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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处于长江经济带和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
叠加区、交汇点，肩负着“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

近年来，苏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国家、
省、市“水十条”相关要求，全面深化河
湖长制改革，首创“联合河长制”，水污
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成效，实现了太
湖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凸显了绿色发展的强劲动力，为沪苏
浙交界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

“苏州方案”。

溯本清源守牢水质底线

水是苏州的灵魂，苏州拥有 150
多公里长江岸线，三分之二太湖水域
面积，太湖作为苏州的“母亲湖”，与苏
州的水环境紧密相联。全面提升太湖
流域水环境，对于提升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以来，苏州共实施太湖
流 域 重 点 项 目 449 个 ，投 资 226.9 亿
元，综合推进工业、城乡生活、农业农
村、船舶交通等污染治理。完成对太
湖岸线周边规定范围内的 1805 个排
污口全面排查工作。严格落实太湖地
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
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推进太湖
流域重点工业行业及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 69家。

入河（湖）排污口是衔接水陆的关
键节点，是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最后一
道“闸口”。“闸口”管理得好不好，直接
关系到长江、太湖的水环境质量和生
态环境安全。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
治，是从源头推动污染治理。

从去年起，根据生态环境部及省、
市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牵头组织开展全市长江、太湖
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先后
召开了全市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监测溯源启动会，制定印发
了《苏州市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核查溯源工作方案》和《苏州
市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监测工作方案》，紧紧围绕目标任务持
续抓好质量管控。

今年 3 月 1 日，江苏省“十四五”规
划纲要正式公布，作为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支持苏州建设
太湖生态岛”被纳入规划。同一天，苏
州市吴中区重磅发布《太湖生态岛发
展规划思路》，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
生态岛的中国样本”愿景，为吴中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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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岛建成“太湖生态岛”描绘出
未来模样。4 月 25 日，江苏省苏
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苏州市太湖
生态岛条例》，提出将太湖生态岛
建设成为低碳、美丽、富裕、文明、
和谐的生态示范岛。这是苏州首
次以立法形式保护太湖岛屿的生
态，在江苏省内也是先例。

深化跨界水体联合防控

保护水生态、提升水品质、做
好水文章，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探索“生态友好型高质量
发展”新模式的切入口，为擦亮生
态底色，示范区将串起一条由苏
州吴江、上海青浦、浙江嘉善组成
的“蓝色珠链”。

三地多片湖、港、荡、漾组成
的“水链”以水为脉，不断构建林
田共生、城绿相依的自然格局，
为 长 三 角 践 行“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理 念 探 索 路 径 和 提
供示范。

作为“蓝色珠链”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苏州市吴江区积极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展现魅
力特质、擦亮生态底色。吴江区
结合“蓝色珠链”建设，深入实施
太浦河“蓝带计划”，推进太浦河、
淀山湖、元荡、汾湖“一河三湖”周
边及沿岸地区综合整治，打造“水
乡客厅”和“最美太湖岸线”。

眼下，太浦河畔的汾湖湾村
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
从来没想过，家门口能有生态公
园 ，还 可 以 去 太 浦 河 边 看 看 景
色。”久居汾湖湾村的村民徐大爷

表示，上世纪 90 年代初，汾湖湾
村太浦河北侧有 2 个船厂，附近
还 有 面 积 不 小 的 违 章 建 筑 ，工
厂 生 产 、违 建 住 户 带 来 的 环 境
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产、生活
中 污 水 随 意 排 放 ，周 边 区 域 环
境 脏 乱 差 ，严 重 影 响 河 湖 水 质
及岸线环境。

现在，吴江区汾湖高新区已
根据河湖“两违”“四乱”专项整治
行动要求，结合“散乱污”治理、淘
汰落后产能等工作，积极落实整
治拆除，消除了污染源，有力促进
太浦河绿色生态廊道建设。

苏州经济总量大、资源约束
紧。近年来，苏州把整治“散乱
污”企业（作坊）作为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的关键所在，以环境整治
倒逼“散乱污”企业转型升级。整
治中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
到整治提升与依法关停相结合，
坚决防范“一刀切”，对能提升规
范的企业加以服务引导，形成亮
丽的“苏州样本”。目前累计整治
5.35 万家，其中整治提升 2.01 万
家、依法关停 3.34 万家，腾出发展
空间 7.8 万亩。解决了一批长期
困扰群众的河道黑臭、环境脏乱
差、废气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促
进环境质量再上台阶，为高质量
腾挪空间。

下一步，苏州将坚持系统治
理思维，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实践
指南，正向协同发力，推进区域协
作机制再提升，为水美长三角助
力添彩，为区域高质量绿色创新
发展作出苏州贡献。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供稿

金鸡湖“水”卫士。

在全国率先建立用车大户门禁监
控系统平台，实现全国车辆信息数据
共享；全省率先采用高分辨率卫星定
位工地、裸土、储罐等各类涉气污染
源，逐一建档、整改、销号；全国创新出
台夏季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自主减
排指导意见，实现企业差别化管控；全
省率先在乡镇（街道）一级布设降尘监
测罐，实现降尘监测全覆盖；全省率先
专项制定工业炉窑、储罐废气治理推
荐 技 术 ，指 导 帮 扶 企 业 提 高 治 理 成
效……近年来，苏州勇于先行先试，创
新探索出一批全国、全省领先的大气
污染治理新方法、新举措、新思路，治
气“连环招”，招招让苏州“气质”进一
步提优。

值得关注的是，苏州聚焦清洁原
料替代领域，通过主办“减污降碳、源
头防治”“清洁原料替代”主题活动，搭
建行业协会与企业对接平台桥梁，加
快推动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汽车维修
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溶剂的替代工
作，探寻改善环境质量的新路径，惠及
全市 1000 多家企业，对于提升企业治
理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通过
建立 VOCs 清洁原料替代定期调度机
制，安排专人对辖区内清洁原料替代
情况开展常态跟踪，及时掌握工作进
展，督促企业加快整治。

今年 3 月，苏州市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局出台了《“服务企业绿色发

展 促 进 环 境 持 续 改 善 ”实 施 方 案
（2021 年 度）》（简 称“ 绿 色 助 企 十 四
条”），致力于通过建立精准帮扶新模
式，多措并举帮扶企业，进一步增强主
体责任意识，主动作为、实效治污，促
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与企业绿色稳健
发展相得益彰。

苏州经济总量大、人口密度高，产
业结构复杂，大气污染复合型特征明
显，在强化推进“减煤、治污、控车、压
尘、禁燃”等重点举措，连续多年大气
环境质量持续大幅改善后，目前大气
环 境 治 理 已 进 入“ 爬 坡 过 坎 的 瓶 颈
期”。

“面对生态环境保护发生的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苏州生态环
境保护铁军要持续发挥主力军作用，
始终忠诚担当，坚持以人民为本，着力
改善环境质量。”正如苏州市生态环境
局党组书记、局长毛元龙所说，改善环
境质量，生态环保人重任在肩。苏州
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严格落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总要求，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为苏州打造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
现代化“最美窗口”奠定更加坚实的生
态环境基础。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供稿

高位推动、精准管控，探索大气污染治理新方法、新举措

治气治气““连环招连环招””提提优增靓共守优增靓共守““苏州蓝苏州蓝””
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是人人向往的好风景。这样的“美图”赏心悦目，令人心旷

神怡，近年来常常出现在苏州人的微信朋友圈中。
蓝天白云与空气清新是“好拍档”，有监测数据为证。今年1-10月，苏州PM2.5浓

度为25.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7.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4.5%，同比上升
0.6个百分点，降尘量为2.4吨/月·平方公里。臭氧浓度均值为169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0.6%。对于这样的日子，苏州人有一个昵称：“苏州蓝”。

近年来，苏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以PM2.5浓度、重污染天数“双下降”，优良天数比例、群众满意度
“两上升”为总体目标，紧紧围绕“压煤、减污、治车、抑尘、禁燃”等关键环节，系统、精
准、科学、协同治气，在GDP持续增长并突破2万亿大关的前提下，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苏州PM2.5年均浓度从2015年的58微克/立方米下降
到了2020年的33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从2015年的66.9%上升到
了2020年的84.4%，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空气质量改善互促并进。这是苏州蓝
天保卫战交出的提气答卷。

近年来，江苏省苏州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蓝天保卫战，坚持高位推动，统筹
推进大气环境治理工作。市委书记、市
长靠前指挥，建立分级别、多形式会商机
制，通过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市大
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组等平台，每年安
排专题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工业、机动
车、扬尘等涉气重点难点问题，打通了治
理瓶颈。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苏州在优化产业布局下足功夫，
通过实施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
全市关闭退出 134 家、异地迁建 12 家、整
治提升 355 家，取消化工园区定位 1 个，
保留化工园区 8 个、化工集中区 1 个。实
施钢铁行业压减，沙钢集团和永钢集团
共 2 台 50 吨转炉实施封停，苏钢集团完
成关停。

在淘汰落后产能上，苏州的一批轻
工、纺织、印染、电镀、机械等低端低效产
能逐步退出。开展中（工）频炉使用企业专
项整治，推动铸造行业转型升级。持续打
击取缔“地条钢”，严防死灰复燃。全市累
计淘汰低端低效产能企业 3500 余家。

调整能源结构，削减燃煤污染，是改
善苏州大气环境质量的关键性举措。

苏州深挖工业污染减排潜力，累计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项目超 2 万项，
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市电力、钢铁行业
全面达到超低排放水平，实施 VOCs 治
理项目超 5000 家，减排量超 4 万吨，整治
淘汰燃煤锅炉 4300 余台，大幅降低燃煤
污染贡献。

完善制度，落实治理责任，苏州通过
建立国、省控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点位长
制度，明确点位长治气职责，制定《苏州
市乡镇（街道）空气质量排名及考核办法

（试行）》，压实街镇责任，建立乡镇（街
道）空气环境点位长直通机制，及时预
警、提醒乡镇（街道）点位长履职尽责。
出台乡镇（街道）空气质量排名补偿指导
意见，实施奖优罚劣。

此外，强化督查督办，印发《苏州市
保障秋冬季空气质量专项督查工作方
案》，建立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
机制，市纪委监委、市政府督查室、市攻
坚办、市大气办全程介入，秋冬季和重大
活动期间联合开展综合督查。

高位推动打通治理瓶颈

注重分行业、系统全面推进扬尘治
理。苏州市政府专门出台工地扬尘防治
若干意见，明确高标准治理要求，连续开
展三轮“散乱污”整治，关停整治涉尘等
各类“散乱污”企业 5.35 万家，数量居全
国首位。

精准管控至关重要。苏州市生态环
境局通过建立大气专项督查机制，市纪
委监委、市政府督查室、市攻坚办、市大
气办全程介入，重点紧盯工地、道路扬尘
污染源，推动履职尽责。重点区域以施
工、道路扬尘控制、生活源治理为主要抓
手，涌现出一大批示范亮点。例如姑苏
区、工业园区全面配备雾炮、喷淋、冲洗
等设施，小街小巷全部加设小微洗尘设
施，实现了抑尘能力全覆盖。吴中区、相
城区、工业园区中心城区全面实行柴油
车全天候禁行，渣土抛洒滴漏、道路起尘
问题明显改观。姑苏区全域商住两用楼全
面禁止餐饮项目，从源头控制餐饮油烟。

此 外 ，苏 州 还 引 进 了 不 少“ 黑 科
技”。今年，苏州市第一批“洒水路灯”在
相城区开始试点工作。这些路灯采用

“高压微雾降尘系统”这项防霾降尘的重
要“黑科技”，整个系统在运作过程中只
消耗电和水，通过利用雾化效果，水雾能
够达到 PM2.5、PM10 微米级，可以捕捉到
空气中的细小颗粒。尤其在沙尘天气

里，飘浮在空气中的水颗粒可以浸润吸
附尘土颗粒，更好地达到降尘抑尘的效
果。

与传统雾炮车、洒水车等抑尘设备
相 比 ，高 压 微 雾 降 尘 系 统 可 节 约 用 水
60%左右，具有效率高、覆盖面积广、维
护简单、节省人力成本等优点，成为苏州
降尘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此 外 ，施 工 扬 尘 也 是 重 点 监 管 对
象。各地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治理模
式，持续推动空气质量大幅改善。施工
工地均严格设置 4 米以上高围挡、加密防
尘网、大喷淋系统等高标准扬尘防治措
施，区域降尘大幅削减。工业园区建立

“人工+无人机+视频监控”高效监管模
式，强化日常巡查，提升工作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帮助各板块的
企业节能减排，助力绿色发展，市大气办
近日制定了《苏州市乡镇（街道）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管家驻点服务试点工作方
案》，在全省首推这项工作。通过委托第
三方单位开展乡镇 VOCs（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管家驻点服务，有效弥补了基层
属地环境监管力量的不足，对企业全过
程、常态化评估指导，切实提升了区域
VOCs 管理水平，为大气污染物持续削
减，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升奠定了扎实
基础。

降尘给力多重措施并进

探寻改善大气新路径

烈日下环保人勇攀“高峰”。

苏州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