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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现实问题与破解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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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生态社区是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节俭节约、可持续发展精神的社区发展新模式，是人们对

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不过，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现实中，生态环境恶化、产业发展

粗放落后、资源浪费严重、基层干部公共意识薄弱等，都是当下农村生态社区建设面临的诸多难题。要破解上述诸

多难题，将理想变为现实，需要秉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在理念上，引导培育

农民的绿色生态意识、参与意识；制度上，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机制；产业发展上，打造循环、高效、可持续的农

村生态产业体系；生活方式上，形成以低碳为基础的绿色、俭约消费方式；机制运行上，形成以民为本、权责一致、

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生态管理模式。最终，真正将基层社区建设成为适合人们生活、居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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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发展及农村生态社区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生态文明

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现代文明崛起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及资源的粗

放发展，带来的结果也往往得不偿失。早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提出了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在 2013 年 4 月 25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

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2]2013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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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逐步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在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上，绿色发展理念被正式提出,作为新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将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倡导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生态修复保护力度，筑牢

生态安全屏障。它坚持成果由人们享用，是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中国美丽的物质基础。总

体上来看，绿色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刻表达，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

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高效、环保、
生态、和谐发展，体现着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

新时期，农村生态社区建设正是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形成的一种社区发展新模式。在国

外，农村生态社区最早由丹麦学者 Robert Gilman 以“生态村”的概念提出。他指出，“生态村是以

人类为尺度，把人类的活动结合到不损坏自然环境为特色的居住地中，支持健康的开发利用资

源及能持续发展到未知的未来”[3]。澳大利亚学者 Robert J S Beeton 则将“农村生态社区”进一

步概括为是基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资本的多种形式和转换性能、环境改善管理和农

村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社区发展模式。[4]在国内，生态社区也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陈蔚镇等就

指出农村生态社区是以自然生态为本底、以农村人口为主要居住人群，以农村为特定社区，生态

景观、人文景观镶嵌一体的生态与人文经济社会系统。[5]杨斌等则提出了农村生态社区，是一种

运用生态学方法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新农村发展模式。[6]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农村生态社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第一，农村生态社区强调

“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生态文明理念，

从本质上体现了社区建设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第二，农村生态社区理念是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主张引导农民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化，建

设美好家园，既涵盖了生态的理念，又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7]；第三，农村生态社区是强调

“和谐”的社会建设理念。“和谐”既包括农民与自然和谐相处，还体现着农村社区人与人、不同系

统之间的“和谐”相处。从总体上来看，农村生态社区是坚持以人为本为宗旨，以建立环境友好

型、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为途径，调动社区各主体力量，优化社区生态环境、建设社区

生态文化，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形成和谐农村社会的社区发展新模

式。农村生态社区建设，对推动现代农村社会文明、可持续、健康发展，指引农村社会管理实践具

有重要意义，亦是当代社会发展理念的新创新。

二、当前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中面临的诸多难题

自 21 世纪以来，为加快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现代新农村，党和国家提出了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通过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提高文明素质，推动社会的和谐

发展。由此，当代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也肩负起构建两型社会的、实现绿色发展的重任。然而，从近

几年的实践来看，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之路任重而道远。
（一）生态环境不容乐观，广大农民生存发展健康受到威胁

人是名副其实的自然动物，人和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

离不开自然。[8]绿色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只有实现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才能更

好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虽然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改变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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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面貌，实现村容整洁，但近年来盲目的工业建设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广大农民生存

发展健康受到威胁。随着乡村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各种企业及小作坊遍地开花。而这类小工业企

业在环境基础设施方面投入相对不足，建设简陋，或为节省资金直接将工业污水排入河流、湖
泊，导致农村病原体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污染严重，水质恶化。伴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兴起，畜禽和

水产养殖等造成大量畜禽排泄物进入河流系统，加剧农村水源的恶化，进一步影响到地下水的

质量。同样，农村中的小作坊、私营企业排放的废气，畜禽废弃物排放到空中含有大量的氨、硫化

物、甲烷等有毒有害成分的恶臭气体，都造成了空气污染。另外，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大量质量

不合格化肥、地膜的使用，导致各种化学成分在土壤中高度残留，破坏了生态环境，土壤资源污

染严重，有毒物质进一步向地下含水层渗透。对矿产资源、土层及山地、丘陵、林木的过度开采，

也破坏了生态系统，使各种自然灾害等风险提高。
（二）产业发展粗放落后，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整体是部分的有机统一，部分是整体不可缺少的一环，两者的辩证关系几乎贯穿于一切客

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9]农村产业发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入发

展，农村的产业发展受各类现实因素的影响，处于低档次水平，粗放发展，资源浪费比较严重。如

受小农理念的影响，以及土地对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功能，加之民众的乡土情结，广大农民将土

地视为个人财富并承载着情感寄托，他们视土地为“命根子”，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土地流转

比较分散，规模经济难以形成。即使很多地区实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流转，但是下乡资本的介入，

使规模土地的经营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很难兼顾发展现代循环、高效及可持续农业。
尽管国家积极提倡坚持绿色经济理念，即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新型经济发展理念，农村

产业还是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充分结合农村、农业特点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实际产出效益

的生态旅游业及其他高附加值的农村经济产业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另外，为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升级，各地积极引进的产业也往往是在城市或发达地区面临被淘汰的高成本、高污染及利益回

报比较低的产业，不仅无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还违背了绿色、生态、循环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三）资源浪费严重，不符合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精神

消费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种体现人的道德价值观的伦理文化现象。[10]推动广大

农民形成节约集约、绿色简约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耗与生态损耗，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消费主义盛行，农村资源

浪费较为严重。如随着农民的大量外流，农地抛荒，山地、滩涂无人管理，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与

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攀比心理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纷纷回乡建造新房，“挪窝”但不“腾

笼”，“无论自留地，还是承包田，想在哪儿建就在哪儿建，想盖多高就盖多高,爱怎么盖就怎么盖，

而农民外迁后空出的房屋、宅基地，又无人继承或回收”，[11]这类无标准、无限制、无人居住的大量

楼房，加速了村庄空心化，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倒闭的乡镇企业建造的大面积厂房所占

土地也被弃置浪费。秸秆等生活资源浪费也成为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随着煤气灶、电磁炉及燃

气灶等新型灶具的使用，秸秆等被闲置放弃，既影响了村容整洁，污染了环境，还带来了资源浪

费。另外，随着生活消费理念的转变，乡村社会奢靡之风盛行，婚嫁丧娶铺张浪费，民众穿着打

扮、生活方式、饮食、出行等都十分讲究，享乐主义之风盛行，各种浪费层出不穷，不符合勤俭节

约的精神。
（四）基层干部公共意识薄弱，社区管理绩效不突出

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特点，决定了现实中的农村生态社区管理也体现为新加坡的行政主导型

社区管理模式。[12]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体现为，各级政府部门是社区建设的重要推动主体，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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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中，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基层干部具有较强的趋利性，重视见效快的经济利益，轻视社会

建设，官本位主义色彩仍然较为浓厚。如在社区环境管理中，贪污社区卫生环境管理聘金，或是

暗箱操作招标环卫公司，缺乏有效的考核，诸多农村社区基本卫生环保工作搁置，居民生活环境

脏乱不堪，无人问津。另外，在利益驱使下，基层干部背离了“以民为本”的工作意识，为个人政绩

盲目招商引资，大量污染性工业下乡，不达标的小作坊遍地开花，破坏了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对

于下乡企业带来的污染，作为既得利益者，基层干部在收受企业贿赂之后不作为，甚至阻碍老百

姓的维权和上访。另外，权力与利益作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新时期，受利益诱导，基层干部

逐步偏离社区生态建设的工作重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农村地区涉及拆迁、征地等有利可图的

事项中，并在实际过程中，违法违规，以实现自身利益。与此同时，基层干部缺乏以民为本、可持

续发展的管理意识，从而导致社区工厂企业产业布局混乱，生态环境破坏、污染现象严重，社区

管理成效不明显。
整体来看，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生态环境恶化、产业发展粗放落后、资源严重浪费等问题，

使社会生态系统遭到较大破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不利于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

型社会的建设，不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另外，基层干部管理意识薄弱，也破坏了良性运行

的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当前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阻碍，与现代可持续社会发

展不相适应。

三、农村生态社区建设应秉持的基本原则

绿色发展理念所强调的公平公正、民主参与、多方协调的绿色政治观点以及可持续发展的

观念，其本质是为个体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机会与发展空间。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的生活共同体真

正体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绿色发展理念是相一致的。推进农村生态社区建

设，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可持续的发展原则，真正促进农村基层

社会的健康、稳定、有序发展。
（一）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是绿色发展所强调的内容。这里的以人为本，并

不是以人为核心的中心主义，而是将人与自然、社会有机统一起来，突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国外，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曾从“以人为本”角度提出“绿色建筑”理论，即，能充分利用环境自

然资源，并以不触动环境生态平衡为目的，最大限度地为“人”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13]相较于国

外，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由于农民基数较大，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将有大量农民

群众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然而，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无论是

社区建设还是社区未来发展，都必须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维护改善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保

障农民群众最根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建设农村生态社区，推动农

村社区发展，农民是主体力量。要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

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14]通过以人为本的发展，使乡村社会以风清正气的政治环境、
浓厚的人文气息、优美的生态环境、可持续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良好的精神道德风貌、勤俭

节约的意识、有序的社会秩序，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状态呈现出来，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

价值理念。
（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自人类社会产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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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同时自然也对人类的活动起到助推或

限制作用。对此，Eugene P Odum 在 20 世纪初期曾指出，人类建设也应逐渐开始注重环境与人

的互动。[15]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城市化的物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冲击，追求利

益、金钱趋向取代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对于环境的态度也多从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出发，

而将自然作为生态客体，只站在价值应用的角度一味地向自然的索取。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

立场，导致当前农村经济建设走的是一条污染排放多、环境污染严重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人们乱

采乱伐、乱排乱放，农村各类环境问题不断暴露，生态破坏严重。新的历史时期，农村生态社区建

设，必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要将农村社区各类经济活动自觉地控制在农村社区自

然生态环境系统可承受范围之内，以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础，调整农村社会结构，在农村

建立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16]从长远的发展角度出发，要分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规划农

村发展全局，不能一味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而破坏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家园。另外，要善待自然、
保护自然，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

（三）可持续发展

现代工业文明在为农村社区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
源短缺等问题。以往的发展观，由于片面强调物的发展而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可利用的

资源枯竭，发展达到极限，难以继续下去。[17]新时期，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作为提升农村经济发展

水平两大战略，在具体实践中缺少指导、指引，产业布局不合理，破坏农村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

农村资源浪费。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功利性使其占用滥用农村资源。农村资源的严重浪费、农村

环境的严重破坏，更在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农村社区作为一种有限的社会自然系统，若想无限

期地发展繁荣，就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只有以可持续性的战略对待之，农村才能成为农

村居民安居乐业之地。[18]运用生态规划的思想，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可持续型的农村社

区经济发展模式，是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趋势。它不仅有利于农业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

还对于节约农村自然资源、改善农村社会风气、对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主义和谐

农村社区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可持续发展不仅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强调发展的协调性，能

够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与城市、整体社会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最终实现农

村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总之，农村生态社区建设，强调的不再只是当下社区建设的目标与任务，更侧重于未来农村

社区发展的方向及可持续性，更加突出内涵建设。在现实中，应真正秉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四、破解农村生态社区建设困境的根本思路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生态社区建设理念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引，它体现在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以人为本、可持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其根本内涵。构建生态化、
可持续性发展的农村生态社区，是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未来方向。从农村的既有现实来看，破解

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建设生态社区，需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理念上：引导培育农民的绿色生态意识、参与意识

生态社区建设强调“社区成员作为资源拥有者与使用者的双重角色，他们自主拥有资源时

的激励力量是任何别的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社区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既必然又有效”[19]。作

为农村社区成员，农民是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的主体，也是最终受益者，更是生态社区建设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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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意识能够能动地改造人的行为，只有农民具有了绿色生态意识、俭约意识，才能使得他们在

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积极主动建设绿色、生态的农村社区。通过积极引导培育农民的绿色生态

意识、俭约意识，培养社区民众树立绿色生态的价值观。“应将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具象化和通

俗化，通过编写生态文明建设居民读本，全面阐释和解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要求”[20]，并通过视

频、广播、条幅等广大农民能够接受的宣传形式，广泛宣传绿色生态教育理念，使农民群众了解

绿色生态理念与内容，强化社区民众对绿色生态的认知，抑制市场经济所衍生的拜金主义、享乐

主义思想意识。通过开展绿色生态知识讲座，科普绿色生态文化知识，从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日

常生活实践中增强民众的绿色生态意识。另外，注重加强社区绿色生态意识、参与意识的精神文

明建设，以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组织各种知识竞赛及文艺汇演活动，使生态观念、生
态知识成为广大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众的生态意识，使生态观念在日

常化的生活、劳动中内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进而以逐步增强的生态意识推动参与意识，积极引

导他们参与到绿化家园、社区的行动中来。
（二）制度上：构建农村社区生态文明保护机制

农村生态社区建设是一个有机体系，农村社区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

建设需要多方的共同参与，应把政府、产生污染的工厂企业、养殖基地、农民群众及其他社会力

量都考虑进去，构建形成社区生态文明保护机制。近年来，由于农村社区发展与地方政绩考核挂

钩，轻环境保护、重经济发展考核方式的弊端不断暴露，从联系的普遍性来看，构建农村社区生

态文明保护机制应加大环境保护在政绩中的考核力度，并实行动态考评及追责机制。在具体实

践中，强化惩罚机制，以巨额罚款、勒令停产、刑事处罚等严厉措施惩治造成农村社区环境污染

的工厂、企业、养殖基地，使他们不敢排放污染物、不能排放污染物。农村社区是农民的生存之

地，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强化农民的监督机制，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加入到环境保护中

来，并形成实效的有奖举报机制。另外，要善于抓住重点、关键，土地是解决一切农村问题的关

键，“政府应建立土地用途的管制制度，发挥和加强土地利用审批管理的功能，避免土地利用类

型和使用功能的变化”[21]，避免外实内虚的“空心村”及村内住宅闲置等情况，降低农村土地资源

的浪费。针对荒地，一方面增加对于山坡、丘陵等撂荒地开发利用的补贴奖励机制，以较高的补

贴鼓励农民对已撂荒的土地进行重新开发耕种。另一方面建立对已倒闭企业所占农村土地的盘

活机制，使其充分被利用，避免浪费。另外，制度的运行离不开法律的支撑，要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维护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三）产业发展上：打造循环、高效、可持续的农村生态产业体系

当前阶段，在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下，大力构建循环、高效、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生态工

业、生态服务业等多位一体的生态产业体系，快速发展农村经济，逐渐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

是推动农村转型发展，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可以借鉴日本在“造村运动”中
的策略，坚持立足地方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的差异化模式，根据村庄农业、工业、商业以及不同产

业体系的区别，实行“一村一品”计划发展模式。[22]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推

动农村土地流转，因地制宜发展各种生态农业，在既有平原、又有大面积丘陵、低山的农村地区，

“应发展养殖业、林果业的生态农业；在多高山地区，发展将沼气池、猪舍、温室、果菜生产和农产

品加工结合起来‘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在全平原地区，应发展实行作物与瓜、果、菜
套种和林粮间作等生态农业”[23]。在产业发展中，要遵循生态发展规律普遍性、客观性的原则，坚

持循环经济意识，改变传统高污染、高消耗的工业经营模式，利用本地区的清洁资源，发展循环、
高效、生态工业，形成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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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结合不同地区的区位特征及自然禀赋优势，大力发展花卉种植业、蔬果采摘业、休闲旅游生

态农业等，建立旅游、休闲、服务等多维一体的生态服务业。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及生态

服务业，改变单一的收入低、资源浪费大、不可持续的传统农业及高污染的作坊式加工业，以推

动形成循环、高效、可持续的生态产业体系。
（四）生活方式上：形成以低碳为基础的绿色、俭约的民众消费方式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基础的农村生态社区建设，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

价值观念深刻变革的社会建设运动。变革全社会的生活方式，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的历史时期，改变社区民众过去铺张浪费、注重享乐的生

活消费观念，形成绿色消费理念，推行绿色消费生活方式，已成为建设生态社区的重要内容。一

方面，使社区居民树立绿色的、低碳的消费理念。思想意识决定人的行为，要从思想教育入手，对

社区群众进行绿色启蒙教育，宣扬低碳、俭约、绿色的消费思想，使得社区民众在实际行动中奉

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通过普及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相关知识，加大对传统文化中优良俭约美

德的宣传等，组织关于绿色消费的公共活动等，让绿色消费思想深入民心，让绿色消费成为社区

民众自觉的行为，使绿色低碳成为社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紧密结合广大农民的

生产、生活、消费现实，抓住民众的心理需求，“大力推广绿色服装、引导绿色饮食、鼓励绿色居

住、普及绿色出行、发展绿色休闲；鼓励社区民众优先购买节水节电环保产品；开展节约型机关、
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推广环境友好使者、少开一天车、空调 26 度、光盘行动等品牌环保公

益行动”[24]。同时，以身边的事、典型的案例展开教育活动，从小事做起，通过宣传、引导、示范、公
众参与，使以低碳为基础的绿色、俭约消费文化成为一种潮流趋势，真正成为社区文化的一部

分，成为民众日常的行为规范，为生态社区的形成奠定基础。
（五）机制运行上：形成以民为本、权责一致、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生态管理模式

近几年来，在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农村社区机制运行常常暴露出无人去管、利益主义盛

行、背离民意脱离实际、有权无责等弊端。探索合理的社区发展模式，成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
要构造科学化、合理化、创新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充分考虑社区各类现实性因素，从机制运行上

入手。社区居民是生态社区建设现实中的主要承担者，也是直接受益者。需要明确社区居民的主

体性责任，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建设自己的生态家园。另外，作为国家与村民的中间环

节，基层政府在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提高对于农村生态社区的支持

力度，明确不同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打破“各自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实现权责一致基础上的联

动机制。加强农村产业的调整、工业发展的监管与引导，形成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有效监控。对于

违规、违法、破坏生态系统的个人、基层干部、企业等，要进行严厉处罚。除政府、农民之外，社会

组织也对推动农村生态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积极发挥农村环保志愿者队伍等各类公益组

织在维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在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中，需要发挥政府协调、管理、监控

的功能，与其他主体实行有益互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协调人们在环境保护中的利益纷争

与冲突。要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作用，监管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的行为。除此之外，应完善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的法规及制度体系，真正使农村社区生态建设做到有法必依。综上，在现实中形成以

民为主、权责一致的农民、政府、社区组织多元参与的社区生态管理模式，是当前生态社区建设

的重要路径。
总之，农村生态社区建设，是当代农村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

体现，是在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探索，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节俭简约、生
态高效的本质体现，也是当前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价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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