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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禁养鸡鸭

一、热点概述

听不见鸡叫，还是农村吗？近日，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以来，我国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短板不断补齐，农民生活环境普遍大幅改善。但是，有些地方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过程

中也出现了“村中不闻鸡鸣，池塘不见鸭鹅”等不同程度的偏差、走样问题。

这些问题，与部分地区简单粗暴禁养鸡鸭密切相关。据报道，为了完成人居环境整治任务，一些社

区甚至“吓唬”村民，要求复养家畜家禽的家庭在规定时间前整改到位，否则将停发村级养老金等福利。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一些地方的考核标准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城里人”的价值喜好和生活体验来设计，农民的实

际需求反而被忽略了。村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垃圾分类标准就向大城市看齐；有的村子建猪

圈，要求用火砖砌墙，盖琉璃瓦顶，搭成统一结构；鸡鸭只能圈养，鸡舍鸭窝还要用竹子围成符合规定

的形状……对于这种“人为标准”，有基层干部感到很无奈：“不执行，上级批评；执行，村民有怨气。”

（2）乡村是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鸡鸭鹅既是村民们的朋友，也是乡村的特色所在。“鸡鸭成群

晚不收， 桑麻长过屋山头”“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自古以来，

鸡鸭鹅都是诗人的爱物，描写鸡鸭鹅的古诗名句更是举不胜举。古代的文人墨客喜欢鸡鸭鹅，估计和当

时的家家户户都会饲养鸡鸭鹅有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经商，农村饲养鸡鸭

鹅的规模锐减，但不少农村老年人，还是喜欢少量地饲养鸡鸭鹅。其目的早已不是为了换钱，而是为了

逢年过节，漂泊在外的子女回家，杀鸡宰鸭，一家人热热闹闹吃喝一顿，然后再各奔东西。更有一些老

年人，独自留守在家，感觉寂寞，饲养几只鸡鸭鹅，生活似乎也就热闹一些了，让生活更有了盼头。

2.道理论证：

（1）农民是乡村的主人。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中，农民群众不仅是好环境的受益者，更是不

可或缺的参与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明确提出“坚持问需于民，

突出农民主体”的工作原则，要求“充分体现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尊重村民意愿，激发内生动力，保

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2）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并非要搞得一粪不落地，一毛不见。乡村是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鸡鸭

鹅既是村民们的朋友，也是乡村的特色所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如果和鸡鸭鹅过不去，这不仅破坏了

农村生态平衡，也割裂了农民与土地的情感纽带，这样的“整治”，无异于对农村本质的背离。让农村

既拥有干净整洁的环境，又不失鸡鸣犬吠的生机，方能实现美丽与乡愁的双重守护，为绘就乡村振兴秀

美画卷增色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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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策建议：

（1）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尊重乡村发展的内在规律……

（2）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农民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入手……

（3）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引导村民自我组织、自我监督……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期，有些地方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也出现了“村中不闻鸡鸣，池塘不见鸭鹅”等不

同程度的偏差、走样问题。据悉，这些问题与部分地区简单粗暴禁养鸡鸭密切相关。有村民说：“听

不见鸡叫，还是农村吗？”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政府行为类）——答题结构【点题-影响-原因-过渡-启示-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鸡鸣犬吠，袅袅炊烟，是很多人心中的农村图景。然而，现在部分农村地区却出现了“村中不闻鸡

鸣，池塘不见鸭鹅”的景象，乡村风貌如此“城市化”，这不禁让我为这种环境治理行为打一个问号……

第二步——影响：

其一，对于村民而言，乡村生活本就应该充满着鸡鸣犬吠、鸭鹅成群的生动场景，如今不闻鸡鸣、

不见鸭鹅，影响了村民对乡村生活的直观感受和情感寄托，使乡村失去了原有的那份质朴与活力……

其二，这种“一刀切”的治理行为也会让村民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产生怀疑，损害政府在村民心中的

公信力和良好形象，脱离群众的治理决策也会使得干群关系疏远，影响一方治理……

其三，这种简单禁止养鸡鸭的措施并没有真正解决乡村环境与家禽养殖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是一种

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不利于乡村的长远发展……

第三步——原因：

一方面，一些管理者管理思维不灵活。他们错误地将城市的管理模式和标准生搬硬套到乡村，没有

认识到乡村有着其独特的生态、生活和生产方式，不能以统一的、过于刚性的要求来对待……

另一方面，一些管理者管理行为有“一刀切”懒政之嫌。这些管理者没有深入去调研和思考更具针

对性、人性化的解决途径，而是选择了简单粗暴的禁养鸡鸭……

第四步——过渡：

和美幸福乡村，应当是让村民满意的乡村。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不能只是表面上过得去，更要考虑

进村民的心里。这种粗暴的整治行为，也为我们今后的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带来了几点启示：

第五步——启示：

第一，多多联系实际。比如在一些有条件的乡村，我们可以划定专门的养殖区域，进行集中管理和

规范养殖，既保证了环境的整洁卫生，又能保留乡村生活的特色场景。同时也要深入调研乡村的具体情

况，充分了解村民诉求，根据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不搞“一刀切”的做法……

第二，摒弃官僚主义。政府决策和管理绝不能脱离群众。管理者要经常深入乡村基层，亲眼去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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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乡村的整体环境，与村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想法和困难，让政策的制

定和执行真正符合村民的利益……

第三，鼓励乡村自治。各乡镇可以引导和培养村民的自治意识和能力，让他们在环境治理等方面发

挥主体作用，可以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成立村民议事会、设立文明积分奖励机制等方式，让村民自我管

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增强村民对乡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第六步——结尾：

乡村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但在推进过程中必须要注重方式方法，尊重乡村的独特性和

村民的意愿。只有既重视“面子”，也重视“里子”，我们才能让乡村既拥有干净整洁的环境，又有鸡

鸣犬吠的生机，实现美丽与乡愁的双重守护，绘就和美乡村的美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