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实践保护环境内容 农村环境保护社
会实践报告(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社会实践保护环境内容篇一

关于改革后乡村环境治理

关注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是我们大学生队社会应有
的态度。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对社会的了解还太少，
也不够深入。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用自己所学的东西，积
极回报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点作为大学生的我
们做的也不够。因此本人利用这次机会深入了解改革后的乡
村的环境治理，以致把书本的知识运用与实践之中。并且使
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有所加强，以便今后更好的适应社会。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由风险演变为危机。保护农村
生态环境是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
求。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职能“缺位”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的根本原因。因此，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需要明确界定
政府职能，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同时应发挥基层各行
动主体的积极性，以形成多元治理格局。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由风险走向危机，在农村社会治理众多的
行动主体中，谁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对此学界并没有达成一
致的认识。有人认为，农民是农村环境保护的直接参与者和
直接受益者，农民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也是农村环境恶化
的主要因素，因此农民应承担更多职责;也有学者认为，城市



垃圾与工业废气、废水是农村环境恶化的主要推手，而且就
社会公共正义来讲，过去农村为了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牺
牲，现在城市发展了应当“反哺”农村，带动农业经济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把污染转嫁给农村带来灾难;还有
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责任也不可推脱。不可否认，乡镇企
业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管
理水平低下以及社会责任感淡漠等问题，进而导致重复建设、
能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提出
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概念，以说明风险责任界定的困难
性。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
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
任。他指出，风险往往被认为是“烫手的山芋”，社会机构
往往想方设法否认风险发生、隐藏其根源、阻止赔偿或管理，
从而导致了一种有组织的无人承担责任的“总体共谋与责任
缺失相伴”的.奇怪现象。因此，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部门在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当承担起主要责任。新农村建设包
括：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
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诸多方面。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我
乡，历经三年艰苦建设，其新农村建设已经轮廓初现。

加剧。因此，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责任的缺位是农村生态环境
危机形成的制度根源。实践总结：在改革开放以后，虽说伴
随工农业的发展，乡村环境被破坏得甚重，但人们慢慢意识
到环境的重要性，国家和政府也更加重视此问题。在国家和
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以
前的污水乱排的现象也少见了，池塘里的鱼儿也重拾了往日
的欢笑。

此次活动加强了我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动员社会各方面的
力量，加强和改



善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找到新形势下
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的新路子会实践通过使学生了解国情，
有助于我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通过接触人民群众，我加深对人民群众的了解，同人民群众
建立感情，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通过了解社会对知
识和人才的需求，增强勤奋学习、奋发成才的责任感；通过
了解改革和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克服偏激急躁情绪，增
强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总之这次实践会让我终生受益。

社会实践保护环境内容篇二

调查时间安排

12月1日确定课题，做准备工作

12月2日在网上或图书馆搜查相关资料

12月3日明确调查目的与拟定计划

12月4日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和拍摄

12月5日整理数据并分析

12月6日总结活动体会

12月7日撰写调查报告及修改漏洞

社会实践保护环境内容篇三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由风险演变为危机。保护农村
生态环境是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
求。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职能“缺位”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的根本原因。因此，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需要明确界定
政府职能，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同时应发挥基层各行



动主体的积极性，以形成多元治理格局。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由风险走向危机，在农村社会治理众多的
行动主体中，谁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对此学界并没有达成一
致的认识。有人认为，农民是农村环境保护的直接参与者和
直接受益者，农民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也是农村环境恶化
的主要因素，因此农民应承担更多职责;也有学者认为，城市
垃圾与工业废气、废水是农村环境恶化的主要推手，而且就
社会公共正义来讲，过去农村为了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牺
牲，现在城市发展了应当“反哺”农村，带动农业经济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把污染转嫁给农村带来灾难;还有
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责任也不可推脱。不可否认，乡镇企
业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管
理水平低下以及社会责任感淡漠等问题，进而导致重复建设、
能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提出
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概念，以说明风险责任界定的困难
性。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
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
任。他指出，风险往往被认为是“烫手的山芋”，社会机构
往往想方设法否认风险发生、隐藏其根源、阻止赔偿或管理，
从而导致了一种有组织的无人承担责任的“总体共谋与责任
缺失相伴”的奇怪现象。因此，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部门在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当承担起主要责任。新农村建设包
括：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
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诸多方面。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我
乡，历经三年艰苦建设，其新农村建设已经轮廓初现。

实践结果：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不仅是公共物品而且还是纯度
非常高的公共物品，对于此类公共物品，政府理应承担生产
与供给的主要职责。当前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恶化表明，



地方政府在对环境保护公共物品属性的界定上仍然是不明确
的，有的地方政府认为环境保护更加接近于私人物品，甚至
有的地方就将其视为纯粹的私人物品，认为环境问题是当地
村民自己的事情，应该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问题界定的模
糊性直接导致政府在此类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上的模糊性，因
此，政府往往不仅未能有效消除此类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问
题，反而放任市场机制在其不擅长的领地“恣意”失灵，致
使环境保护公共物品供给萎缩、环境污染问题加剧。因此，
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责任的缺位是农村生态环境危机形成的制
度根源。实践总结：在改革开放以后，虽说伴随工农业的发
展，乡村环境被破坏得甚重，但人们慢慢意识到环境的重要
性，国家和政府也更加重视此问题。在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以前的污水乱排
的现象也少见了，池塘里的鱼儿也重拾了往日的欢笑。

此次活动加强了我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动员社会各方面的
力量，加强和改善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通过社会实践，
找到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的新路子会实践通过使学
生了解国情，有助于我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通过接触人民群众，我加深对人民群众的了
解，同人民群众建立感情，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通
过了解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增强勤奋学习、奋发成才
的责任感；通过了解改革和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克服偏
激急躁情绪，增强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总之这次实践会
让我终生受益。

社会实践保护环境内容篇四

经历这次的实践，我们更加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要
保护环境，又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当
前，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突出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大力宣传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伦理价值观。



2、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觉策体系。

3、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4、积极宣传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

5、大力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

6、不断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

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和共同享有的天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为了地球上的生命，为了保护我们赖
以生存的空间，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我相信有了
科学地方法，加上我们的实际行动，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
拥有一片美丽而完整的蓝天。

社会实践保护环境内容篇五

（一）视觉危害：

散落在环境中的塑料废弃物对破坏了市容景观。如散落在自
然环境、街头巷尾、江河湖泊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和漫天
飞舞或悬挂枝头的超薄塑料袋，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不良刺激。

（二）潜在危害：

1、塑料地膜废弃物在土壤中大面积残留，长期积累，造成土
壤板结，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导致农作物减产。

2、抛弃在陆地上或水中的塑料废弃物，被动物当作食物吞食
后，会导致动物死亡。

3、进入生活垃圾中的塑料废弃物质量轻、体积大，很难处理。
如果将它们填埋，会占用大量土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难以分解。

4、部分的塑料含有毒性，如果用作餐具或食品包装的材料，
这样对人体的健康不利。

5、使臭氧层变薄。

我对“使臭氧层变薄”这一危害尤其感兴趣。因为塑料废弃
物一般存在于地面，而臭氧层存在于天空中，两者相隔那么
遥远，怎么会有关系呢？经过翻阅资料，查阅书籍并问了高
中时的老得出：白色污染经过太阳的发照射而把塑料中大量
的毒物排入大气层，大气层上面是臭氧层，这样使臭氧层的
气体逐渐变薄。我们大家都知道太阳是一种温度可达到上万
度的天然发光和发热的“大火球”。当钢铁还未靠进它几千
米，就已经化为气体。这么高的.温度怎能不破坏地球？为了
地球不受到大幅度破坏，臭氧层可真是立了大功了。当太阳
辅射时，它便挺身而出，挡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可由
于“白色污染”确实破坏了臭氧层，使它变薄，这将会是地
球巨大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