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肥是农业革命的重要环节，
过量使用化肥对土壤和水源的危害
十分久远。据调查，目前全区大型
养殖企业中，有粪便无害化配套设
施的处理企业不足 40%，远距离卖
出既增加了成本又增加了细菌病毒
的传播，利弊难以平衡。建议政府
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更要帮助养殖
企业配套无害化处理设施。增加有
机肥供给，对农家肥实行价格补贴，

让农民有得用、用得起，能见效。
目前，我区每年农膜用量在两

万吨以上，成为农村白色污染的源
头，尽管自治区政府在 2011年前就
出台了《关于开展农用残膜污染专
项整治的工作方案》，但方案中补贴
不够、不能及时到位等问题都影响
了回收效果。建议尽快推广高强度
农膜，调整和完善《自治区农用残膜
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合理布局
回收再加工企业网络，让企业和农
民都有利可得，形成产业链和利益
链。

全区农村乡镇级生活污水处理
站运行情况不理想。建议自治区政
协对全区农村污水处理站进行集中
调研，提出解决建议。此外，农村生
活污水收集管网投资巨大，建设规
划应逐步推进，不能制定和追求超
现实的目标。调查中发现，目前很
多村庄的垃圾箱数量远远不足，另
外部分市县没有农村生活垃圾填埋
场，环境专干只是搞垃圾搬家而没
有处理。建议增加农村垃圾收集设
施，完善农村环境公益岗位，垃圾转
运直接到垃圾填埋场。

近年来，我区农村垃圾数量和
种类急剧上升，垃圾处理不及时导
致农村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常见。现
有的垃圾处理方式已明显捉襟见
肘，正面临着人力、资金、技术、机
制、意识等困难和问题。

目前，群众环保意识有待进一
步提升，尽管很多村组都配置了垃
圾箱，但随意倾倒、乱扔垃圾的现
象仍然普遍存在；垃圾处理方式简

单，只是露天堆积、挖坑填满，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垃圾的去向问题；垃
圾处理设施不足，现有的垃圾设备
整体利用率不高；缺乏足够的资金
和人力保障，未能建立多渠道的垃
圾处理资金保障机制，村集体、村
民保洁费用收取难，垃圾处理仅靠
政府难以支撑。

建议创新和完善农村垃圾处
理体制机制，按照先易后难、分类
实施、稳步推进原则，在偏远农村
逐步实现垃圾集中收集和转运。
加大对垃圾处理基础设施不完善
村组的投入力度，加强对现有已配
套垃圾设施的有效利用，推进城乡
环卫一体化管护，全面推行房前屋
后卫生环境“三包”责任制。建立
垃圾处理多渠道资金保障机制，实
现村村有一支专业化、常态化的环
保队伍或探索运用政府购买服务
等形式，有效推动垃圾专业化治
理、市场化运营、产业化发展。加
大对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的宣传，
积极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垃圾
处理和环境保护工作，从源头上减
少垃圾污染。

目 前 ，我 区 大 多 数 农 村 居
民 的 垃 圾 分 类 意 识 薄 弱 ，处 理
方 式 单 一 ，造 成 土 地 、水 、空 气
等污染。

建 议 加 大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综
合治理体系建设，根据农村的实
际 情 况 制 定 科 学 适 宜 的 垃 圾 处
理 治 理 机 制 ，同 时 在 资 金 保 障
上，探索政府保底的多元投入机
制。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农

村 居 民 的 垃 圾 分 类 意 识 和 环 保
意识，尽可能将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宣传栏、展板等多种载体，结合
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农村环境卫
生整治的宣传，提高居民生活垃
圾 分 类 意 识 。 把 垃 圾 分 类 纳 入
文 明 村 镇 创 建 、志 愿 活 动 等 范
畴，营造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的氛围。

建立环卫工作管理队伍，通
过健全环境卫生制度，建立系统、
有效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强化
监督检查机制，规范村民垃圾产
生、收集、清运、处理行为，明确
垃圾产生者对垃圾处理必须承担
的责任、义务和权益，保障农村生
活 垃 圾 就 近 得 到 妥 善 处 理 。 此
外，还要综合应用生活垃圾处理
技术，要不断改进处理方式，完善
垃圾处理设施，综合运用焚烧、堆
肥、填埋、热解碳化等技术。加强
源头分类，将有机物堆肥处理，可
回收利用物再利用，减量压缩后
再送到指定区域，最后送至垃圾
填埋场统一处理。

自治区政协委员 蔺银生

多举措完善我区农村面源污染和垃圾处理机制
自治区政协委员 严玉华

加强农村垃圾治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自治区政协委员 王 琦

积极研究适用于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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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面源污染涉及化肥、农药、
地膜、农业投入品、包装废弃物、农
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多个方面，
具有分散性、隐蔽性、随机性，不易
监测、难以量化，同时又与农业生产
紧密结合。在加强治理工作上，必
须细化明确治理工作的责任和目
标，突出重点、各个击破，一茬接着
一茬干，持续推进防治工作落实，坚
决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

应着力加强用药技术推广。大力
推广化学农药替代、精准高效施药、轮
换用药等科学用药技术，提高农药施用
效率和利用率。着力推动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推动生产者建立出厂化肥农
药销售记录制度，依法建立销售台账、
专业合作社等依法建立农膜使用记
录。着力健全回收利用机制。健全农
用残膜回收利用体系，落实“谁供膜、谁
回收，谁使用、谁回收”的办法。着力完
善扶持保障机制。探索绿色补偿制度，
参照农业农村部耕地地力补贴与农膜
回收挂钩的经验，完善我区农用残膜再
利用企业用地、用电、用水、信贷、税收
等优惠措施，扶持回收利用社会化服务
组织。着力推进工作目标责任制度
化。建立协商联动机制，确定面源污染
治理的牵头部门，建立多部门参加的治
理工作协商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着力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创新联合执法模
式，落实监管责任，对污染行为进行联
合监管、联合执法、联合打击，确保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取得实效。

（本版文字 罗 明 整理 图片
蔺 津 摄）

“六个”着力推进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监管
自治区政协委员 罗万里

当前农村的“厕所革命、能源革
命”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但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
仍然十分严重，农村环境“脏、乱、
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六盘山区以农业为主，马铃薯、
中草药种植和肉牛养殖已成为实现
农村经济发展、农户脱贫致富的重
要产业，随着种植养殖业的发展，农
村生产生活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

趋凸显。为此，科技部门通过技术
凝练，形成了农村生产生活污染一
体化治理集成“七个一”技术模式，
即一个水暖炕，解决燃烧牛粪环境
污染；一台电焰灶，结束烟熏火燎历
史；一个生态厕所，解决旱厕污染诟
病；一台洁净烤火炉，解决传统燃煤
空气污染；一个集中垃圾处理中心，
解决一乡生活垃圾污染；一个生物
发酵床牛舍，解决农村牛粪污染。
该集成技术模式已彻底解决了固原
市大湾乡 13个行政村的居民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问题。

针对六盘山区当前农村生产
生活突出的环境问题，固原市科技
部门以农林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土炕、土灶、土暖、土厕”节能
改造和农村垃圾处理为重点，通过
企业引进、自主研发和技术凝练，
形成解决当前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一
体化集成技术模式，对于精准治理
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污染，加快构建
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农村能
源体系，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品质具
有现实意义。

近 年 来 ，我 区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还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从 建 设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先 行 区 的 要 求 看 ，还 存 在 一 些
突出短板。

建议加强农村生活垃圾中转
站、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建
设，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比例。探索实施“户
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

的方式，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城
镇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乡垃圾
一体化处理。对非正规垃圾堆放
点进行专项整治，继续加强台账
管理和验收销号制度。积极推广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建立农村垃
圾分类治理工作的长效机制，解
决村镇垃圾治理经费保障不足、
人员不足等问题。

还应加快制定地方性地膜管
理条例，明确地膜使用和农田残膜
污染有关规范处罚。加快完善残膜
回收利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健全
的残膜回收机械化作业、残膜集中
输送和残膜利用设备开发等政策激
励扶持。针对地膜特别是超薄地膜
大量使用带来的回收难、污染重等
问题，应加快建立健全残膜回收机
械研发推广政策扶持机制，充分发
挥机械化在农田残膜污染治理中的
作用，制定宜于残膜机械回收的地
膜使用标准。加快可降解代替材料
开发，开展深度科研，推动“政产研
学用”相统筹，推进我区未来覆盖
新型材料开发研究。

自治区政协委员 郑忠安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宁夏绿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 迅

“七个一”技术模式 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品质

按照自治区政协协商计划，今年 6 月，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及相关专家，围绕“完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垃圾处理机
制促进我区黄河流域生态改善”议题，按照不同侧重点组成 4 个小分队，通过入户访谈、问卷调查、专题讨论、现场“微”协商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

8 月 14 日，自治区政协召开“完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垃圾处理机制促进我区黄河流域生态改善”专题协商会。会上，自治区政协委员虎久强、
万平、储建平、蔺银生、严玉华、王琦、郑忠安、罗万里和企业代表宁夏绿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迅分别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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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守好乡村蓝天碧水净土

据有关资料显示，化肥已经占
据了我国 80%的肥料市场份额，有机
肥施用比例从 1949年的 99.9%已降
至 8%-10%。目前，我国 26%耕地土
壤的有机质小于 1%，有机碳小于 1%
的耕地占 44.8%，土壤有机质的亏缺
已是一个近乎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因此，减少化肥用量，加大有机
肥推广施用，提升耕地质量已势在

必行、刻不容缓。推进化肥减量行
动，亟需建立一套政府负责、市场主
导、部门协同、农民主体的落实机
制，在确保化肥减量的前提下不影
响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建议健全化肥减量行动责任考
核体系，把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
机质含量增幅和 3年后化肥使用减
量一半作为硬指标纳入县区年度考
核中，考核结果与农业项目和财政
奖补资金挂钩，督促县区大力推广
有机肥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
性耕作、秸秆还田、绿肥种植等技术
措施。健全土壤有机质补充政策体
系，把提升土壤有机质的技术措施
纳入农业产业补贴政策，与种苗、农
膜等生产资料享受同等补贴政策，
引导农民提高使用有机肥、农家肥
的比重。建立有机肥经营服务宣传
推广体系，调整我区化肥商业淡储
政策，根据种植结构合理调整化肥
储备结构并严控总量增长，将有机
肥纳入商业储备补贴政策，引导现
有农资经营企业、个体户开展有机
肥宣传推广和经销服务。

目 前 ，我 区 农 膜 应 用 面 积
大、覆盖作物类型多，建议加强
农膜源头管理，禁止生产、销售
和使用厚度小于 0.01 毫米，覆盖
时间不足 180 天等不符合国家标
准 的 农 膜 。 加 大 全 生 物 可 降 解
农膜的引进和试验力度，选择适
合我区气候、土壤、作物等方面
特点的全生物可降解农膜，补贴

开展多点示范，为推广全生物可
降 解 农 膜 以 及 减 少 使 用 传 统 农
膜 提 供 理 论 依 据 和 技 术 支 撑 。
支 持 研 发 和 使 用 高 性 能 农 用 残
膜 回 收 机 械 。 各 级 政 府 应 引 导
产、学、研、推、用行业加强合作，
支持研发回收率高、杂物分离率
高、智能化程度高、综合性价比
高的“四高”残膜回收机械。

应坚持回收与利用兼顾的原
则，对机械回收农用残膜、企业回
收和农用残膜加工再利用等环节
予以补贴。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农
膜用量，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种植模式创新等措施，统筹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把使用农膜增
产增效不明显的作物和种植模式
减下来，切实减少农膜使用量。
还应参照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出
台的《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研究
出台《宁夏农用农膜管理条例（办
法）》，从生产、销售、使用、回收、
加工、利用、监管处罚等环节予以
规范，用法律手段提高农用残膜
回收率和再利用水平。

目前，我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仍然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主体责任落实难：受传统观念和生产
习惯影响，农民缺乏保护环境、治理
污染的自觉意识，造成污染治理责权
不统一，主体责任不落实。治理监管
操作难：我区农业生产经营呈现规模
小、主体多、空间交错杂乱的状态，致
使污染监测工作难以展开，监督管理

无法实施，治理制度难以落实。防治
技术落地难：由于现行农业生产经营
规模小、主体多，造成各类防治技术
推行比较效益差，农户接受新技术的
内生动力不足，推广工作难度大。政
策措施见效难：受现行农业生产经营
方式制约，农业生产经营小而散、组
织化程度低、各环节配套差，造成农
业废污收集、转运、处理成本高，设施
设备利用率低，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建议优化特色产业布局，调优
种养结构、调大经营规模、调强加工
能力、调长产业链条，推进农业特色
产业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经营，促进
产业布局与各区域环境特点相协
调。提高产业聚集度，加强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培育，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产业强镇、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推
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提
质增效。加强监管和主体责任落实，
切实厘清政府、企业、农业生产主体
各方职责, 建立企业责任延伸制度，
推动形成以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
体为责任主体，辐射带动农户承担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责任。

健全“三个”体系 实现化肥减量
自治区政协委员 虎久强 自治区政协委员 万 平

防控农田“白色污染”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自治区政协委员 储建平

积极破解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四难”

——自治区政协“完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和垃圾处理机制促进我区黄河流域生态改善”专题协商会发言集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