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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教育秦岭实践调研报告

摘 要：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一种执政理念，垃圾治理和厕所改造则

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农村环境卫生的恶化，已成为影响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形象乃至阻滞社会发展的大敌。为了彻底改变“脏乱差”的现象，安康

市政府在市内开展了一场农村垃圾治理和厕所改造，我们为了解老百姓对于这一工作的看法，

选择了地处秦岭山区的旬阳坝镇作为调查点与村民进行访谈，在此过程中向居民传播生态知

识与生态观念，提高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关的看法和建议以期

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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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及其基本情况

1.1.1 调查对象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旬阳坝镇居民。

1.1.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共获问卷 22 份，文化程度中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职高）、大

专及以上分别占 27%、55%、9%和 9%；做过村干部和没做过村干部分别占 9%和 91%；

文化程度主要为初中，少数为中专及高中，大专或大学本科及以上。这与该县位于秦岭，

交通闭塞、教育落后，教育的缺失在一部分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环境知识缺乏，环境意识淡泊。

家庭年收入为 2-7 万、7-12 万、12-17 万和 17 万及往上分别占 36.3%、18.2%、27.3%、

18.2%。



1.2 调查内容

调查时间：2020 年 7 月 8日

调查地点：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旬阳坝镇

我们的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了以下方面：

（1）针对农户对于厕所改造及垃圾治理态度的设问；

（2）针对农户对于厕所改造及垃圾治理途径的设问；

（3）针对农户对于厕所改造及垃圾治理推进效果的设问；

1.3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了实地访谈、问卷调查的方法，从初期分析熟悉问卷，到后来实地访谈、

问卷调查，再到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并讨论问卷，我们最终得出了较为满意的结果。本

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6 份，后收回有效问卷 22 份。

2.调查结果

2.1 厕所改造

2.1.1 村民参与厕所改造的态度、途径及效果认定

态度：认为厕所改造完全有必要、没必要、一般、有必要和非常有必要分别占 4.5%、

4.5%、13.6%、40.9%和 36.5%。在调查的村民中，大部分认为有必要进行厕所改造，认为没

有必要改造厕所的村民占少数。

途径：在已经进行了厕所改造的村民中，打听相关政策、与亲朋讨论、向村委会提出相

关意见、通过参加会议表达诉求和参加厕所改造相关事宜的决策分别占 37%、21%、21%、4%

和 17%。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对厕所改造进行打听和讨论的占比比深入参与厕所改造的占比

稍大。

推进效果：村民们认为厕所改造的效果为没效果、一般、有效果和非常有效果的占比分

别为 4.5%、4.5%、54.5%和 36.5%。极大部分村民认为厕所改造是有效果的。



2.1.2 影响厕所改造的因素

影响厕所改造的主要因素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舆论风俗、家人支持和政府补贴力

度等因素有关。我们这里简单地陈述一下后三者对厕所改造的影响程度。

村中舆论、风俗习惯对厕所改造的影响。4.5%的村民认为完全没影响，27.4%的村民认

为没影响，13.6%的村民认为影响一般，40.9%的村民认为有影响，13.6%的村民认为非常有

影响。大部分村民认为村中舆论与风俗习惯对厕所改造会产生一定影响。

家人支持程度对厕所改造的影响。家人对不支持或一般支持的占比均为 9.1%，家人支

持厕所改造的占比为 36.4，家人非常支持的占比为 45.5%。极大部分受访者的家人都是支持

厕所改造的。



政府补贴力度对厕所改造的影响。政府补贴力度为 0、25%、50%、70%、80%、90%和 100%

时，愿意进行改造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13.6%、4.5%、50%、9.2%、4.5%、0%和 18.2%。由此可

以看出，当政府补贴达到 50%时，大部分村民都愿意进行厕所改造。

可见，政府的补贴力度提升后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厕所改造，当力度提升 50%时是最合理的。

2.2 垃圾治理

2.2.1 被调查村民对垃圾治理的认知程度

对会危害环境的垃圾的认知。在危害环境的垃圾板块中，受访者对一些基础的环保问题，

诸如废电池和塑料包装等都是等，受访者的认识都比较清楚，而温度计和灯管认识较少，究

其原因，是因为基础的环保知识了解的途径较多，在日常宣传中前者多有涉及，而后者的关

注度少，居民所获得的知识有限，会在选择上出现一定的疑惑和困难。被调查村民认为废旧

电池、塑料用品和医疗垃圾对环境危害程度最大，餐余垃圾和废日光灯管对环境的危害次要，

温度计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最小。

对垃圾分类政策的认知。受访者中，14%的村民知道垃圾分类政策，86%的村民不知道垃

圾分类政策。由于文化程度较低，这使他们大部分以务农、务工为生，工作劳累，疲于生计，



使他们缺乏了解环境知识的意愿和有关政策。

对垃圾治理好处的认知。22 名村民中，认为垃圾治理会保护水资源、土壤、空气和改

善居住环境的有 22 人，认为有助于身体健康、心情愉悦的有 21 人。村民对垃圾治理的好处

的认知程度整体较高。

对政府处理村庄垃圾效果的认知。4.5%的村民认为处理效果不好，13.6%的村民认为处

理效果一般，54.5%的村民认为处理效果较好，27.3%的村民认为处理效果很好。从整体来看，

政府对村庄垃圾的处理效果得到了村民的肯定。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政策宣传还使他们迅速相信宣传的这些是正确的并增加执行政策、

响应号召的力度。明白垃圾处理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在政策宣传后他们开始做到或更加认真

做到的。

3.对农村地区“垃圾治理”和“厕所改造”的若干看法与建议

3.1 农村地区“垃圾治理”的看法与建议

(1)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农村地区普遍都能接受到垃圾分类的宣传广告，对垃圾

分类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的，能简单分清不同垃圾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但大部分不清楚国家



的垃圾分类政策。

(2)偏远山村与不密集的村落，依旧采取露天焚烧或者直接掩埋的处理方式是由一定的

客观原因的，垃圾治理的成本高，效果不明显。

(3)对于这类地区，在采取露天焚烧或者直接掩埋的同时，我们认为也应当实行垃圾分

类，将有害垃圾高度集中在一起能回收利用的统一回收，其余的做集中填埋处理，以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

(4)要把农村垃圾集中处理，配备移民垃圾箱，及时拉走处理，不要造成垃圾堆积。

3.2 农村地区“厕所改造”的看法与建议

(1)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在旧房

翻新、盖新房时已经自觉改为抽水厕所；经济困难的家庭，大部分也都比较支持改造；仅有

少数居住地离农田较近且家庭经济困难的老人反对改造，认为原始旱厕堆起来的粪肥可以代

替购买化肥，降低家庭出支。

(2)从调查中发现，政府的补贴对改变农村家庭态度有相当的影响，当当政府补贴达到

50%时，大部分村民都愿意进行厕所改造。因此，建议政府补贴应接近改造费用的一半。

(3)建设一个农村适用的公共厕所，方便群众和屋内没有厕所的村民。

(4)对于经济条件好、自愿改厕的家庭，可加大支持力度，从根本上改善其生活居住环

境。因地制宜推进厕所粪污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