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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
党一贯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强农惠农政策，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全国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城乡发展这条主线，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农村民生显著改善。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为国家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了基
础性支撑。　　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发展形势。总体上看，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了加速破除
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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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内容简介：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是政府基层领导和农民群众，但如何建设新农村对于政府基层领导和农民来说是一个新问题，需要社
会各界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本丛书旨在使建设者掌握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知识和信息，为提高农民素
质、提升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村环境、促进衣业发展方式转变等提供帮助。
《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农民问题，包括农民自身素质提高和农民组织
化问题，这些内容是实现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和生活宽裕所必需的；二是村庄建设问题，包括村庄规
划、村庄整治与改造，这些是实现村容整洁的必需知识；三是村庄产业发展问题，包括程村环境保护
与生态建设、农村资金融通与管理，这些内容有助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宽裕。
《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语言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能够阅读
，特别适用于衣村基层管理人员，尤其适用于乡村管理人员和大学生村官，也适用于从事“三农”问
题研究的人员和相关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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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加快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建设我国还没有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环境破坏与污
染防治法》，仅仅依靠一些零星而不系统的法律规定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法律仅从不同侧面、不同途
径、不同种类对土地污染的防治问题作了一些规定，对防治土地污染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
是相关法律条款都是原则性、概括性规定，并未形成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同时这些法
律法规在执法上缺乏必要的力度，使土地污染的防治和治理工作更是难以执行。因此，应当加快土壤
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建设。　　同时，确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中没
有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对土壤污染主体几乎无任何约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也使得一些在国外
难以生存的污染工业迁移到中国。因而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中设立法律责任的规定成为必需。法
律责任主体主要有：疏于职责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主管部门及其责任人员；导致土壤污染的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生产者；导致土壤污染的工矿企业及其责任人员。造成土壤污染的主体应当承担
土壤污染修复或赔偿责任，对于严重污染的行为要追究相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五）健全土壤
污染防治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由于土壤污染本身的特点，土壤污染源广泛，涉及土壤污染的管理事
项特别多，涉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部门亦比较多、职责存在交叉。但是，尽管土壤污染防治多部门
管理是必要的，但由于涉及部门众多，职责分散，不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高效协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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