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垃圾乱扔现象调查报告(优秀6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垃圾乱扔现象调查报告篇一

1、通过对生活垃圾的来源、分类、数量等方面的调查，明确
其危害及解决办法。使同学们都来关心、保护家乡环境。

2、通过开展调查活动，培养同学们调查、搜集、整理材料的
能力，培养学生的团体合作意识，让学生感受到与他人合作、
交流的乐趣。

3、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增强责任感，养成爱护
环境的好习惯。

4、培养自己深入社会、关心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

1、调查者：董宝宇、王鑫玉、孙志浩、张廷贺、田雨晴

2、调查时间：课后及周六日

3、调查地点：家里、学校、公路边、

4、调查内容：马路上乱扔垃圾的现象

学校垃圾桶情况和保洁情况

家庭垃圾分类的情况

5、调查方法：查阅资料、访谈、实验、实地考察



6、调查原因：

超过了农村环境的自净能力，原本山青水美的农村自然环境
遭到严重的破坏，垃圾到处都是。人们通常找个空地就把垃
圾倾倒。与城市相比，垃圾处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7、调查准备：

3、h2s及有害的碳氢化合物气体，具有明显的恶臭和毒性，直
接危害人体；废旧的电子电器产品，如果随意丢弃，散落到
环境中，会给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如电子垃圾中含有的有害重金属元素，一旦进入水体，会长
期危害水环境和周围居民的人体健康。此外，电冰箱和空调
的制冷剂、绝热发泡剂中含有的氟里昂，一旦泄漏会破坏大
气环境，从而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如果人类不采取措施妥
善处理垃圾，最终人类会遭到报复，找不到一块生存的净土。

垃圾自然降解的时间表

纸3—4个月； 烟头 1—5年；橘子皮 2年； 铁罐 10年；尼
龙织物 30—40年 ；皮革 50年；易拉罐 80—100年；塑料
100—200年；玻璃瓶 4000年和羊毛织物 1—5年。

垃圾分类表：

可回收垃圾：纸类、金属、塑料、玻璃等

厨房垃圾：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食品类废物

有害垃圾：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
等

其他垃圾：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
废纸等难以回收的废弃



8、调查经过

一组调查了马路边和学校

调查经过与反馈：

（1）、马路上乱扔垃圾的现象

马路边的空地随处可见一个个的垃圾堆，我们以徐家庄埠西
村公路附近垃圾堆为观察点展开调查。

早上，垃圾堆刚被拾破烂的老汉拣过。

小青年：离垃圾堆还有5米的地方就随手把香蕉皮一扔

家庭妇女：把垃圾随手一扔就走了

小学生：将吃剩的食物包装袋随手扔在路边

老婆婆：小心地绕到垃圾堆旁边，将垃圾扔进到垃圾堆……
调查结果：

一个小时过后，13个倒垃圾的人中，只有3个人把垃圾扔进了
垃圾堆。垃圾堆的四周堆着垃圾，上面飞着苍蝇。

（2）、学校垃圾桶情况和保洁情况

学校校园：校园有10个不分类垃圾桶，垃圾桶内的垃圾寥寥
无几。垃圾桶由各班学生负责，每天打扫、倾倒干净。

教室内：各班都分别设有垃圾桶，由于学校教育、分工、检
查得当，卫生打扫、保持很好，学生不随便乱扔垃圾，自觉
把垃圾扔进垃圾桶。

调查结果：学校里教室卫生，环境卫生打扫保持干净，但学



校操场旁边的大垃圾堆臭气熏天，承载着学校所有的垃圾。

二组调查了村民和学生

通过采访和问卷调查，了解到居民环境保护意识较差，调查
经过与反馈：

（1）、在村里调查了10户人家

对于垃圾分类，在10户人家里只有2户知道并愿意分类的。
而5户则知道并愿意分类的，可是有时家里农活忙，垃圾又多，
太麻烦。2户则知道却不愿意分类，因为这样太麻烦，他们不
愿去做。1户连分类也搞不清楚。

（2）、调查20名学生处理垃圾的方法

垃圾分类装袋化的占5%，垃圾焚烧的占1%，垃圾填埋的占1%，
弃入垃圾箱的占90%，随便乱扔的占3%。

调查结果：

处理垃圾的正确方法：可利用的垃圾要回收，把各种各样的
回收垃圾进行分类，再将这些垃圾运送到代理商或工厂进一
步加工再造成其他物品，这种方法既有效经济又使垃圾不产
生污染。有机垃圾高温堆肥，有害垃圾焚烧、填埋。

我们将调查所得整理出来，同时各抒己见，总结归纳出以下
几条建议：

6、我们中队成立“垃圾处理、爱护环境小队”，对垃圾分类
处理进行大力宣传

7、关于乱扔垃圾，是容易做到却被人们遗忘的。如果像新加
坡那样重罚，应该也能收到奇效。



地球是大家的，绿色的文明，是靠人们保护才形成的；绿色
的文明，是让垃圾“各归各位”才能形成的；绿色的文明，
是让不好的习惯远离人们才形成的……愿我们早日能真正找
到心中的绿色文明。

垃圾乱扔现象调查报告篇二

随着现代工业、农业的发展，方便食品的增加，农村生活垃
圾，特别是白色垃圾，一次性产品垃圾可以说已泛滥成灾。
根据崇阳县人大常委会20xx年工作要点安排，为改善我县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针对如何搞好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这一问题，崇阳县民政局组织专班深入铜钟乡大岭村、天
城镇白泉村、路口镇团山村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现将调研
情况和对策建议汇报如下。

（一）农村生活垃圾收集与村庄保洁模式

目前，我县农村生活垃圾大多是放任的形式，想丢哪儿就丢
哪儿，遍地是。虽然有一些地方放置了垃圾桶，但是垃圾桶
旁边也有乱倒乱扔生活垃圾现象。

（二）农村生活垃圾集中与转运方式

20xx年以来，全省开展农村垃圾治理，每个组（自然村）建
一个垃圾池，每组找一个低保户（增加一个人的低保资金）
作为组级垃圾保洁员（把每户垃圾清运入垃圾池），每村配
一个清运工，每乡配一辆垃圾车，收集乡镇每个村的垃圾，
运至乡垃圾场（一般是露天的，少数掩埋）。这一措施的落
实，短期内起了一点作用。但是这项工作开展不到一年，每
个垃圾池变成了一个垃圾点，特别是公路沿线的垃圾池，非
常影响县誉、乡容、村貌。

（三）主要处理方式



主要处理方式是乱丢，首先大部分是丢到河里，大水冲到哪
儿是哪儿，其次是焚烧，再次是丢在不显眼的'地方。

（四）垃圾处理设施现状

20xx年建的垃圾处理设施，如今大部分被破坏了，垃圾清运
车大多不在了。

（五）农村垃圾分类情况

农村垃圾分类难，主要是农村人整体素质不高，按照现代社
会发展趋势，应考虑渐进式分类。

（六）垃圾治理资金主要来源情况

县对乡下拨一部分，乡对村全部下拨。例如铜钟乡对每个
村20xx年至少拨6000元。独石村乡下拨6000元，村垃圾清运
员年工资15000元，不足部分资金9000元由村级垫付，造成村
级负担加重。

（一）垃圾越来越多

随着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生活垃圾也越来越多。

（二）垃圾分类难

农村人口素质不高，垃圾分类难。

（三）垃圾清运费越来越高，村负担难。

农村人口多，生活水平提高，生产垃圾多，清运费用也随之
增加，村缺少集体经济，难以负担过重的垃圾清运费。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是关系每一个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需要全体村民参与，共同治理生活生存环境。乡镇政府、村
委会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村民掌握农村环保的相关知识；
在学校开设环保相关课程，让下一代在早期树立环保理念，
并通过学生的宣传影响到家长。

（二）强制关停白色垃圾生产厂家

建立包联制度，发挥“第一书记”作用；执行战区体制，确保
“散乱污”企业整治落实到位；开展联合执法，重拳出击坚
决清除“散乱污”企业；消除监管盲区，探索建立网格化联
合执法机制；实现压力传导，压实村居属地环保监管责任；
强化社会监督，建立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严肃考核问责，
倒逼相关单位严格履职尽责；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环境污染
治理统一战线，以及强化痕迹管理，确保整治取缔各项举措
落实到位等，通过关停取缔和提升改造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一
条由“垃圾围村”到特色乡村之路。

（三）禁止城乡餐饮店使用一次性产品

推动绿色餐饮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
立健全餐饮业节能、节约发展模式，提供“放心、健康”的
餐饮服务，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满足人民群众过上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

一是突出餐饮全产业链绿色发展。结合餐饮服务的各个环节，
相应提出具体要求，全方位推动绿色餐饮发展。

二是坚持多策并举推动绿色餐饮发展。餐饮业市场化程度高，
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方式进行管制，更多依靠市场主体和消费
者的自觉行动。要健全绿色餐饮标准体系、倡导绿色发展理
念、培育绿色餐饮主体，多管齐下推动绿色餐饮发展。

三是强调多部门联动配合。推动绿色餐饮发展的环节多，涵



盖精神文明建设、环保标准、餐厨垃圾处理、机关事务管理
等多个领域，需要多部门共同推动、齐抓共管，强化信息资
源共享与合作，进一步完善各类相关政策，形成工作合力。

四是教育群众拒绝使用一次性产品，倡导绿色环保新生活。
积极做好宣传推广，形成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通过干部职
工带动家属参与环保公益活动；积极发挥各种志愿者队伍作
用，通过开展志愿活动形成带动示范作用。

（四）完善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机制

一是采取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集中处理模式。这是
一种适合于绝大多数县市的垃圾处理模式。每日，每一个家
庭将自家产生的生活垃圾汇总，并按“有机垃圾、无机垃圾、
可回收利用垃圾以及有害垃圾”分成四类，运往垃圾收集点。
每个村根据村的区域面积大小和人口分布设置若干个垃圾收
集点，并按四类垃圾分别收集。镇上定时将每个村的垃圾收
集点垃圾汇总，并加以压缩，运往县城垃圾处理基地。县城
垃圾处理基地按照四类垃圾分别处理：可回收垃圾运往废品
回收加工厂回收利用，有机垃圾运往沼气池或者进行堆肥，
无机垃圾和有害垃圾进行专业处理。

二是采取多渠道筹集资金。目前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遭遇困境
的很大原因在于资金不足。针对政府对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资金投入不足的现状，建议筹措资金首先可按照各乡镇经济
水平征收一定的垃圾处理费；其次可以引入社会资金，政府
出台政策号召市场资金进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以及回收利用
领域。当然最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政府大力投入资金，
直接用于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以及农村生态环保问题。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任重而道远。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农民生活垃圾数量不断增长，成分也日趋复杂，处
理难度不断增大，但处理资金的匮乏与处理设施的缺少，使
得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问题以及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应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
农民环保意识，完善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机制，多
渠道筹集资金，完善农村环境卫生管理体系，制定相关规章
制度和政策，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

垃圾乱扔现象调查报告篇三

据报道，中国约有2/3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我国
仅“城市垃圾”的年产量就近1.5亿吨，这些城市垃圾绝大部
分是露天堆放。它不仅影响城市景观，同时污染了与我们生
命至关重要的大气、水和土壤，对城镇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
垃圾已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棘手问题。垃圾不仅造成公害，更
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每年年产1.5亿吨的城市垃圾中，被丢弃的
“可再生资源”价值高达250亿元！北京市现日产垃圾13000
吨，全年生产495万吨，而且每年将以8%的速度递增。我国目
前处理生活垃圾的方法除露天堆放外，还有卫生填埋，这种
方法避免了露天堆放产生的问题，其缺点是建填埋场占地面
积大，使用时间短（一般十年左右），造价高，垃圾中可回
收利用的资源浪费了；再是焚烧，使垃圾体积缩小50%～95%，
但烧掉了可回收的资源，释放出有毒气体，如二恶英、电池
中的汞蒸汽等，并产生有毒有害炉渣和灰尘；第四种是堆肥，
这种方法需要人们将有机垃圾与其它垃圾分开才行，它具有
很好的发展前景。北京市现处理一吨垃圾花103.49元，一年
的处理费用就是5亿多元。这还不包括建设垃圾处理场的费用，
建一座大型垃圾填埋厂就得花1～2亿元，建一座大型垃圾焚
烧厂就得花20多亿元，这又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当前大量未
经分类就填埋或焚烧垃圾，既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又会产
生二次污染。

在一些城乡结合部，一堆堆高高的垃圾山上，一群群衣衫褴
褛的男女老少，他们不顾迷漫着的臭气和蚊蝇的叮咬，忙着
翻腾、挖掘和拾拣，已有人因拾垃圾而发财。毫无疑义，垃



圾中蕴藏着资源。那么，我们日常生活的丢弃物究竟有多少
可以利用？请看下面这些数字：

5、治高血压药：北京“双鹤”生产的10片装“北京降压0
号”的纸盒、空药板及说明书重11.3克，丢弃物占总重的89%。
据统计北京市老年人该病患者占4成以上，约有56万人需终生
服药，一日服一片，一年丢掉“0号”包装物达203.6吨。

事实上，我们天天在丢掉着大量的可回收物，以上所述的废
弃物只是总量的一角。据北京市环保基金会统计，北京市年
产垃圾中有废塑料36.2万吨，而一吨废塑料可生
产0.37～0.73吨油；每回收一吨饮料瓶塑料可获利润8000元。
有废纸38.8万吨，每回收一吨废纸，可造好纸0.85吨，节省
木材3立方米，节省碱300公斤，比等量生产好纸减少污染74%。
有废玻璃15万吨，利用碎玻璃再生产玻璃，可节能10～30%，
减少空气污染20%，减少采矿废弃的矿渣80%。有废电池2.37
亿支，利用废电池可回收镉、镍、锰、锌等宝贵的重金属，
同时可减少重金属对环境的污染及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有废
金属3.5万吨，每回收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可减
少75%的空气污染、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比用矿石炼钢
节约冶炼费47%。有废食品草木121.3万吨，每回收一吨这类
垃圾，可生产0.6吨有机肥，也可生产垃圾燃料，作为发电、
供热的燃料。

当前处理垃圾的国际潮流是“综合性废物管理”，就是动员
全体民众参与三r行动，把垃圾的产生量减少下来。三个r的
行动口号是：一、减少浪费（reduce ）；二、物尽其用（ reuse
）；三、回收利用（ recycle ）。当全社会的消费者都这样做时，
生活垃圾的总量和城市处理垃圾的负担就会大大减少，垃圾
填埋场的使用寿命就会延长。由此节约了土地，降低了垃圾
污染的威胁。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各方面建设都需要资
金，环境保护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难以立即改变。而且，
我国虽是资源总量大国，但人均资源量却居世界后列。因此，
我们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全部靠高投资、高科技



来消纳垃圾，期望一次到位，又不能对巨大的垃圾资源置之
不理，任其泛滥成灾。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应走自己的路，
发挥人民政府善于宣传、组织、领导群众的特点，通过立法，
由简到繁，从低级向高科技过渡的方法，依靠群众，能做的
先做起来，逐步加大环保投资力度，趋向完善。主席指
出：“绝不能靠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
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为了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城市垃圾最根本的出路是实行垃圾从源头分类，提高回收利
用效率，尽快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垃圾乱扔现象调查报告篇四

我是一个农村姑娘，从小生活在农村，和爷爷奶奶住一起
（我父母常年在外谋生）。所以呢，我目睹了家乡发生可喜
的变化的全过程。众所周知，毛爷爷让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
邓爷爷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邓爷爷的改革开放的政
策，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
貌。那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党的新农村建设的实
施，我的家乡才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回顾过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路”。虽然去县城的路在我
呱呱坠地时就已经是水泥路了，但除去这条路外，其它都是
泥土路。晴天还好，只是车子一过，就会有好大的灰尘，不
过，躲一躲，拍一拍就干净了。可是，碰到下雨天，泥土路
就变泥浆路了。只要一出门，保证下半身是脏兮兮的，沾满
了泥浆，穿雨鞋都没用。或许说得有点夸张了，但是，真的
一旦下雨，路走起来真的变得好艰难，好艰难，非得小心翼
翼的。因为到处是坑坑洼洼，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地雷”。
接着呢，过去的厕所是茅坑，而且是公共的，只有几个别的
家里有自家厕所。唉！冬天还好，夏天就是其臭无比，苍蝇
到处都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打心眼敬佩庄稼人，他
们懂得如何“变废为宝”。平日里的粪便，一有空就当“化
肥”灌溉庄稼了，平日里烧柴生火的灰，又可以沤肥了，秸
秆既可以在寒冷的冬天来临时铺床用，又可以沤肥，还可以



当柴烧，真是“一举三得”。那时洗澡就在房间，用洗澡盆
洗澡，很不方便。过去，家家户户只是黑白电视，夏天就是
电风扇，有的甚至没有电视，哪来的彩电，空调。

现在呢，记得在我上初一时，新农村建设这一号召“吹进”
了我的家乡。首先是路，现在到处都是水泥路，一出家门就
是水泥路，而且还出现了环城路；沟渠也拓宽了，同样也是
用水泥建的；有些田间小路也拓宽了，目的是为了方便农民
拉东西。还有呢，路的两旁还栽种了树木，夏天便是一阵阵
的凉意；而且还专门建了供百姓休息聊天的小型公园，有石
板凳，石板椅，花花草草接着呢，家家户户都装了自来水管，
抽的是自家的井;城市化的卫生间，家里条件好的还装了太阳
能热水器。现在彩电，电话已经不是啥新鲜事了，有的家里
还有电脑了。值得一提的是：家家户户都是三四层的楼房了。
嘿嘿家乡人不光是物质生活提高了，而且精神生活也比以往
丰富了，充实了。现在，家乡有腰鼓团队，我奶奶就是其中
一员，她们乐在其中；有时晚上还有村民去集体跳舞。

瞧见没！我的家乡变化可真大呀！

这样看来，农村在向城市发展。是啊！农村在发展，农民生
活水平在日益提高，但农村现在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的问题。
试想，农村没有大型的工厂，没有城市交通那么堵塞怎么也
会出现环境污染这一问题呢。毋庸置疑，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农村的总体要求。这是因为有了党的新农村建设的实行，农
村经济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然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的问题，对本已脆弱的的农村生态环境构成相
当大的危害。

1调查年龄（ ）

a青年b中年c老年



2您家附近是否有垃圾坑（ ）

a有 b没有c没注意，不清楚

3您所在的村小组是否有专门人员对垃圾坑填满及时处理（ ）

a有 b没有c不清楚

4您日常生活垃圾是如何处理的（ ）

a倒入垃圾坑b附近田中 c随处乱倒

5您的生活垃圾主要是（ ）

a瓜果蔬菜b食品袋c烂衣服d煤球渣，树叶和秸秆

6您家附近是否有废品回收站（ ）

a有，而且很普遍 b有，但较少c没有d不清楚

7您家废电池一般如何处理的（ ）

a当生活垃圾扔了b埋入地里c卖给废电池回收站

8您所在的街道有垃圾箱吗（ ）

a有b少有c没有

9您家使用何种厕所（ ）

a沼气池式厕所b城市式的厕所c茅坑

10从您目前的收入情况看，如果有多余的钱的话，您是倾向
（ ）



a消费b储蓄c说不好

11您在农村花钱消费有不方便的感觉吗（ ）

a有 b没有 c感觉不明显

12您认为当地出现环境污染的原因有哪些（ ）

a居民缺乏环保意识b没有资金来源c环保设施不全d村干部没
做好宣传工作e其它

总共填写了100份问卷表，填表人是老年人居多（年轻的都去
外谋生了，家里就是老人和小孩）。这里将以百分比的形式
给出各项选项的结果。

1选a的3%，选b的7%，选c的90%

2选a的90%，选b的1%，选c的9%

3选a的5%，选b的80%，选c的5%

4选a的40%，选b的55%，选c的5%

5选a的80%，选b的5%，选c的1%，选d的14%

6选a的0%,选b的0%，选c的98%，选d的2%

7选a的95%，选b的5%，选c的0%

8选a的1%，选b的2%，选c的97%

9选a的2%，选b的88%，选c的10%

10选a的17%，选b的80%，选c的3%



11选a的11%，选b的25%，选c的63%

12选abc的较多

从问卷结果来看，我家乡的生活垃圾处理状况不佳。尽管家
乡实行了新农村建设，卫生条件有所改观，在居民区也建了
垃圾坑，然而家乡却缺乏对垃圾处理健全的设施，没有清洁
服务团队，即生活垃圾处于无人管理无人问津的状态。试想，
村民每天都有生活垃圾，不可能放在家里。大家都讲究家里
要干净。那扫出的垃圾该怎么办呢？垃圾坑满了，塞不进去
了。没办法，大家只好另寻它处。对于可以变卖的垃圾，如
啤酒瓶、塑料袋、胶制品、废铁等东西，由于家乡确实没有
废品收购站，只好自行收集，等有人上门收购时，将其卖掉。
由于没人会收购废电池，所以对于废电池的处理基本上是当
垃圾扔了。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不当会对生命健康有危害，
从问卷结果看大家都不在意，不认为会有危害性。由此可见，
农村居民环保意识很薄弱。这些似乎又是情理当中的事。

第一个接受我访问的人是：我村的村长

问：村长，您好！我有一个事要您帮忙，几分钟就可以了。

答：啥忙呀，能帮的我一定帮！

问：我得问您几个问题，这是我们学校布置的作业。

答：嗯，你问吧！不过可别难到我这个乡下人了。

问：您还记得新农村建设是何时“来到”家乡的？

答：唉！没办法，乡政府没资金去搞农村卫生，只能干着急。

问：您没向上级领导反映过此事吗？



答：反映过了，没见上级有啥动静。

问：谢谢您诚恳地回答。

答：这是我应该的。姑娘，好好读书，为咱们家乡争光！

第二个接受我访问的是：我的爷爷

我：爷爷，现在种田比过去轻松多了吧？

爷：是啊！自从实行新农村建设后，出门就是水泥路，沟渠
也拓宽了；田也重新分配，现在各家田都比较集中了。

我：爷爷，您每天清晨扫的垃圾到哪去呢？

爷：附近田中，垃圾坑都堆堆的高高的。

我：近几年，家乡变化挺大的，您有什么感想呢？

爷：党的政策好。国家富裕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就跟着好了。

第三个接受我访问的是：邻居叔叔

我：叔叔，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家乡生活垃圾处理的情况。所
以就想问你有关这方

面的几个问题。

叔：嗯，可以啊！

我：咱们家乡最近几年变化大吗？

叔：变化大啊！出门就是水泥路，用的是自来水管，上的是
卫生间。而且一进入



家乡，进入视野的便是一栋栋新盖地楼房。种田也方便多了，
到了灌溉的时候，因为有规则的沟渠，便“水到渠成”了。

我：嗯，是啊！这都是“党的新农村建设”的功劳。可是呢，
我为什么见家乡垃

圾堆到处有呢，尤其是附近的田边呢？

叔：这个司空见惯了。因为每天都有垃圾，总要往外到。当
大家看到哪里垃圾多，

就把垃圾倒哪。久而久之，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情景了。

我：哦，我知道了。谢谢您接受我小小的访问。

叔：不用谢，举手之劳。

我访问了十几个左邻右舍，问的问题都差不多，大家的回答
也差不多。虽然修路时，在路旁建了垃圾坑，可是当垃圾塞
满时，没有清洁人员处理。久而久之，因为每天都有生活垃
圾，不可能倒在家门口，只好另寻倒垃圾的地方了。就这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附近无人耕作的田边堆满了垃圾，有
的甚至院子外面也是一个垃圾场了。虽然对于生活垃圾处理
有很多方式，但是在我家乡对生活垃圾都是放任自流的态度，
即往外排，往外倒，不焚烧，也不填埋。虽然生活垃圾问题
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我在访谈的过程中，我
发现，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意思到这个问题，相反他们认为
有生活垃圾并且这么处理是理所当然了，没有任何问题。

我相信不仅仅是我家乡会有这样的现象，其他的农村也会有
类似的现象发生。 生活垃圾问题在农村普遍存在。到底是什
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环
保意识薄弱。农民对生活地方的环境保护漠然处之，“各人
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把自己家里打扫的干干净



净，一尘不染，却把垃圾倒在家门之外不再进行相关处理，
弄得到处都是臭气冲天，不堪入目；接着，城市垃圾下乡，
这就增加了农村垃圾负担；其次，政府投资不够，没有健全
的垃圾处理体系。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城市经济与农村隔离
开来发展，在二元经济格局下形成了城乡分离、各自独立发
展、互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城市环境得到了极大地关注
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建设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等；而农村生态环境则被长期忽视，尤其是生活垃圾问题，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方面的投入更是少之又少。也正
是因为村内几乎没有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养成了村民随地乱
倒的习惯。

“垃圾堆上的富翁”与“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乱”，这是
不同时期人们对农村环境的真实感受。既反映了农村经济的
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凸现了农村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不当，会不利于村民身心健康。垃圾所含
的有毒物质和病原体，通过各种途径传播疾病，危害健康。
比如这些物质通过食物链富集，最后被人体吸收。所以要改
善农村环境问题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几十年来
地迅速增长已经对中国的城市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如果再任
由中国的乡村环境被生活垃圾所污染和破坏，那么若干年后，
也许我们赖以生存和繁衍的中华大地，可能真的会没有一片
净土。

因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城
市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如何有效地处理农村生
活垃圾，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如何引起社会各界对农村环
境的关注，实现城乡环境和谐共生，就是本次调研的重要的
目的。中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9亿多的农民，根据卫生部公
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农村每人每天生活垃圾量
为0.86公斤，全国农村每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这么多
的农村生活垃圾，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况且对于村民环
保意识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花大力气去宣传，
甚至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以及必要的奖惩措施来保障落实。



加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难度较大，这包括资金短缺，农村环
境的政治涉及面广，问题复杂。单凭政府推动显然不够，应
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根据各地实际，选择合理有
效的处理工艺，才能真正治理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

垃圾乱扔现象调查报告篇五

五年（ ）班全体学生

：笔者提问，记录答案，并做具体分析

本次调查全班学生共计45人，有效答卷40份。问卷主要是对
垃圾产生的原因、种类、数量进行了了解，并对垃圾的处理
进行了调查。

（2）大家对白色污染认识清楚，但处理中仍没有多数人考虑
到这一点，乱扔乱放，随手丢弃，应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
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现状。在调查中，我们得知，有90%
的`人知道塑料袋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说明学生了解其危害
性，但他们处理时却没有考虑这一点，随意性很强。

（3）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学生没有垃圾回收意识，像饮料
瓶、废纸，这本不是垃圾的垃圾，到处乱扔。

反思：学生对垃圾回收意识不高，行为不够，由此可以看出
学校和老师在教育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做的不够。

建议：一是学校老师进一步加强教育管理，指导学生将垃圾
分类回收，然后统一卖给废品收购站，并把所得款项用作班
费。二是大力做好环保宣传，对学生进行环保知识和有限自
然资源的教育。



垃圾乱扔现象调查报告篇六

20xx年2月10日下午

村庄周边

实地观察

李xx

每隔几天，家里就会产生一些垃圾，爸爸就要推着小车把垃
圾倒掉。这些垃圾去哪里了？会怎样处理呢？我决定做一个
实地小调查。

我决定对尹庄村周边进行调查。在实地调查中，我发现了垃
圾堆放方面的许多问题。

（一）村里有专门堆放垃圾的地方，但建在小河边，会污染
河水。还有就是长期不清理，导致垃圾过多，到了夏季会苍
蝇成群，气味难闻。

（二）道路旁边也倒着很多垃圾，甚至路上都有，不仅侵占
了道路，而且污染了环境。

（三）有的垃圾甚至倒到村边的小河里，堵塞了河道，更污
染了河水，河里现在连小鱼小虾都没有了。连村边的树林里
也有垃圾。

在做了调查之后，我这个小学生都觉得垃圾乱堆乱放危害大，
不仅影响村容村貌，也会污染环境，要好好处理。在这里我
要提一些小建议。

1、村民要把垃圾倒在指定的'地方，并且能够及时运到垃圾
中转站。



2、垃圾池不能建在小河边，以免污染河水。

3、村民养成不乱倒垃圾的习惯，尤其是不能把垃圾倒在路边、
小河里。

以后我自己也要做到不乱扔垃圾，并且和家人一起把垃圾堆
放到指定地方，还村庄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在学校也要做
到这一点，大家一起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