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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综合治理视角下福建省永春县美丽乡村建设

高 曦，田海燕
(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厦门 361102)

摘 要: 近年来，中国正在从经济、社会、生态及人与自然和谐等多角度出发在流域沿岸乡村实施美丽乡村建设。这

不仅加快了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促进了农村生态农业的发展，也极大地增加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对流域治

理起到了一定的间接推动作用。以福建省桃溪流域永春县的美丽乡村建设为背景，调研美丽乡村实施前后农村生产、
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居民水环境保护意识的变化，并结合水环境监测的手段，对比美丽乡村实施前后桃溪流域污染源强

及水质环境的变化，分析美丽乡村建设在流域治理方面的贡献，为美丽乡村建设在推动流域治理方面的作用研究提供

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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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Yongchun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 from Perspective of Watershe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Gao Xi，Tian Haiyan
(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Ecolog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102，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China is implementing a beautiful village building in the watershed coastal villages from economic，

social，ecological and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other aspects． It is not only speed up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
tion，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agriculture，but also greatly increased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
ment efforts，and played a certain indirect role in promoting the basi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
tion of Yongchun county in Taoxi Ｒiver Basin，Fujian province，changes of rural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before and after the im-
plementa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and changes of residents'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were investigated． Combi-
ning with means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contribu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the basin management was ana-
lyzed，an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udy of rol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promoting management of river basin was
provided．
Key words: Beautiful countryside，Watershed comprehensire management，Taoxi Ｒiver Basin，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0 引言

目前，我国流域治理模式主要以单纯的工程治理

为主，忽略了流域治理过程与治理目标中的环境友好

等问题，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治理效

果不佳［1］。本文以生态文明视角出发，结合农村普

遍实施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探索其与流域综合治理

有效结合的新模式。该模式能够从经济、社会、生态

及人与自然和谐等多个角度出发，对流域治理相关管

理制度以及公众参与机制进行完善，并通过多种手段

对流域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管理，在流域的生态文明

建设、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全

国农村普遍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美丽乡村建

设与流域治理整合的方法在全国涉农流域的推广，对

我国的流域生态环境改善、流域有效治理有积极推动

作用，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该模式可以有

效的利用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效，促进流域的可持续性

治理，完善涉农流域治理模式，从而极大地提高流域

治理效率。此外，新的流域治理模式在全国范围的推

广有利于国家环保及流域管理部门的统一协调管理，

利于治理工作。

1 案例分析

1. 1 桃溪流域综合治理现状

桃溪流域是永春境内最大的一条水系，是晋江东

溪的源头，由西北向东南流，汇入山美水库，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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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桃溪流域水系图
Fig. 1 Water system of Tuoxi Ｒiver Basin

所示［2］。桃溪流域作为晋江饮用水源地———山美水

库的上游，其保护与综合整治不仅关系到永春县人民

的生产生活，更关系到整个泉州市的饮用水安全［3］。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生产生活对环境

的影响不断加剧，致使桃溪生态环境有所恶化，威胁

晋江的水环境及生态环境安全。
1. 2 永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带动流域综合治理

2012 年，永春率先启动并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之中始终秉持 “不搞大拆大

建、不套用城 市 标 准、不 拘 一 个 建 设 模 式”的 原

则。每年永春都会确定 10 个县级示范村以及若干

个乡镇级示范村，并着重建设这些示范村。如今，

共建设 40 个县级示范村以及 176 个乡镇级示范村。
从连线扩面打造美丽乡村示范片上来看，永春县已

经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与此同时，永春县大羽村以

及北溪村均获得了国家级的荣誉，其中，大羽村被

评为 “全国美丽宜居村庄”、北溪村被评为 “中国

最有魅力休闲乡村”。永春县在全省率先发布实施

《永春县美丽乡村建设规范》，其典型做法已经被吸

收为国家标准［4］。总的来说，永春县的美丽乡村建

设对桃溪流域的综合治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

方面。

1. 2. 1 提高了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率

自美丽乡村建设开展以来，永春县持续推进和加

强流域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正逐步关闭、搬迁和

改造各类生猪养殖场［5］。同时，永春县大力推广农

业清洁生产生活方式，鼓励村民把秸秆、散养畜禽

粪便和垃圾这 “农村三废”通过先进技术转化成为

生物质能源以及有机肥料，并通过 “养殖业－沼气

池－种植业－养殖业”打造出循环发展的农业经济模

式，以有效减少传统农药以及化肥的施用量，在有

效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同时，能够从源头上切实减

少 COD、TN 等污染因子的产生与扩散，减轻了畜

禽养殖等活动对桃溪流域水质的影响，降低了流域

的农业面源污染源强度［6］。
1. 2. 2 提高了周边各类污水的处理效率

永春县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依据污水处

理要循序渐进和近、远期相结合的原则。在经济条件

差、居住分散的农村，近期采用分散处理，远期采用

集中处理。在有一定经济规模的农村，其污水处理设

施的建设则一直都有将村庄人口增长产生的污水量考

虑在内［7］。永春县探索因地制宜的农村污水收集和

处理方式，充分利用村庄地形地势和可利用的水塘及

废弃洼地，提倡采用生物、生态组合处理技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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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的生物降解和氮、磷的生态去除，以降低污水

处理消耗，节约建设和运行成本［8］。
1. 2. 3 有利于构建流域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

永春县已经培育的美丽乡村，大部分都分布于桃

溪流域沿岸。永春县以美丽乡村的建设为重要契机，

大力推进流域周边各类生态产业的开发和投产，在为

流域周边居民和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为桃溪流域

综合治理的进一步开展带来了更好的时机、资金、人

才和政策支持［9］。永春县在美丽乡村建设战略指引下，

以各“小流域”综合治理为单元和载体，全方位统筹

解决流域的水质问题。总的来说，永春正在积极建设

桃溪流域的长效治理机制，全力构建人水和谐的生态

水系［10］。桃溪流域的综合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循序渐

渐的影响和促进下，不仅使流域水质得到了改善，更

让流域内村镇的百姓从多方面受益，这也是桃溪流域

综合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能够持续推进的原因。
1. 2. 4 有利于完善流域治理管理的相关制度

流域的综合治理还离不开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的

构建。如作为一项美丽乡村建设重要新举措的“河长

制”的推行，可以发挥自上而下的河流流域综合治理

协调机制，确保法律、经济和技术等手段的有效应用。
河长制，即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

辖区内河流的污染治理［11］。“河长”们居住在流域周

边，同时又生活在公众中，能够及时得知负责区域的

流域环境动态，发现环境问题能够及时向上级管理部

门反映，从而促使流域污染现象得到迅速处理、避免

流域污染的累计和扩散，发挥了自下而上的流域综合

治理协调机制［12］。“河长制”的实施调动了流域沿岸

居民的流域保护意识，充分利用了流域周边的人力资

源，因而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成效，其设计包含了将美

丽乡村建设与流域整治有机结合的内涵，因此理论研

究与“美丽乡村”实证研究相结合技术方法可行。

2 可持续性跟踪研究

“生态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出发点，而 “百姓

富”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落脚点，二者能否实现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则是美丽乡村建设能否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丽乡村能够持续性推动流域治理

的核心问题［13］。有关部门可以开展对所在区域的流

域沿岸农村为期多年的跟踪研究，根据流域的环境与

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划，对流域水质进行持续监测，

同时统计流域沿岸农村的卫生状况、垃圾处理、农村

房屋建设、村容改造及各种生态建设项目的实施情

况; 统计美丽乡村建设实施后沿岸村民生计与经济状

况、就业情况; 农村旅游业的发展情况; 深度分析美

丽乡村建设中 “生态美”与 “百姓富”相互关系，

为美丽乡村建设与流域治理整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依据。

3 跟踪结果分析及推广研究

对美丽乡村建设的跟踪结果分析是其能否在流域

广泛推广，尤其是涉农流域推广的重要依据。目前我

国长江、珠江等流域，福建省的闽江、九龙江等区域

性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通过分析美丽乡村

建设两年的持续跟踪结果，探讨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

续性成效，得出美丽乡村建设与流域治理整合的可行

性与可持续性，并从流域治理的角度提出完善美丽乡

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提出在全国农村流域普适的美

丽乡村建设与流域治理整合的实施方案，为美丽乡村

建设和流域治理整合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以期推动我

国的流域治理研究的发展［14］。

4 量化美丽乡村对流域综合治理的贡献

目前关于美丽乡村建设对流域治理的促进作用研

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而寻找该问

题的定量研究方法，则是美丽乡村与流域治理能够可

持续结合的重要依据。因此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就

是如何科学量化美丽乡村对流域治理的贡献，通过量

化研究为美丽乡村与流域治理整理研究提供理论依

据，也能极大的调动居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

性，为流域环境的持续性改善提供理论依据。

5 结束语

“美丽乡村”建设通过改变农村的生产、生活方

式，改造村容、村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措施间接

地减少了农业污水的排放量及排放强度，促进了流域

污染源强的降低，对流域环境具有积极改善作用［15］。
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是达到 “百姓富，生态美”，百

姓富裕了，“生态美”才能得到长期的支持。在解决

流域自身内部及周边区域的环境问题时，政府与管理

者应该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种情况下，美丽

乡村建设和流域综合治理的有机结合是最好的方法之

一，也是确保流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桃溪流域的案例可以作为美丽乡村建设促进流域综合

治理开展的优良典型，值得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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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29) ． http: www. fjyc. gov. cnzfshow. aspx? id =123667．

［13］ 路敏，李伟娟，沈琴． 论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 3) : 18-19．

［14］ 陈荣高． 围绕“四美”目标扎实巧推进美丽乡村建设［J］． 中

国乡镇企业，2011( 10) :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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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直观的调查底图能够让农民一目了然，对调

查地块的空间位置、四邻关系在图面就能做出准确的

判断并进行签字确认，可作为确权登记的原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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