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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生态保护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生态环境保护对居民的生计的影响、居

民生态型生计文化传统与新文化。方法 2021 年 7 月 8 日，对城隍村的居民进行以年龄的不同进行分层抽样调查，就

厕所改造与垃圾分类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33 份，其中年龄 25 岁以下 2 人（6.06%），26-50 岁

12 人（36.36%），51-65 岁 10 人（30.3%），66 岁及以上 9 人（27.27%）。关于垃圾分类 25 人（75.7%）有效执行

分类政策；关于厕所改造，知情人数高达 32 人（97%），不知道的 1 人（3%）；认为厕所改造非常有必要的 4 人（12%），

有必要的 25 人（76%），一般的 3 人（9%），没有必要的 1 人（3%）；改建新厕所的 31 人（94%），未改建的 2 人

（6%）。其影响因素主要为村庄的风俗习惯及政府（村委会）政策措施对厕改的推进。 结论 村民环境认知一般，

对厕所改革与垃圾分类政策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但是大部分人表示愿意执行该政策且愿意为垃圾治理支付一定费

用。为更好贯彻落实厕所改革与垃圾治理，需借助政府进行广泛的教育宣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垃圾分类存量急剧上

升，但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垃圾处理依然

沿用露天堆存，简单填埋等落后的处理方式，改

变垃圾处理方式，制定和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是解

决垃圾治理问题的重中之重。并且近年来，随着

农村厕所革命深入推进，卫生厕所不断推广普

及，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十四五”时

期要继续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

重要工作，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坚持改厕与垃圾

处理同步推进，确保达到卫生标准。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1 年 7月 8 日对宁陕县当地居民进行

随机抽样。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

问卷 33份 

1.2.2 调查问卷  

结合研究目的，经过查阅文献及咨询老师，

采用访谈式问卷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

民对当前垃圾处理制度和厕所改造的了解情况。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33 名调查对象中男，女分别为 12 人

（36.36%）、21人（63.64%）；年龄 25岁以下

2 人（6.06%），26-50岁 12人（36.36%），51-65

岁 10人（30.3%），66岁及以上 9人（27.27%）；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的 14 人（42.42%），初中

程度的 10人（30.3%），高中或中专，职高的 9

人（27.27%）；健康状况差，一般，良好，很好

分别有 3 人（9.09%）、8 人（24.24%）、13 人

（39.39%）、9人（27.27%）；担任过村干部的

4 人（12.12%），没有担任过村干部的 29 人

（87.88%）；家里人口数为 1-3 口的 7 人

（21.21%），4-6 口的 20 人（60.61%），7-10

口的 6 人（18.18%）；家庭年收入低的 12 人

（36.36%），良好的 10 人（30.3%），优厚的

11 人（33.33%） 

 

 

 

表 1 2021 年 7 月陕西省宁陕县 33 名居民基本情况 

分类 指标 人数 比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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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垃圾处理方式  

调查得出所有研究对象中将垃圾倾倒在垃

圾集中点的有 22 人，专人收集的 3 人，倒入河

道沟渠的 1人。见图 1  

图 1 2021 年 7 月陕西省宁陕县 33 名居民对产生垃圾的

处理方式 

 

2.3  对厕所改造的认知情况  

 知情厕所改造的 32 人（97%），不知道的

1 人（3%）；认为厕所改造非常有必要的 4 人

（12%），有必要的 25 人（76%），一般的 3 人

（9%），没有必要的 1人（3%）；改建新厕所的

31 人（94%），未改建的 2人（6%），此外，调

研对象在使用的厕所类型，认为厕改的舒适提高

效果及厕改对减少疾病发生传播的有效程度有

一定差异，详见表 2 

表 2 2021 年 7 月陕西省宁陕县 33 名居民对厕所改造的

认知情况 

2.4  影响厕所改造的因素  

 认为村庄的风俗习惯对厕改非常有影响的

2 人（6%），有影响的 25人（76%）一般的 3人

（9%），没影响的 3人（9%）；认为村庄的村中

年龄 <25 岁 2 06.06 

 26-50 岁 12 36.36 

 51-65 岁 10 30.30 

 66 岁及以

上 

9 27.2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

下 

14 42.42 

 初中 10 30.30 

 高中或中

专、职高 

9 27.27 

健康状况 差 3 09.09 

 一般 8 24.24 

 良好 13 39.39 

 很好 9 27.27 

村干部 是 4 12.12 

 否 29 87.88 

人口 1-3 口 7 21.21 

 4-6 口 20 60.61 

 7-10 口 6 18.18 

家庭年收

入 

低 12 36.36 

 良 10 30.30 

 优 11 33.33 

性别 男 12 36.36 

 女 21 63.64 

分类 指标 人

数 

占

比 

知情厕所改造 知道  32 97 

 不知道  1 3 

支持厕所改造 非 常 有 必

要 

4 12 

 有必要 25 76 

 一般 3 9 

 非 常 没 必

要 

1 3 

是否改建新厕所 是 31 94 

 否 2 6 

是否在使用新厕所 是 31 94 

 否 2 6 

现用厕所何种类型 抽 水 马 桶

（ 无 需 自

己提水） 

26 79 

 冲 水 厕 所

（ 需 自 己

提水） 

6 18 

 旱厕 1 3 

认为厕改的舒适提高

效果如何 

非 常 有 效

果 

6 18 

 有效果 25 76 

 一般 1 3 

 没效果 1 3 

认为厕改对减少疾病

发生传播的有效程度

如何 

非 常 有 效

果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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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舆论（闲话）对厕改非常有影响的 1人（3%），

有影响的 18 人（55%）一般的 9 人（27%），没

影响的 3 人（9%）；认为村庄的风俗习惯对厕改

非常有影响的 2人（6%），有影响的 25人（76%）

一般的 3 人（9%），没影响的 3人（9%）完全没

影响的 2 人（6%），此外，还有家人的支持程度，

亲朋邻居改厕，政府（村委会）政策措施对厕改

的推进及政府补贴均对厕所改造产生影响，详见

表 3。 

表 3 2021 年 7 月对陕西省宁陕县 33 名居民厕所改造产

生影响的因素 

认为村庄的风俗习惯对

厕改的影响如何 

非常有影响 2 6 

 有影响 25 76 

 一般 3 9 

 没影响 3 9 

认为村中的舆论（闲话）

对厕改的影响如何 

非常有影响 1 3 

 一般 9 27 

 有影响 18 55 

 没影响 3 9 

 完全没影响 2 6 

家人对厕改的支持程度 非常支持 12 36 

 支持 16 48 

 一般 5 15 

认为政府（村委会）政策

措施对厕改的推进效果

如何 

非常有效果 1 3 

 有效果 26 79 

 一般 6 18 

亲朋邻居改厕对个人改

厕影响如何 

非常有影响 1 3 

 有影响 13 39 

 一般 10 30 

 没影响 2 6 

 完全没影响 7 21 

政府补贴多大时会厕改 0.2 4 12 

 0.5 10 30 

 0.7 3 9 

 0.8 2 6 

 0.9 1 3 

 1 3 9 

3  讨 论 

3.1  垃圾治理 

3.1.1  村民环境认知一般且朴素 

大部分村民能够辨识有害垃圾，并知道垃圾

分类是善举，但多数村民不能够清晰认识垃圾分

类的好处，说明村民们具有普遍的环保意识，且

较为朴素，但仅仅停留在知道垃圾分类这件事，

并不清楚垃圾分类的具体做法以及深远意义。因

此，加强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普及，倡导符合绿

色文明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和环境价值观念，

把保护环境、合理利用与节约资源的意识渗透到

村民日常生活之中，进一步增强群众的环境意识

和参与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3.1.2  政策认知对垃圾治理行为影响显著  

村民们对于农村垃圾治理收费制度了解程

度一般，大部分知道垃圾分类政策，并表示愿意

遵守垃圾分类政策，同时愿意为垃圾治理支付一

定费用。这表明政策越明确越科学，农村垃圾治

理行为越有效越成功。与此同时，调查发现农村

84.6%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倾倒垃圾集中点，虽然

摆脱了原始的垃圾随意堆放且专人处理，但方式

单一，与垃圾分类政策并不完全符合。因此加快

制定垃圾分类政策，引导村民实施更加有效的垃

圾治理行为；探索农村垃圾治理与垃圾分类的契

合点，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规划、布点、管

理机制建立等方面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征求

农民的意见，保护农民的环境权益，既能够满足

农村垃圾治理的现状，更能够紧跟垃圾分类的趋

势。 

3.1.3  不同年龄、学历、收入的农户在垃圾治

理行为上具有较显著差异  

 调查对象中 26-50 岁占比 36.6%，50 以上

的占比 57.5%，半数以上村民为中老年人；高中

及其以上学历的占比 27.2%，村民们文化程度一

般；家庭年收入较好的占比 33.3%，一般的占比

66.7%，村民们大多数为普通家庭。农村空心化

及老龄化在此次调查中稍有显示，与此同时影响

到村民们的环境认知，不了解政策变化，实时动

态；收入一般那么投资环境治理的意愿较弱。因

此，加快制定、完善和细化可操作的农村环卫设

施建设财政投入政策，提高农村环卫设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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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制定和推行相关环境经济政策鼓励民资投

入农村环卫建设，并参考城市垃圾处理设施投运

营经验，积极引入社会资金，提高设施运营效率；

要充分考虑农村、农民自身的支付能力，按农民

平均年收入水平建立有利于弥补农民支付能力

不足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建设补助标准。 

3.2  厕所改造 

3.2.1  影响因素   

通过上述的结论我们发现了村庄的风俗习

惯，舆论，家人，亲朋邻居和政府（村委会）政

策会对农户在厕所改造参与行为上有显著影响。 

3.2.2  问题与困境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污水排

放量日益增大，其中，由厕所带来的生活污水成

为农村生活污水的主要污染源，因此农村厕所

改造有利于改变地区厕所建设滞后现状，推动

其全面发展的需求，可有效降低粪口传播性疾

病，提高农村农民的卫生健康水平；也可促进乡

风文明建设和农村精神道德风貌建设，推进幸福

美丽新村的建设，厕所对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有

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是在厕所改造过程中也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农村改厕措施落实不到位，资金不充分；对

于农村改厕工作的开展，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和文件予以经济支持，希望可以有效推进改革工

作落实到实处，但是从我国当前农村改厕成效上

来看，措施落实情况不甚乐观，其中仍有存在较

大的缺陷和不足，严重影响到农村改厕工作的有

序推进，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开展工作缺乏有效

的激励措施，难以有效调动农户改厕积极性，在

缺乏改厕补助的情况下，自然无法有序推进农村

改厕工作。 

农民的参与度低，改厕缺乏积极性；在农村

改厕中，农民的参与度较低，缺乏积极性制约，

后续改测工作开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实

际宣传工作不到位，很多农户对于改厕重要性和

社会影响认知不足，加之受到传统观念和生活习

惯的影响，很多农户并不愿意改厕，这种现象在

我国普遍存在。 

监管体制不完善，没有成立专门的技术监督

小组，培训工作不到位；基层不仅缺乏懂技术的

改厕骨干，而且专业技术人员流动较频繁，建起

来的卫生厕所没有经过严格的考核与检验，导致

厕所质量严重不合格，不合格的厕所会经常堵

塞，整个屋子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也在某种程

度上降低了农民对厕所建造的信心，影响厕改进

程。 

3.2.3  对策建议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在

厕改项目经费投入上，政府起主导作用，政府根

据地区的经济条件及卫生厕所的建设情况，因地

制宜的制定补助政策，可以采取地方财政配套补

助+社会投资+农户个人出资的方式，也可以实行

愿改多补，先改多补 改好多补的政策。 

进行广泛的教育宣传，增强对厕改的重视力

度。加大教育宣传，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的

卫生意识及对卫生厕所建造的迫切性。科学规

划，加大技术投入力度。严格把关项目招标资金，

下达资金来源及使用明细等各环节；成立技术小

组入门培训，并对新建的卫生厕所做到统一技术

指导。 

“互联网+垃圾分类”，当今信息技术已十

分发达，可开发相应软件供群众了解垃圾分类相

关事宜。 

完善监督考评机制。农村垃圾治理是一个全

面、长期、系统的项目，为了切实保障垃圾治理

的实际效果，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考评机

制，其中包含外部监督以及对员工的 内部考核。 

提高村民参与水平。村民是村庄垃圾治理的

核心。为了提高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应该从村民

的日常生活习惯出发，理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逻

辑。加大对村民的环保意识教育，宣传建设美丽

乡村的理念。同时开展丰富的“清扫家园”活动，

让村民提高“主人翁”意识。 

完善村民自主管理机制。 要充分调动村民

主动参与垃 圾治理活动，除了对其进行大量宣

传外，还应该制定和完善 村规，让村规成为一

个具有强制力、指导性的工具，引导村民 积极

参与垃圾治理。 村规的制定和完善还需要篁岭

新村根据 自身的情况，结合当地政府部门的需

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 见，也可通过召开大会

的形式集合村民，共同制定一份大家 都接受的

村规，从而实现自我约束，提高垃圾治理的效果。 

4  对本次秦岭实践活动的感想 

这次秦岭生态文明课是一次生动有趣的综

合实践课，我们既能近距离地接触陕南的自然风

光，又可感悟秦岭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在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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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周里，我们有幸能跟随多位教授的脚步，走

进秦岭深处，了解秦岭。在这里，我学习到许多

有关秦岭的自然科学知识，加深了对我国道教文

化的认识，拓展了自己的知识视野。在这里，科

学与人文交相辉映，我切身体会到了秦岭生态环

境与道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要作用。除此之

外，我还收获了许多珍贵的友谊：在秦岭，我们

彼此帮助，互相学习;在未来，我们还将彼此勉

励，共同前行。 

——郭行笔 

  秦岭，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老

山脉。它见证了十三朝古都的兴衰历程。时至今

日，它依然以不凡的姿态矗立在中华大地。犹记

得初到秦岭，那山、那水、那蓝天白云，瞬间便

俘获了我的心。十一人组成的小分队，不畏艰险、

共同奋斗，完成了一系列任务，每个人都发挥着

不一样的作用。老师、队友、舍友，谢谢你们，

这七天你们给了我快乐，给了我成长，我也从你

们每个人身上汲取优点，这将是我人生旅途中的

一笔重要财富。不同阶段不同感想、不同收获、

不同成长。感谢秦岭，感谢你们! 

          ——何梦腾 

  在这七天中，很高兴聆听了众多名师的授

课，在他们的课堂上，我学到的并不只是知识，

更是领略到了何为大家风范，老师们的课堂内容

贯穿古今中外，采纳众家之言，给我们对比分析，

让我们全面地了解到秦岭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

情。 

             ——张本忠 

  作为一个工科生，秦岭生态文明课对我们来

说是无疑是一次难得的亲近大自然了解我国南

北分界线的——大秦岭的机会，这次参加秦岭生

态文明课感受颇深，作为一个陕西人，特别是一

个关中人，通过本次课程上各位老师的认真讲

解，让我们深刻的了解了秦岭对陕西对中国的影

响，学到了很多关于秦岭的历史渊源和如何保护

秦岭的生态平衡，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非常的

荣幸。 

                       ——于彭泽阳 

  噫吁戯!大秦岭，美哉，秀哉，壮哉，阔哉，

朝晖夕阴，绿荫遮壁，原驰碧象，云雾仙境，潺

湲流水，飞迸瀑布，何止流连忘返哉?儿来塞!

小伙伴，悠哉，戏哉，欢哉，乐哉，相呼而起，

相语而卧，玩杀深夜，追逐萤火，溪水戏鱼，兔

跳狂欢，岂不乐不思蜀哉!                      

——杨嘉艺

 

短短的七天，我们领略了高山草甸的风光，

山上的美景始终存留在心里。老师们的授课也是

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大秦岭的纪录片也带我们

领略到了未曾了解的历史文化与美景。除了山，

我们也感受到了水的凛冽，十八丈瀑布的凉爽令

人心旷神怡。最令人敬佩的还是老教授们的身体

力行，他们在林中的矫健让我自愧不如。七天，

足以令我爱上这个慢节奏的地方，早上面对着大

山洗漱，晚上后山有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我很喜

爱这里，希望你也是。 

 ——黄怡萌 

  这些天我感受到的美可以分为三种。身处秦

岭，一路行走，一路攀登，一路欣赏，一路感悟，

蓝天白云与苍翠的植物，感受到的是它的秀美;

课堂上，道教文化的起源，封建王朝秦的建立，

富饶的天府之国，三朝古都，感受到的是它的历

史;《大秦岭》的音乐响起，巍巍秦岭，大气磅

礴，似乎与我身后的这片俊美的山川只是重名，

这时我才看到秦岭我所不知的一面，想象雪拥蓝

关马不前的壮阔，感受到的是它的气势磅礴。作

为一个工科生，我并不经常接触到这些知识，这

七天我真的收获了很多很多，感谢秦岭，感谢我

们的老师，还要感谢我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的

鼓励让我完成了徒步任务。 

——马少轩 

  这一周在秦岭的学习，确实让我收获良多。

虽然家就在秦岭山下，在学校时也能望见秦岭那

被白雪覆盖的山峰，但从未如此详细的了解过这

座山脉。通过这一周的学习，我了解了秦岭所创

造的历史文明，自然生态。十三朝古都的西安，

富庶的关中平原，多少朝代的故事在这里上演。

春秋战国，秦依仗富庶的关中与巴蜀，一扫六合。

汉王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建立大汉王朝。唐

朝是中国走向巅峰盛世。秦岭孕育了道家文明，

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写下道德经，为众人讲道。

秦岭的一江一河，滋养着一方土地，灌溉着无数

的良田，秦岭的一川一岭，养育着万物。 

——史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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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逶迤的山路，清澈的溪水，清新的空气，随

着大巴校车蜿蜒而上，烦恼亦随之抛却。秦岭之

行让我领略了大自然的雄奇伟略，静溢神秘。一

路上，同学们的相互鼓励，让我结交了知心的朋

友。各位教授绘声绘色的课程，也让我汲取了丰

富的知识。走进秦岭，亲近自然，希望以后能够

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为保护自然生态尽绵薄之

力。 

——汪昕睿 

  参加这次生态文明活动，我最大的感受是理

解了自然的伟大。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

而不持，功成不居。在自认为智慧科技发达的人

类面前，它就像秦岭山一样耸立在世界的东方，

冷眼观看世间滚滚红尘，苍凉繁华。走进秦岭，

我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好。这里到处青山绿水，蓝

天白云。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一切都是那么的

宁静和谐，都是那么的自然美好。地球是我们永

远的家园，我们只有和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生活

的更加美好，人生也会更加有意义。 

 ——马佳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