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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对温州乡村社区现代化进行了探索和反思。首先，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阐释了乡村社区作为有机体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现代化对乡村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

性，并从生态学原理的角度描绘了乡村社区现代化的应然图景；其次，分析了乡村社区现代化过程中面

临诸如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传统文化流失等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最后，

从乡村生态规划建设、乡村生态产业、乡村生态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乡村社区现代化的可行性路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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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reflect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Firstly, i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kind 
and nature, it sorted out what kind of characteristics th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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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have, what kind of importance modernization has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ana-
lyze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rinciples; Se-
condly, it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faced by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
zation, such a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waste of resources,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
tie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feasible path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com-
mun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rural ecological planning, rur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rural ecolog-
ical industry and rural ecolog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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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是对乡村社区发展

的基本要求，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随着全球现代化的推进，许多国家都曾或正在面临

着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环境遭受污染的问题，这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作为现代化

进程的重要部分，温州乡村社区在此背景下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根据温州乡村社区的特性，

分析并解决其发展中的问题，推动其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成为了实现乡村社区现代化道路的关键。 

2. 温州乡村社区现代化阐释 

在 19 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首次提出了社区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由具有共同习俗和

价值观念的人们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或共同体。随后，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这

一概念引入国内，使其得以在国内传播和发展。 

2.1. 温州乡村社区的特点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貌造就了温州乡村社区独特的聚居模式，也赋予社区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

宝库。其土地、水源、生物资源等，皆为生产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石。而且，这些资源并非孤立存

在，而是属于不同的生态系统，如农田、森林、湿地和草地等。这些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赖，构建了乡

村社区独特的生态平衡。温州乡村社区的生产活动，根植于本地资源的内循环系统。村民们充分利用本

地资源，创造并消费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他们与自然环境形成紧密的共生关系，依赖自然为生，同时积

极实施土壤、肥料等的循环利用，致力于保护生产生活环境，并推动可持续发展。温州乡村社区还完好

地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这些传统文化不仅对乡村社区具有重要价值，更

是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们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乡村社区的历史长河中，也为我们提供

了理解温州乡村社区特性的独特视角。 

2.2. 温州乡村社区现代化的意义 

乡村社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它不仅关乎农村经济的繁荣，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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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发展。首先，乡村社区的现代化对温州农村经济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

我们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推动农村产业的升级和多元化发展，能够为农

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来源，进而提升整个乡村的经济活力。其次，乡村社区的现代化也是地

方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基础设施的完善、教育医疗条件的提升，都能极大地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增强

他们的幸福感。这不仅有助于基层社区的稳定和谐，还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流向农村地区。再者，

乡村社区的现代化对于温州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推行环保政策、加强环境监测和实施

可持续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有效减少污染，保护乡村的青山绿水，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好。此外，乡村

社区的现代化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而是对其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应该在保持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

上，融入现代元素，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最后，乡村社区的现代化还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

通过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我们可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居民也能享受到社会

发展带来的福祉。 

2.3. 乡村社区现代化应然图景 

在当今时代，乡村社区的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现代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需要

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注重生态平衡、生态多样性、

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修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

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1]。加强对乡村生态学的研究是推动乡村社区现代化的关键。这一研究涵

盖了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只有深入了解乡村社区

的特点和发展需求，我们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为乡村社区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在实现

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减少浪费。同时，我们还要注重保护和传承乡村的资源和文化，确保乡村社区的历史和文化得以延

续。与传统的乡村发展模式相比，现代化可以为乡村社区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现代化的道路不

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还可以为乡村社区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3. 生态学视角下温州乡村社区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温州乡村社区生活群体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是

人口流动性的加剧，以及乡村社区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所积淀而成的社区组织架构、内部联结和互动关

系的改变。较之传统农耕社会，在现代化进程加快大背景下，温州乡村社区现代化面临诸如生态环境恶

化、公共资源浪费、传统文化式微等问题。 

3.1. 生态环境恶化 

温州乡村社区现代化面临诸多问题，其中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尤为严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

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乡村地区所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逐渐增大。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土壤污染是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一面。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的农药和化

肥等化学物质对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这些污染物长期积累在土壤中，破坏了土壤的结构和营养平衡，

并对农作物品质和人体健康造成了潜在威胁。其次，水资源短缺也是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的明显标志。工

业和居民用水量的不断增加，导致许多乡村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不足和水质下降。同时，农业灌溉过程中

的水资源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严重影响了乡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此外，森林破坏和生

物多样性丧失也是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表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城市扩张等因素导致许多乡村地区

的森林被砍伐和土地被开垦。这不仅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还引发了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等环境问

题，对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最后，空气污染也是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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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机动车数量的增加，许多乡村地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农业活动

中使用的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以及农用塑料制品焚烧等行为都会释放出有害气体，给周边居民健康带

来潜在风险。 

3.2. 资源浪费 

在乡村社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存在一些资源浪费问题。首先，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是一个突出问

题。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常常导致农用地被转为非农用途，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此外，大规模的土

地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会受到影响。其次，水资源过度使

用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农业、工业和居民生活等活动使水资源需求增加，但由于缺乏科

学的管理和利用措施，水资源经常被过度抽取、污染或浪费。例如，不科学的农田灌溉方式以及工业和

居民用水的浪费现象都导致了水资源的消耗。另外，电力、建材等能源的低效使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持续增长，但能源资源的浪费仍然存在。例如，农

村电力设施落后，电能的使用效率较低；农村居民对能源的利用也不够科学，存在能源浪费的现象。此

外，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源循环利用机制，许多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这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例如，农

业废弃物的处理和利用不足，导致有机肥料和生物能源的回收利用率较低；废水和废弃物的排放和处理

不当，导致水资源和土壤资源的污染和浪费。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习

惯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度消费、浪费和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都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负担。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采取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资源、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措施，以实现乡

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3.3. 传统文化式微 

在现代化的洪流中，我们发现传统文化的力量正在逐渐减弱。尤其是在乡村地区，传统文化的式微

更是令人担忧。首先，传统村落的格局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求，许多乡村地区

对传统建筑进行了改造，甚至彻底改变了村落的原貌。这些传统的农舍、庙宇和村落布局，它们不仅仅

是建筑，更是乡村社区历史文脉和肌理的象征。然而，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它们往往被新的建筑风格和

城市化的规划所取代，导致传统建筑和村落的破坏和流失。其次，传统村落的习俗文化也出现了断裂[2]。
由于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等正在发生

改变或逐渐丧失。例如，传统的农耕文化、农村集体活动、传统节日等都面临着流失的风险。这种文化

传统的断裂导致了乡村社区的文化多样性减少，文化认同感降低。同时，村民对社会公共生活的改善与

秩序建设的责任担当逐渐丧失，致使农村社区发展内生动力缺乏。再者，传统文化在乡村社区中逐渐被

边缘化。城市化和现代文化的影响逐渐渗透到乡村，导致乡土文化的边缘化。乡村社区的传统文化往往

被视为落后、陈旧，而城市文化和流行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乡土文化的边缘化使得乡村社区乡土文化的

价值被忽视和遗忘。 
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它还承载着一个社区的记忆、特色

和价值观。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文化传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

现代化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保持我们的文化特色和多样性。在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传统的农耕

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正在悄然逝去。它们被现代化的工业化生产和消费模式所吞噬，就像一颗颗被时光

遗忘的珍珠。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社区那些珍贵而美好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正在迅速流失。举个

例子，像尊重自然、勤劳务实和家庭关系紧密这样的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变得岌岌

可危。它们曾是乡村社区的灵魂，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现在却面临着消逝的危险。现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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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阻挡，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美好的传统成为历史的尘埃。我们需要意识到它们的价值，珍视它们，

努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留和传承这些无价之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忘初

心，保留我们的文化根脉。  

4. 生态学视角下温州乡村社区现代化的策略和建议 

面对诸多的现实挑战，我们需要探索并建立适合现代社区民众需求、能抵抗住内外扰动具有韧性的

社区发展模式。这样的社区应当能够提供“舒心、省心、暖心、安心、放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居

住环境，以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社区硬件设施的建设，还

需要注重社区文化、价值观和归属感的培育，这些都是构建现代化社区的重要方面。 

4.1. 做好温州乡村生态规划建设 

在乡村社区的规划和发展中，我们应关注多个方面，以实现可持续的生态友好型发展。首先，合理

规划和布局乡村社区的自然景观，包括绿地、湿地和森林等，有助于打造优美的生态景观带。这不仅能

提供休闲和娱乐的场所，还能成为教育资源，提升居民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同时，保护和利用

这些自然景观也是创造宜人生态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3]。其次，推广节能环保的建筑设

计和技术也是关键。减少建筑对能源和环境的负担，建立绿色建筑标准和评价体系，能推动乡村社区建

筑业向生态和可持续发展转型。使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设备、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同时利用农业废

弃物等生物质资源开展生物质能源利用，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在生态环境方面，修复已受破

坏的环境是必要的。这包括水土保持、植被恢复和湿地保护等措施，旨在恢复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

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限制非法开发和破坏性活动，对于保护乡村社区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

推广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等可持续农业模式，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可以提升农产品的质

量和安全性。农民采用生态友好的农业技术和方法，将促进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外，绿色建

筑设计和技术的推广，以及环保材料的使用，将进一步提高建筑的能源效益和环境友好性。发展绿色建

材产业，提供符合生态标准的建材产品，将满足乡村社区建设和改造的需求。最后，建立生态环境监测

体系是保障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提供环境监测、评估和治理的技术和服务，可以及时

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发展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相关产业，提供环境污染治理、土壤修复等服务，对

于提升乡村社区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4.2. 提升温州乡村生态产业发展 

首先，我们需要全面了解乡村社区的生态资源现状和潜力，据此制定一系列发展生态资源的政策和

措施。例如，我们可以设立生态保护区，限制一些破坏性的开发和活动，以确保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我们应当推动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型，鼓励采用有机农业技术和可持续农业方法，尽量减少农药、化肥

的使用，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同时保护我们的土壤、水源和生物多样性。再者，我们必须把握

好生态旅游的发展。农业，作为农村的根基，应以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以及特色农业为基石，引领农业

生产向更为生态友好、可持续的方向转变。我们应当激励农民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和方式，尽量减少农药

和化肥的使用，从而提升农产品的质量，确保其安全性。此外，我们要充分利用乡村社区的天然景观、

生物多样性以及文化资源，将这些宝贵的资源融入到生态旅游业中。我们可以开发一些生态旅游项目，

比如徒步旅行、自行车旅行、生态观光以及农家乐等，这些都能让游客深入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大自然

的魅力，同时也能为农民开辟更多的收入来源。最后，我们要做好乡村社区生态产品的加工与销售工作。

对于农产品和乡村特色产品，我们需要进行适当的加工和包装，打造出属于我们的生态和有机产品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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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时，我们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销售网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推广我们的产品，

以此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3. 创新温州乡村生态文化 

首先，我们应当珍视和弘扬乡村的生态文化传统。深入挖掘乡村社区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知识，特别

是那些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元素，如农耕文化、山水文化以及各种生态传统习俗。通过举办相关的文

化活动，如民间舞蹈表演、生态艺术展览等，让居民更加了解和参与生态文化的传承。其次，生态教育

和宣传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定期举办生态讲座、研讨会和培训班，向乡村居民普及环境知识和生态

保护技能，提升他们的生态意识和责任感。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如社交媒体、宣传栏等，持续传播生态

文化理念和乡村社区的生态成果。另外，我们还应鼓励艺术家和创意人才在乡村开展生态艺术和文化创

新。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的内涵，还能通过艺术的形式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乡村生态文化的建设。

通过举办生态艺术展览、音乐会等活动，展示乡村的生态之美，同时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文化体验。

此外，组织多样化的生态文化活动和节庆也是增强乡村生态文化活力的重要手段。比如，举办生态农业

展示会、野外徒步活动或者农耕体验活动等，这些活动可以增强居民对自然的了解和亲近感，同时也能

吸引外来游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最后，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是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和提升居民收入的

有效途径。支持乡村社区发展与生态文化相关的产业，如有机农业、生态旅游、手工艺品制作等。这样

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提升乡村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当然，我们需要清晰认识的是，温州乡村社区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社区全体参与和共享的过程。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鼓励乡村居民参与生态文化的建设，这样可以增强他们

的环保意识和生态责任感。具体来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和生态文化活动，如植树活动、环境

清理、生态志愿者等，让居民们亲身参与进来。同时，建立社区共享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让居

民们共享生态文化资源和成果，进一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在学校教育

和社区教育中加强生态文化的教育和培养，让下一代从小就养成良好的生态意识和行为习惯。当然，生

态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教育和活动，还需要注重传承和弘扬。通过举办生态文化活动和节庆、培育生态艺

术和文化创意、推动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等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生态文化。此外，政府的支

持、企业的参与和社会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政

策支持。企业可以参与到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来，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社会组织则可以组织

和推动生态文化活动，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最后，乡村社区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建设是一个持续推进和

完善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加强跨部门、跨行业的合作与协调，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的局面。同时，加

强监督和评估也是确保生态文化建设可持续性的关键。乡村社区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和参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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