色。

在贵州省天柱县邦洞街道赖洞村，曾因污水、垃
圾直排，导致鉴江河道堵塞、水质污染严重，每逢涨水
必成灾。“经过源头治理，如今村里因河而富，漂流生
意、生态旅游红红火火，农民收入是以前的好几倍！”
村党支部书记张绪标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
仗，像下姜村、赖洞村一样，一个个村庄从“面子”美
到“里子”，实现从“脏乱差”到“强富美”的华丽转
身。目前全国已有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
动，通过开展卫生大扫除、垃圾大清理、环境大整治，
农村基本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广大农民生活在环境
优美、干净整洁的健康安居之所，拥有了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

从粗放式发展到掀起农业绿色革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温饱需求尚无法满足，
为了让百姓“吃得饱”，迫于农产品短缺的压力，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业走了一条以追求高产为目
标的拼资源、拼环境、拼消耗的发展路子。

21.9 公斤，这是十年前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
量，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每亩 8 公斤，我国是欧盟的
2.5 倍，是美国的 2.6 倍。在数字背后，过量施肥、盲
目施肥等粗放的农业发展方式，已经使部分地区耕
地出现板结、酸化等现象。此外，农用地膜“白色污
染”、农业面源污染等叠加，农业自身污染效应逐渐
显现。

“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
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摒弃竭泽而渔、焚薮
而田、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老路子，实现农业生
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生态农
业、低碳乡村成为现实，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守住绿水青山。

绿色是农业的底色和本色。2017 年我国
启动了“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2021 年，
农业农村部等 6 部门联合印发了首部农业
绿色发展的专项规划，引领农业绿色发展
加快步伐，推动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按照把该减的
减下来、该退的退出来、该治理的治理
到位的原则，努力处理好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广袤农村掀
起了一场“绿色革命”。

大力减，农业生产过程更清洁
——湖北于20年前拉开了测土配
方施肥的序幕，如今，该项技术
在全国覆盖率保持在 90%以
上，农用化肥农药施用量连续
7年保持下降趋势，化学投入
品逐渐减少。

高效用，农业废弃物
实现资源化利用——全
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 78%，秸秆综
合 利 用 率 超 过
88% ，农 膜 回 收 率
稳定在 80%以上，

“生态包袱”变为
“绿色财富”。

强集约，农
业产地环境得
到保护——
全 国 耕 地
平均等级
比 10 年
前提高
0.35
个
等

级，达到4.76个等级，相当于每亩地足足提升了35公斤
的粮食产能。农业用水也更节省，农田灌溉用水的有效
利用系数达到0.57，比10年前提高了0.05，年节水能力
超过480亿立方米。

生态环境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最显而易
见的是优质农产品的增加。目前全国绿色、有
机、名特优新、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已达 7.8
万个，助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更关键的
是，良好的生态财富如阵阵春风，唤醒了乡
村发展的蓬勃朝气。村容村貌美了，好生
态变成“摇钱树”“聚宝盆”，推动乡村康
养、生态旅游等消费日渐火爆；农民的

“钱袋子”鼓了，精气神足了，乡村处
处焕发蓬勃生机。

昔日人畜共居、垃圾遍地、污
水横流的旧貌一去不返，而今乡
村已是天蓝、地绿、水净的美
好家园。“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竹喧归浣女，莲动
下渔舟”，千百年来无数诗
人 画 家 吟 咏 描 绘 的 乡 村
风 光 ，在 生活条件日益
现代化的万千美丽乡村

“重现”。透过历史的
长河回望，75 年间，这
片乡土演绎了一场
令世人惊奇的新时
代“山乡巨变”；时
间的画笔不停，
这幅现代版的

“富春山居图”
长卷将继续
绘下去、美
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