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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附城镇笏口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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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把农业农村工作摆在更加重要地位，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

航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乡村经济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建设美丽乡村已成为国家重点战略，通过

推动乡村文化、环境、产业等方面的改善，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当前，农村的环境

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政策的推动下也受益匪浅。然而，在我国的美丽乡村建设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有必要制定合理的规划设计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相关问题，这对于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分析了笏口村

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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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Rural Areas in Haifeng County 
——Taking Hukou Village in Fucheng Tow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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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decision and deployment made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ac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work in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rural economy also faces huge challenges. Building beautiful countryside has become a national key strateg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economy by promoting improvements in rural culture, environment, industry, and other aspects,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urrently,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rural areas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and farmers have also benefited greatly from the promotion of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polic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rural areas in our country, 

so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design schemes, and solve relevant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ural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rural areas in Hukou Village,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better play its effectiv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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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旨在通过综合治理、生态保护和

文化传承等手段，为农村地区创造宜居环境并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工作。其目标是提高农村地区整体形象，并改善农

民的生活质量。美丽乡村建设注重解决土地利用不合理、

乱搭乱建和垃圾污染等问题，通过规划布局和产业结构调

整等措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经济效益的提高。同时，加强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

理力度，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美丽乡村建设以人

民群众为中心，关注他们的需求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关注

环境景观的美化。美丽乡村建设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它能够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并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增强农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指数。 

1 笏口村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海丰县附城镇笏口村委会地处附城镇偏远低洼地区，

属纯农村委，村集体收入约 2 万元，经济收入薄弱，在家

农民全靠种粮为主，全村分为 6 个自然村，总人口约 2300

人，490 户，耕地面积约 1450 亩，菜园面积 570 亩，鱼

塘 100 亩，是最重要的农田保护区之一。2021 年 9 月，

入选第二批广东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名单。 

笏口村坚持党建引领、红色扛旗，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强大合力，团

结带领广大群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各项决策部署，积

极参与打造海丰湾区红色文化体验景观带。在建设中进一

步加大农村污水处理和“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力度，力

争保持乡村干净整洁、有序井然；按要求加强对农房管控

和风貌提升，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文化室、卫生

室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落实用好“四

好农村路”政策，不断提升示范带沿线绿化美化水平；加

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推动农业连片发展。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F32&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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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污染较为严重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尽

管笏口村具有自然风景和清新空气的优势，但随着农业、工

业和社会发展的加速，环境污染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农业

活动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农村地区通常以种植作

物和养殖牲畜为主要经济活动。大规模使用农药和化肥不仅

会造成土壤污染，还会对水源和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此

外，在养殖业中，排放的粪便和废水也可能导致水体污染，

并危害人类健康。工业发展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工厂逐渐迁至笏口村附

近。这些工厂通常无法有效处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

导致严重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这些污染物不

仅对当地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还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破

坏作用。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也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为了吸引游客和提供更多服务设施，一些乡村地区进行了

大规模开发建设。这些开发项目往往缺乏有效的环保措施，

在附近的区域内建设酒店、别墅等设施会给当地自然环境

带来破坏，并增加垃圾产生量。 

1.2 美丽乡村建设投入不足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为了保证该工程能够持续深入开展，必须不断扩大资

金来源渠道。然而目前来看，笏口村美丽乡村建设的筹资

渠道相对单一，资金投入不足。由于笏口村经济发展水平

有限，政府难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支持乡村建设工作。虽

然美丽乡村建设也涉及许多公益项目，但因其无法获得回

报，吸引社会资金也相当困难。农业旅游等部分产业项目

可能会有一些回报，但其回报率较低，并且回报周期较长，

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也非常有限。最大的问题在于美丽乡

村建设缺乏充足的资金投入，在政府补贴方面存在局限性。

许多资金需要由笏口村集思广益筹集，但其筹款能力有限，

导致笏口村只能进行一些表面工程项目，例如修建祠堂、

广场等，并未能全面展开美丽乡村建设计划。 

1.3 空心化情况较为突出 

笏口村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人

口大规模外流、土地荒芜和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成为制约

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 

笏口村空心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人口外流和土地

荒芜。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离开笏口村前往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种

人口外流导致了许多偏远地区无法有效利用自身资源，同

时也面临着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土地

荒芜也是笏口村空心化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由于大量土

地被废弃或荒废，在没有充分利用和管理的情况下，造成

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在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很多笏口村居民到城市打工，

导致笏口村出现大量闲置房屋。此外，一些农户原有宅基

地上的老旧房屋闲置不用，并重新划定宅基地建造新房子，

导致农村新建住宅不断扩张，而闲置老旧房屋数量也在增

加。这种情况下，笏口村建房用地规模不断增加，闲置房

屋数量也在增长，同时可耕种土地面积正在减少。笏口村

土地浪费问题十分突出，并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1.4 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强 

笏口村的居民并不太认同美丽乡村建设。由于长期以

来，笏口村的经济相对滞后，基础设施也很落后，在国内

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笏口村的居民普遍认为“只

有城市才是好”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他们常把自己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对美丽乡村建设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因此，

他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受到限制。许多农民已经

转向非农业领域谋求生计，他们工作繁忙、时间有限，在

日常生活中很难抽出时间和精力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此外，笏口村政府在项目实施中缺少有效的沟通和引

导机制，无法及时向居民传递信息、解答疑惑，并激励他

们积极参与其中。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影响居民积极

性的原因之一。目前，在笏口村还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奖

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方式。一些居民担心自己付出辛勤劳动

后无法获得应有回报，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权益保障。这

使得他们对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持观望态度。 

另外，笏口村政府在宣传推广方面存在不足之处。有

些政府宣传过于简单粗暴，缺乏深入浅出、亲切易懂的表

达方式；有些只关注形象工程而忽略了基层百姓迫切需求；

宣传内容过于片面化或者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具体措

施等等。这样很难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和积极性。 

2 笏口村美丽乡村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不重视环境污染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一直被忽视。

尽管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提升农村环境和生活质量，但

笏口村政府和发展商对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美丽乡村建设中不重视环境污染主要体

现在土地开发和建筑施工过程中。笏口村政府为了迅速推

进项目进度，忽视了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大规

模开垦土地、填平湿地等行为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给当

地的水源、空气质量以及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巨大影响。在

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大量粉尘、噪音和化学物质排放等

问题，给周边居民的健康和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忽视环境污染还表现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业

发展上。随着城市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笏口村政府倾向

于扩大农业规模以满足市场需求。然而，在追求高产量的

同时往往忽略了环境保护措施。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化

学品不仅导致土壤退化和水源污染，还对人们的健康造成

潜在威胁。笏口村也放宽了对农村工业企业的监管要求，

导致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等排放未经处理直接排入自然

水体或者堆积在田间地头，给周边环境带来极大破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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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中忽视环境污染问题还与监管不力有关。笏

口村未能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并对侵害生态环境的企事业

单位实施有效管理。缺乏有效监管机制使得一些企事业单

位可以逍遥法外，任意排放污染物。 

2.2 投入不足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笏口村缺乏基础

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如道路、供水、电力等基

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投资。此外，农业生产技术升级、农

民培训和就业扶持等也需要相应的经费支持。这些资金需

求远远超出了目前财政预算所能覆盖的范围。美丽乡村建

设涉及到多个部门和领域的合作。由于各个部门之间信息

不对称、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财政资金分配存在

局限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合理配置

到每个乡村地区，并确保项目得到有效推进和落地。传统

观念限制了对美丽乡村建设资金来源的开拓。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城市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源泉，而

农村则被视为传统经济模式下相对落后和边缘化的地区。

因此，在财政安排上倾向于给予城市更多资源和资金支持，

而忽视了农村发展所需的投入。 

2.3 产业结构单一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产业结构

单一。这意味着乡村经济主要依赖于单一产业，缺乏多元

化发展。产业结构单一带来了许多问题。单一产业的依赖

性使得乡村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该产

业遇到困境或衰退，整个乡村经济都会受到冲击。这不仅

会导致失业问题，还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单一产业

限制了乡村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如果只有一个主

要行业存在，那么大部分农民或者乡村居民只能从事该行

业相关的工作。这种情况下,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就成

为一个问题。由于产业结构单一，乡村地区往往无法充分

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他潜在的利润丰

厚行业可能被忽视或未开发起来。 

2.4 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渠道受限、意识不足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群众

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渠道受限，同时也存在着群众参与意

识不足的问题。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渠道受限主要体

现在信息传递和沟通机制上。当前，笏口村仍存在着信息

闭塞、网络覆盖不足等问题，导致相关政策措施无法及时

传达给广大农民。同时，政府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

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反馈渠道，导致农民无法及时表达

自己的需求和意见。由于政府对美丽乡村建设理解不够深

入、认识不到位，他们未能充分发挥群众作为主体的积极

性和创造力。有些地方过于强调硬件建设而忽视了软环境

的改善；笏口村只注重短期效益而忽视了长远可持续发展，

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需求，在决策过程中缺少参与

性和民主性。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也存在意识不足的问

题。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经济

收入水平较低等原因导致了一部分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

缺乏认同感；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或者缺少

相关知识培训机会，导致一些群众对于如何参与美丽乡村

建设缺乏必要的认知和技能。 

3 解决笏口村美丽乡村建设存在问题的对策 

3.1 加强环保意识 

加强环保意识对于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加强环保意识可以有效地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在美丽乡村

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保护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资

源。通过合理规划土地利用、科学种植和合理施肥等方式，

可以减少农业污染和土壤侵蚀，提高水源的质量和数量。

此外，笏口村居民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废水处理

等工作中，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其次，加强环保意识可以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我们应该鼓励

农民采用生态友好的农业种植方式。例如，在耕作过程中

使用有机肥料替代化学肥料，多种植绿色食品以及推广节

水灌溉技术等措施都能够降低对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并

提高产品质量。同时，笏口村政府可以通过开展培训和宣

传活动，提高农民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和接受度。另外，加

强环保意识也有助于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喜欢远离城市喧嚣来到乡村享受清新自然的氛围。

而一个干净整洁、充满生机的乡村环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

因素之一。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注重保持清洁卫生，

并注重景观设计以增加游客体验感。 

3.2 加大资金投入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多方面筹集资

金，加大资金投入是非常关键的。也只有加大资金投入支

持，才能保障美丽乡村建设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地开展。相

关单位要能够采取多种措施扩大资金来源，能够广泛地吸

纳社会资金，做好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首先，要能够积极

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相关部门要联合起来，做好美丽乡村

建设计划工作，能够争取获得上级的对口资金支持。另外，

要能够积极争取银行贷款，政府出面，引导相关企业与银

行对接，争取能够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笏口村政府还需

要发动群众，能够引导群众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去，积

极争取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支持。 

鼓励群众能够把手中的钱拿出来，投入到美丽乡村建

设的相关项目中去，使农民在创收的同时对乡村建设做出

自己的一份贡献。没有钱的群众，政府要引导他们能够自

觉出力，投入到相关建设工程中去。政府还可以把一些项

目承包给村里，通过一定的政策，支持以村为单位搞美丽

乡村建设工程，分配好相关利益，调动相关村落参与建设

的积极性。对于一些重点村落，政府要能够在资金、技术

方面支持他们搞美丽乡村建设，能够解决相关村落的实际

问题，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有效地传承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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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整产业结构 

笏口村政府应该加大对笏口村的扶持力度，提供更多

就业机会和创业支持措施，吸引年轻人回到家乡发展。同

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并进行修

缮和改善工作。这样可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并为未来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我们还应该注重保护土地资源并进行合

理规划利用。加强土地整治工作，将废弃或者荒废的土地

重新开垦，并进行科学种植管理。此外，可以通过鼓励农

民参与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形式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

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还

应注重传统文化保护与创新驱动发展相结合。传承乡村文

化是保留乡愁、根植情感认同感、培育社会凝聚力与文明

礼仪之必由之路；而创新驱动则是实现美丽乡村可持续发

展所需之技术手段与经营模式推进之途径。 

3.4 加强群众参与意识，拓展参与渠道 

为了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强群众参与意识是非常重

要的。只有让笏口村群众参与其中，才能够形成共建共享

的局面。然而，如何拓展参与渠道，让更多人融入到美丽

乡村建设中来呢？我们需要提高群众对美丽乡村建设的

认知度和重视程度。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向广大群众

普及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知识和意义，激发他们的参与热

情。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平台、社区宣传栏、户外广告等宣

传手段，将美丽乡村建设理念深入人心。在具体的实践中，

要创造良好的参与环境和机制。笏口村政府应当积极主导

并提供必要支持, 建立健全决策议事、信息公开、监督反

馈等机制, 让群众有更多话语权和监督权。同时也要优化

服务流程, 简化办事程序, 为群众提供便利, 让他们更

加愿意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在实施过程中还可以借

鉴一些成功经验。比如，在一些地方已经采取了“星级评

定”“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通过激励措施引导和鼓励

居民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并给予一定奖励或荣誉称号。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居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还能够在推动

整个社区进步中起到积极作用。在决策阶段也应充分听取

群众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听证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书等

方式征集居民对农村规划、项目实施等方面的看法和建议，

并将其纳入决策考虑范围内。这样不仅能够增强民主性和

透明度，还能够有效避免盲目决策可能带来的问题。请各

界人士关注并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政府部门可以邀请

专家学者进行指导或验收工作；企业界可以投资资金或技

术力量支持相关项目；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志

愿者活动等。“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

够实现真正的美丽乡村。 

4 结束语 

建设美丽中国，重点是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

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难点部分，在美丽乡村建

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认真研究相关问题，加大农

村生态环境建设，能够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做好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要能够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使广

大农民能够投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去，这样才能促进农村

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 

综上所述，美丽乡村建设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具有着举

足轻重位置，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扎根于基层，立足于实践，找准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全

面发展，坚持前瞻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开放性思维等等，

切实做到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不断地随着新

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站在时代的前沿为新时

代美丽乡村建设寻求更优化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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