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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就是要立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大

局，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

相结合，与依法治村相结合，培育具备政治素质、科学

素质、法律素质的新时代农民。

（一）增强村级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对大政方针和知

识技能的传播力

要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调动一切有利于农村生

态发展积极因素，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传播

平台宣传大政方针推广知识技能的能力，增强农民思想

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和渗透力。

首先，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完善村级

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建设，通过定期组织农民集中学习、

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及时为农民宣讲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和农业发展的有关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同时

与高校或科研院所深度合作，邀请农业领域相关专家学者

走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授农业科学知识和技能，

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答疑解惑。

其 次 ， 增 强 农 民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渗 透 力 。 第 一 ，

语言要通俗易懂，接地气，贴近农民的实际生活和思维

方式。第二，形式要丰富多彩，可以结合当地的传统文

化和民俗习惯，设计通俗易懂的故事、谚语、歌曲等形

式，向农民传递绿色发展等相关理念。第三，要兼顾农

民实际利益，破除将生态与发展相对立的错误观念。 [6]

让农民切实明白生态环境治理目的，就是实现“绿水青

山”和“金山银山”二者之间的辩证转化和良性循环。

在生态文明的共建共享中不断将生态红利的“蛋糕”做

大 ， 在 绿 色 发 展 中 不 断 享 受 到 生 态 红 利 所 带 来 的 获 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理论充分结合实践激发农民生态治理主动性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想有说服力和生命力，在农村

生态治理过程有效发挥作用，关键是将理论与实践紧密

结合，将农民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的所面临的实际生态

问题紧密结合，让农民既有愿望又有能力参与到农村生

态环境的保护。

首 先 ， 是 从 小 事 做 起 。 村 容 村 貌 是 农 民 生 活 环 境

的最直观体现，与农民生活联系最为密切，也往往是农

民最为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村容村貌的治理能够给

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改善，不仅能使人们享

受到环境整洁、生态优美带来的幸福感，同时也能够充

分调动农民主动关注生态，自觉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和

秩序的积极性。通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组织农

民参与美化公共空间等乡村环境整治行动，如进行农村

垃圾分类与处理示范，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和环境卫生改

善，建设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

通过示范项目向农民展示垃圾分类的操作方法和效果，

促使农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和环境卫生改善。也可设置

相应奖惩机制与激励措施，对于在学习和实践中表现优

秀的农户进行及时的激励和表彰，形成模范效应。

其次，是从干部抓起。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以

身作则，扎实环保意识，落实环保责任，塑造良好行为

习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等走访农户，深入农村

环保一线，利用口头、图文等形式向农民传达政策信息，

了解农民的实际诉求，为农民提供个性化的指导意见。

（三）结合依法治村引导农民学法守法用法

通过与依法治村相结合，鼓励农民广泛参与生态法

治实践，引导农民在生态环境治理当中学法守法用法，

充分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

首先，在农村生态治理中，注重利用农民思想政治

教育平台讲述生态法治故事，展示生态法治成就，以生

动的方式强化村级生态法治宣传。

其次，组织开展生态保护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加强

农民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同时，为法律援助工作提

供条件，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援助机制，为农民提供法律

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鼓励农民运用法律武器，及时发

现并勇于制止侵犯生态公共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再 次 ， 通 过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引 导 农 民 积 极 参 与 生 态

法治建设，发挥农民在农村生态治理中的自我治理主动

性，引导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决策过程，形成农民代表参

与环境决策的机制，建设村规民约并参与相关政策的制

定与实施，[7]使农民能够在环境问题上结合自身利益发表

意见、表达诉求。

最后，要加强村级党组织和村干部的环保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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