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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雷茂盛

蓝藻之于太湖，曾是流域各城市

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忧伤。作为长江流

域的重要湖泊，太湖水治理更是今年

全国两会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代表团议

论最多的热词。

2007年之于江苏省，是记忆中一

个难以忘却的标志性年份。这一年，

太湖蓝藻事件爆发，这一场突如其来

的水污染危机，促使拥有太湖湖体水

域管辖权的江苏省，自此开启与太湖

流域污染长达12年的死磕。

连续12年铁腕治污，科学治理太

湖（以下简称治太），歌曲《太湖美》中，

那句“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唱词

所表达的意境，得以重现。

日前，记者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

访团一行深入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

三市，就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本等方

面的话题进行了深度采访。

流域 11年未现大面积
湖泛且经济增长225%

据了解，太湖作为全国第三大淡

水湖，涵盖苏锡常全部行政区域，以及

南京市的高淳、溧水两区部分区域，还

有镇江市的丹徒、丹阳、句容等区域。

太湖流域五市，也是江苏省人口最密

集、城镇化程度最高、产业最集中、经

济最发达的地区，以占江苏省23.1%

的国土面积，承载了江苏省41.9%的

人口，创造了江苏省58.3%的经济总量

和63.3%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而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曾

联手书写了苏南模式这一工业化、城

市化发展样本的太湖流域城市群，虽

经济总量大，但排污总量也大，单位国

土面积污染负荷最重，污染成因最为

复杂，治理难度也最大，水污染物排放

总量仍然超过水环境容量。

如何促使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做好这篇文章，

江苏省以重塑新苏南模式升级版开题，

踏上了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本之旅。

一方面，江苏省健全了应急防控

体系。2018 年，流域关停化工企业

687家，专项整治电镀集中区7个、电镀

企业622家，累计关闭化工企业5000

多家、关停重污染及排放不达标企业

1000余家，腾出了环境容量和土地

空间。

另一方面，江苏省夯实长效治理举

措，通过加强湖泛防控，强化清淤捞藻

（草），太湖累计打捞蓝藻1540万吨、清

淤4110万方，并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为统筹治太与经济社会发展，江

苏省实行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以严

厉的整治手段，严控污染物排放，倒逼

太湖流域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

型转变。并将宜兴市、常州市武进区

确立为江苏两个生态引领区，积极打

造示范样板。

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苏南地区三次产业比重从 2007 年

的 2.2：60.6：37.2 调整为 2018 年的

1.5：47.7：50.8，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占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45%。

通过加大生态城市创建力度，江苏

省去年公布的第一批省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市、区）中，苏南地区占全省

的44%。目前，苏南地区已成为全国

最大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群。

在对采访团进行情况介绍时，江

苏省低调地亮出了成绩单：在太湖流

域重点地区人口、GDP较2007年分别

增长8%和225%的背景下，连续11年

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确保饮用水安

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泛”目标，太

湖湖体水质由2007年的劣Ⅴ改善为

2018年的Ⅳ类。

“当前，太湖‘藻型生境’尚未根本

改变，如遇合适的水文气象条件，暴发

大面积蓝藻，甚至引发湖泛的可能性

依然存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

视员黄志良向采访团记者坦言。

黄志良分析说，太湖作为大型浅

水型湖泊且换水周期较长，承受的水

环境压力远远超过国内其他湖泊。目

前，流域污染排放总量依然超过环境

容量。个别水质指标改善难度增大，

10多年的高强度治理，好做的工作和

工程已经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

骨头”，治太进入了瓶颈期，突出表现

在水质改善的“边际效应”日益凸显，

尤其是总磷问题已成为制约流域水质

改善的最大“短板”。

苏州实现生态环保与经济
发展双赢

采访团一行来到此行首站苏州

市，在位于吴中区的太湖湖滨湿地步

道上穿行，但见湖畔芦苇摇曳，湖面水

波荡漾，一派水清岸绿的景象。

作为名副其实的水乡，苏州市地

处江南水网地区，境内河港交错，湖荡

密布。共有各级河道2万多条、大小

湖泊 394 个，坐拥占总面积 3/4、达

1700多平方公里的太湖水域。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

推进，以及人口的急剧增长、排污总量

的增加，苏州市的水环境面临严峻考验。

为此，苏州市把改善流域水环境

质量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

加强了环境监管执法。

在强化污染源综合治理方面，苏

州市严格工业污染源治理，落实排污

许可“一证式”管理制度；推动企业开

展清洁生产审计和重点行业清洁化改

造，促进企业履行治污主体责任；省级

以上工业集聚区自动在线监控装置均

实现与环保部门联网。严格城乡生活

污染防治，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

治理3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

严格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将4.5万

亩太湖围网全部拆除，开展养殖池塘

标准化改造工作，重点推进太湖沿岸

3公里养殖池塘整治。

据苏州市副市长陆春云透露，

近 3年以来，苏州市共完成关停及实

施低效产能淘汰企业（作坊）3730家；

累计关停化工企业457家，入园进区

率达到65%；累计整治“散乱污”企业

（作坊）46,820 家，其中涉水占比

40.55%；其城镇污水处理能力位居江

苏之首，城市、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97.5%、91%。

与此同时，江苏省积极推进制度

政策创新，构建“苏州市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协同推进平台”，一期建成以水

环境防治为主的信息系统，同时与从

严治党“智慧监督”平台实时对接。

率先出台了《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

推进水源地、湿地等保护，深化水环

境横向补偿机制，全面推行“双向补

偿”制度。

如此高压态势之下，苏州市实现

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

赢”。2018年，苏州市GDP增长6.8%，

总量达1.85万亿元。

无锡在治太综合考核中
蝉联江苏第一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到太湖，首先

就想到无锡市，一提到无锡市，首先想

到的也是太湖。太湖好像是无锡市的

象征，无锡也因为太湖而成为一座别样

的城市，这座城市与这片湖水仿佛融为

一体。

也因此，无锡市成为太湖治理的

主战场。蠡湖作为太湖深入无锡的内

湖，曾经一度是太湖水污染的重灾区。

2002年，无锡市率先启动淡水湖

泊治理实践，对蠡湖先后启动了一系

列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如今，蠡湖重

现碧水蓝天，成为华东最大的开放式

公共景观，赢得多项国际国内大奖，成

为联合国生态示范区和环境可持续发

展教育基地。

2007年，在太湖蓝藻围剿战中，

无锡市首创的一项水环境管理制

度——河长制应运而生，一举打破

“九龙治水”的尴尬窘境。

无锡市最初仅在部分地区进行试

点，一年后得出一个积极的结论：河长

制对解决区域协调很有作用。随后，

河长制在无锡全域推广。

近些年，河长制陆续被全国各地

借鉴。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

制的意见》，由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担任

河长的“河长制”在全国推行。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无锡市积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无锡市委、

市政府连续4年把生态环境保护会议

作为全年第一个全局性会议，市委

书记李小敏、市长黄钦多次赴现场专

题调研督办、协调推进。成立了以市

委书记、市长为“双组长”的生态文明

建设领导小组，各市（县）区、镇（街道）

和各部门（单位）分别建立了自上而下

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在江苏省率

先出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

（试行）》，形成了“横向覆盖、纵向贯

通”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格局和责任

机制。

据无锡市副市长朱爱勋介绍，无

锡市以机构改革为契机，整合原分散

在各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组建

新的生态环境局，统一行使生态环境

监管职责，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更

加顺畅。

在推进控源截污的同时，无锡市

在太湖流域率先出台《关于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无锡太湖保护区的决

定》，将全市域划为太湖保护区。

为强化生态修复，无锡市全面开

展沿太湖500米范围内退耕、退渔、退

居，建设生态防护林和生态绿地，累计

修复28个省级重点湿地工程，修复面

积达5.1万亩。

目前，无锡市已累计建成15座藻

水分离站，日处理能力达到5万吨，累

计打捞蓝藻超过1400万吨；共完成太

湖清淤面积52.52平方公里，清淤量

1800万立方米。

数据显示，3年多来，无锡市共完

成治太重点工程889项，治太工程完

成率名列全省前茅。2018年在江苏

省治太工作综合考核中得分95.25分，

蝉联全省第一。

常州力建高质量工业
明星城市

古城常州，作为太湖水环境圈内

的重要城市，地处太湖上游，拥有7.3公

里太湖岸线和37平方公里太湖水域。

为改善水环境质量，常州市坚持

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推

动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

保护“三水共治”。

“常州市长期坚持考核点评制

度。”常州市副市长许峥介绍说，常州

市委、市政府将水环境整治工程列入

年度重点工程，每年组织召开生态文

明建设大会，每季度召开工作点评会，

每月开展监督检查，注重结果运用，严

格约谈问责，压紧压实各辖市、区和市

各有关部门责任。

2008年以来，常州市共实施治太

项目3211个，总投资超过600亿元。

2019年安全度夏期间，累计出动人员

8873人次、船只2790船次、车辆277

车次，共计打捞蓝藻21.7万吨、生产藻

泥4333吨、打捞水草227吨。2018

年，常州市查处涉水类处罚案件241

件，处罚金额达3332万元。

在强化工业污染治理方面，无锡

市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立健全

空间、总量和项目“三位一体”的环境

准入制度，全面禁止新上不符合产业

政策、布局定位的项目和《江苏省太湖

水污染防治条例》中禁批的项目，全力

助推高质量工业明星城市建设。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常州

市大力淘汰落后产能，2018年完成省

级退出低端低效产能项目12个，淘汰

低端低效产能铸造5.1万吨、电镀3万

吨、印染 2500 万米和纺织 1300 万

米。2017年以来累计关停化工生产

企业 467 家，生产企业数量减少

52.9%，入园率明显提高。开展电镀、

印染行业专项整治，关停印染企业58

家、电镀企业14家，整治提升印染企

业28家、电镀企业2家。

常州市还将太湖一级、二级保护

区均划为禁养区，在江苏省率先出台

市级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规划，深入开

展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针对太湖、

滆湖周边水产养殖和滆湖围网养殖

制定了整治方案，拆除了滆湖9689亩

网围。

下铁的决心，用铁的措施，常州

太湖治水取得阶段性成效。2019年

1月～8月，常州市30个重点太湖考

核断面已全部达标，优Ⅲ比例达到

82.7%，提前完成全年目标；武进港、

太滆运河、漕河桥等3条入湖河道水

质已全部达到Ⅲ类，为“十三五”以来

第一次。

□ 本报记者 雷茂盛

记者日前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

访团在江苏省采访时获悉，为积极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把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作为依法

履职的重要内容，历年来共制定生

态文明类地方性法规高达71部。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城建委

副主任张弛表示，2007年暴发蓝藻

污染饮用水源事件后，江苏省人大

常委会及时启动修法程序，按照标

准最严格、手段最严厉、监控最严密

的要求，修订了1996年制定的《江

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以治理

太湖湖体富营养化、促进太湖水质

根本好转为目标，发布了一系列严

于国家的治理措施。2018年，江苏

省人大常委会根据苏南现代化建设

示范区和推动该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的要求，对条例进行重要修正。通

过设立减量替代制度，推动太湖流

域城市产业转型，为绿色发展腾出

环境容量。

张弛介绍说，江苏省沿江地区

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均占全省的一

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省的80%，是江

苏省经济的核心区域。2004年，江

苏省人大常委会首开我国大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之先河，率先

制定了《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

例》（2018年3月第三次修正），提出

“先规划、后开发，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三先三后的原则，以保

护长江水环境方面的多项特色制度，

制订高于国家规定的地方排放标准、

上下游水质交接和补偿、环境信息公

开、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等，成为我

国流域污染防治立法的新“亮点”。

2017年 9月，江苏省人大常委

会制定了《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

该条例的突出亮点是在全国首次将

河长制写入地方性法规。

近年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始终

把关系江苏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

重大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坚持问题导

向，不断提升法律监督实效。

2018年 9月，江苏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聚焦突出环境问题，依法推动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去

年，江苏省各级政府按照决议要求，

共梳理出突出环境问题2806个，其

中省级清单95个问题中涉水事项占

比近45%。今年 3月，在江苏省两

会后召开的第一次江苏省人大常委

会例会上，江苏省政府报告清单所列

突出问题已按预定目标如期完成整

改13个、正在整改1个，其中涉水问

题就有8个。“决议”已成为江苏省人

大深度介入、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重要抓手。

今年4月～6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水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开

展检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

检查的8个省份之一，江苏省人大常

委会把上下联动开展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作为今年监督工作重中

之重，4月中旬到5月上旬集中开展

了省内自查，分成3个执法检查组，

对全省13个设区市进行了全覆盖，

实地查看137个单位和项目，其中随

机抽查71个点位，查出了87个具体

问题。执法检查过程中，以“七看七

查”为重点，对照法律条款动真碰

硬，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座谈交流与

个别访谈相结合，“官方”检查与第

三方评估相结合，并首次在执法检

查的基础上开展专题询问，形成了

包括124个问题在内的“江苏省水环

境突出问题清单”，取得了实实在在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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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坚持立法优先，历年来共制定生态文明类地方性法规高达71部

无锡市太湖鼋头渚风景区 （无锡市太湖鼋头渚风景区管理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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