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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论文基于培养理论关注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

和实践路径，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对城镇化建设的时代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以黔西南州万峰湖为例，阐述万峰湖的治污现状，

为今后的生态建设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参考。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theory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Taking Wanfeng Lake in Qianxinan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nfeng Lake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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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全球环境越发恶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议

题。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各国放在发展战略上，中国将生态文

明建设写入党章战略，贵州作为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试验区

之一，守住生态保护红线，保护和恢复生态是目前生态建设

的方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

标。论文以贵州省黔西南州万峰湖为研究对象，从新媒体视

角并与相关理论结合探讨，为生态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2 概念及万峰湖现状
2.1 万峰湖现状

中国万峰湖流经滇黔桂三省，也是国家的重点水电工

程，位居全国五大淡水湖之列。水位海拔 780m，水面积

176km²，最大库容 102.6 亿 m³，是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

的水上黄金运输线、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能源基地，也

是珠江三角洲以及珠三角经济区重要的水源供给地。

万峰湖的治理第三阶段（2016 年以来）按照中国水质

的评价标准，2016 年万峰湖水质为 II 类，2017 年达到Ⅲ类，

已呈下降趋。进入 2018 年万峰湖的水质出现了严重超标的

现象，连续 3 个月出现超标的情况，总体水质的类别从Ⅲ类

下降为Ⅳ类，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2.2 培养理论
培养理论又称为培养分析、函化理论，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在社会，大众媒介对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

现实世界发挥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人们的行为选择 [1]。

3 万峰湖发展现状

3.1 环保意识薄弱
自古以来，人类就是“沿河而居”，河流对人类而言是

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人们对化工品的

依赖程度呈现剧烈上升的趋势，万峰湖区域矿产资源丰富，

化肥厂、电冶厂、化工厂等较多，湖区周边经济发展原因，

周边环保宣传及规制意识不强，工厂排放物设施不完善，万

峰湖沿湖乡（镇）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处理设施严重滞

后，缺少垃圾收集站、垃圾收运车辆 [2]，随雨水流至湖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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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水资源影响甚重。据统计，每年万峰湖上游流域的工厂

以及居民排放的污染水量可达 230 余万吨，导致 2016 年以

来取缔网箱养鱼以“以天养鱼、以鱼净水”的见效缓慢甚至

2018 年有 3 个月出现了严重的污染现象，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

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 在黔西

南州兴义市农贸市场原生态鱼等海鲜类的广告招牌，如兴义

市老城区丰源市场（丰盛市场）里的海鲜产品广告语主要是

万峰湖原生态海鲜，据走访该市场发现，万峰湖自 2016 年

以后进入兴义市的海鲜产品大都是广西、广东人工饲养的海

产品，原生态海产品已经名存实亡。

在旅游业方面，每年在湖区举行的活动也日益增多，导

致湖区水质、环境没有得到恢复，这是消费生态文化，是指

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反映在物质

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它有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

也有颓废落后的消费文化。”[4] 从目前文化的消费来看是颓

废的、落后的，文化的消费以消费文化的原真性为代价的消

极文化。

3.2 制度和技术缺乏联动性
万峰湖流域流经三省，管理交叉，政策不一，是万峰湖

的特殊性之处也是治理的难点。万峰湖涉及面广，专业人员

专业技能不高，按照“一河一长、条块结合、分片包干”原则，

流经的 21 个乡镇。流域居民的垃圾排放导致湖区环境恶劣

的一个原因，湖区的管理和治理需要专业技术，分配到村镇

居民，因信息接收的不对等甚至误解也是有可能，会因知识

水平的限制，不了解生态保护的时代价值和时代趋势。传播

学者蒂奇诺等人 1970 年提出的“知识沟假说”，社会地位

高低决定信息的获取，新媒体蓬勃的时代，会拉大两者的差

距。黔西南州采用大数据技术监测、云技术等新技术来治污，

取得一定的成果，广西、云南这两省在技术方面是空缺的，

导致万峰湖流域无法实现全流域新技术应用。

4 新媒体时代生态文明的传播
4.1 生态文明建设符号化

生态是我们给与自然界的定义，它是世间万物体系之间

的统称，也是我们生存的第一环境。在新媒体时代下我们接

触自然来自媒体的“拟态环境”，也称为“信息环境”[5]，

制作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让用户感知并作相应行

为。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长期向用户传播生态文明的思想及

其意义，让用户潜移默化的有生态文明概念，在新媒体信息

的及时性和海量性，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需要更长的时间，

是格伯纳的“培养理论”的特点之处。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消费社会里人们大谈

特谈健康权、空间权、健美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6]

随着生活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对于

环境更加关注，将生态文明符号化为健康、美好、幸福的意

义，万峰湖水的碧绿代表着当地生态环境甚至当地居民生活

幸福，形成健康、绿色的品牌，吸引更多的都市游客，一是

提高居民们的环保意识，二是促进旅游发展，提高当地居民

的收入。

4.2 生态文明建设技术化
万峰湖是黔西南州发展生态城市等一系列生态项目的风

帆，近两年黔西南州应用大数据、云技术等新技术在治理万

峰湖取得了成就。在新媒体蓬发环境中，更好地利用大数据

进行精准的用户画像，向当地用户传播技术生态与健康生态

的意义；在时间上要进行长期传播，在地点上，以阶梯式传

播，从万峰湖周围的居民进行传播，区域传播即村内传播、

社区传播。

生态思想的构建是日常化的、长期的，万峰湖的治理中，

媒体起到传达政府官方的思想也要引导当地村民的参与，需

要利用新媒体短视频、社交媒体等进行生态文明思想的植

入，加强生态保护的意识，利用 VR（虚拟现实）技术虚拟

万峰湖湖区水生物的环境污染，让当地村民以第一人称的视

角去亲身体验、临场体验环境恶化的生存环境和健康的生态

环境。以技术为主题的视频制作通过智能推送到周边村民手

机，加大生态知识的传播需要技术的加持，技术联动和技术

下沉是目前欠发达地区的治理短板，加强技术的下沉对城市

发展意义重大。

5 结语
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且日常化的，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完

成，万峰湖涉及面广且本人搜集的文献有限，导致文章存在

一定的不足。万峰湖涉及面广，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治理，我

们要抓住用户群体的注意力，利用短视频、社交平台进行生

态思想的传播。在万峰湖治理工作中，加强当地人生态保护

意识，会大大加快万峰湖治理向好的进程，携手共创美好、

健康的万峰湖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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