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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江苏苏州平江老街，水巷幽
深，琴声悠然，清净的河水从两岸的老
宅间从容淌过。梦中的江南水乡大抵就
是这副模样。外乡人对苏州、无锡一带
常心心念念，很多是因为迷恋水带给那
里的温柔灵动气息。

水是流进城市骨子里的灵魂。然
而，曾几何时，因水而兴的苏州、无锡
却为水伤神。住在平江河边 30 多年的朱
红梅说，前几年每到夏天，河水又黑又
臭，居民不敢开窗，游客不敢来玩。近
年来，经过不断治理，平江河又恢复了
梦中的模样。

水由清而污，又由污而治，苏州、
无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在全社
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一
座城市该以怎样的决心和智慧化解不期
而至的水和环境危机？城市的发展理念
和用水模式如何转型？作为全国水生态
文明试点城市，苏州、无锡市希望能分
享自己的经验。

制度保障
治水护水行动见实效

“ 我 关 注 了 不 久 前 出 台 的 ‘ 水 十
条’，国家对水的问题越来越重视。”无
锡市民彭晓明说，作为水乡人，他有个

“水情结”，特别是无锡遭遇过太湖蓝藻
事件后，他更体会到水的珍贵。

水，关系一座城的发展，关系一方
百姓的生活质量。然而，在城市快速发
展的今天，我国却越来越面临着水资源
严重短缺、水环境急剧恶化的严峻挑
战。总体来说，很多城市不但缺水，而
且面临水质污染的问题，水资源供需矛
盾十分突出。

无锡虽然不缺水，但缺好水。作为
土生土长的无锡人，彭晓明感觉到这几
年无锡的水环境在慢慢变好。

“从某种程度上，无锡要‘感谢’蓝
藻事件。”无锡市水利局水资源处处长张
文斌说，危机唤起了全社会的重视和治
理的决心，治水、护水意识的强化让行
动变得更加容易。

“领导重视，就是抓住管理的源头、
责任的源头、治污的源头。”无锡在全国
率先推出“河长制”，让各级党政负责人
担任“河长”这个特殊职务，1000 多条
河流全部落实具体责任人，负责沟通水
系、拓浚河道、清除淤泥等综合治理
事务。

改变上至领导，下至百姓。彭晓明
说，现在他不光会约束自己和家人的用
水行为，碰到陌生人向湖里、河道扔垃
圾等不文明行为还会主动制止。

和无锡相邻的苏州拥有三分之二的
太湖面积，蓝藻事件同样给苏州敲响了
警钟。苏州市水利局副局长夏坚说，他
们现在越发意识到：治好水就是最大的
政治，用好水就是最大的经济。

自上而下的治水，需要制度作保
障。这几年，苏州加快探索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制定考核评分细则，将考
核结果作为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评价的重要依据。

“水利、环保等多部门形成了良性互
动的合作机制。”夏坚举例说，水利部门
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违法排污行为，涉

及环保部门职责范围的，会以书面形式
告知环保部门，环保部门组织查处后再
以书面形式反馈给水利部门，形成齐抓
共管的局面。“治水是苏州的大事，不是
某一个部门的事，多部门合作是我们的
常态，形成合力才能把事办好。”夏坚
说。

腾笼换鸟
为绿色产业留出空间

在苏州工业园区，一家名为中新
环 技 的 公 司 并 不 显 眼 。 走 进 厂 房 发
现，这里密布着管道和精密仪器。“我
们 是 为 园 区 一 家 外 资 企 业 配 套 兴 建
的，专门负责这家企业的工业废水处
理 。” 厂 长 谢 剑 峰 说 ， 每 天 大 约 有
1200 吨经过处理后的污水回用到企业
的冷却塔等环节，其余处理后的污水
虽然已经超过排放标准，也会进入市
污水处理厂再次处理后排放。夏坚介
绍，为了水环境的健康，苏州市对入
河纳污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水危机的出现，让人们深刻反思：
问题出在水里，根子却在岸上。为此，
苏州、无锡强化了自我约束，并抓住契
机加快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探索。

对于存量企业，苏州市要求其进行
污水处理、节水等技术改造，对仍不能
达标的企业，采取坚决淘汰的态度。夏
坚介绍，苏州开展专项行动计划，从
2014 年起用 3 年时间淘汰 2000 家落后
产 能 ， 2014 年 已 关 停 和 淘 汰 企 业
600家。

削减存量污染，为的是腾出空间和
资源发展绿色产业，确保经济发展“不
失速”。苏州人称这为“腾笼换鸟”，如
今，微电子、生物医药、物联网等新兴

产业在此落地生根，成功实现了产业结
构的调整升级。

“以前热火朝天搞乡镇经济，干部满
脑子里都是工业，现在基于考核重心的
调整、环境倒逼的压力，大家把水作为
发展的立足点，利用淘汰落后产能和产
业转型升级的机会，推动经济第三次跨
越。”苏州一位乡镇干部深有感触地说。

流水不腐
源头控污清水进城

“佳丽江山到处同，惟有石湖乃称
最”，石湖曾经以碧水青山的田园风光而
闻名苏州。然而，近年来，受京杭运河
来水的影响，石湖的水体浑浊，泥沙含
量高，还时常暴发蓝藻，整体水质较
差。为了恢复石湖往昔的神采，苏州水
利部门仔细研究制定方案。“一方面，通
过控导工程等联合调度，引东太湖清水
进入石湖，并向周边 40 平方公里区域的
河道供水；另一方面，疏浚石湖周边河
道，对石湖周边控源截污。”石湖调水引
流工程管理所所长李定成介绍，双管齐
下的措施终于让石湖重现往日风光。

苏州拥有大小湖泊 384 个，各级河
道 2 万多条，水网密布，纵横交错。要
把变浑的水恢复原样，让清水贯穿水网
并不容易。夏坚说，这需要科学规划，
创新思路，采取综合措施。

如朱红梅所回忆，几年前的平江河
又黑又臭，蚊虫滋生。这是因为水体缺
乏流动，难以自净。所谓流水不腐，要
改善整个城区水质，就要让水动起来。
为此，苏州水利部门设计实施了“活水
工程”。首先让太湖的清水进城，再在阊
门堰、娄门堰等地，通过橡胶坝，人为
造成南北水位 1 米落差，让全城河水流

动起来，每 24 小时自动换水一次。经检
测，COD、氨氮等河道水质指标明显
改善。

自流换水实现治标，还需要控污实
现治本。“城市本身就是大的污染源，每
天会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夏坚说，为
了遏制生活污水对水体的破坏，苏州已
累计投资近 30 亿元，建设污水主管网
1000 多 公 里 、 配 套 收 集 管 道 9893 公
里，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7%。“像平江
老街这样老房子聚集的地方，改造管网
的成本很高，但我们不惜投入要确保污
水支管到户。”

位于苏州高新区的长巷村紧邻太
湖，村支部书记仇永康告诉记者，以前
村里有很多化粪池，生活污水不经处理
就直接排进小河道，最后流入太湖，污
染环境。2012 年，村里建成小型污水处
理站，彻底解决了污水乱排的问题。夏
坚介绍，这几年，苏州把治理重心向基
础薄弱的农村地区延伸，目前已完成
2630 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服务
农户约 33万户。

夏坚表示，在水问题上，苏州吃过
一些苦头，买过一些教训。近年来，苏
州把治水工作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他也坦言，水环
境、水生态问题由来已久，很难在短时
间内一蹴而就。“要有决心、有措施，不
能好高骛远，水生态文明建设会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从低到高，循环往复。”

再现梦中江南水乡
—— 苏 南 水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调 研

本报记者 张 雪

迈向生态文

明，建设美丽中

国，是党的十八

大提出的战略任

务和目标。5月5

日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把构建生态文明重大制度作为突破口，

凸显了建立长效机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基础地位；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

中，通过制度建设重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

系，投资自然资本，改善环境质量，实现可持

续发展，既是打赢防治污染的攻坚战、更是

建设生态文明持久战的必然选择。

用制度创新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以法律法规为基础，推进深化改革和创

新。利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就是要通过

顶层设计，从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体制机

制以及重大制度安排入手进行总体部署，

使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法律化、制度化的轨

道。要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修改现行

法律，研究制定各项缺位的法律法规，加强

法律之间的协调性。

建立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制度，为发展

行为划出“底线”。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要

求，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科学划定

生态红线，合理开发、保护和修复耕地、河

湖等各类资源的生态功能。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

制制度，为依法开发和保护奠定基础。改

变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权责不明

的现状，必须根据自然资源多重属性和多

样化特征，通过比较广泛的地方试点示范，

逐步修改完善现行法律有关国有和集体所

有资源的产权制度规定，分类建立反映各

类自然资源特点的资产所有权体系。要明

确各类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及保护的边界，

根据不同资源类别，实行资源的分类用途

管制，充分发挥和综合平衡资源的经济和

生态属性，使自然资源得以节约使用、生态

破坏行为得以有效控制、生态系统得以全

面修复。

完善经济政策和推行市场化机制，促

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降低环境保护成本。

要充分利用价格、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及

合理组合，推进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应对

气候变化。加快建立和实施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环境税收体系。进一

步改革和完善环保事业的特许经营制度和

特许保护制度，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不断提高市场机制的效力。

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统一监

管执法能力。根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总体

布局，全面深化生态环境行政体制和监管

执法改革，增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的独立

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建立“职责独立、机

构独立、程序独立”的国家生态环境监管机

构，完善区域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和能力建

设。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充实基层环境监

管执法队伍力量，强化执法能力和财政经

费保障。

改革考核评价机制，健全政绩考核和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将资源消耗、环境损

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

指标纳入经济社会评价体系，加大资源环

境绩效和质量指标的考核权重，并强化考

核结果运用与责任追究。编制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

和环境责任离任审计。建立责任追究制

度，明确责任主体、责任目标和责任范围。

建立分档分级的责任追究机制，对履职不

力、监管不严、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

严格追究监管责任；对违背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要记录在

案，不得转任重要职务或提拔使用，实行严

格的终身追责，已经调离的也要问责；对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涉嫌犯罪

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鼓励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建立生态文

明治理体系。建立信息公开和公共参与制

度，明确有序参与的程序，鼓励和规范公众

参与行为。同时，不断完善第三方评估制

度，提高资源环境决策的参与度和生态文

明建设行动的科学性。（作者为中国科学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用制度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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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湖南泸
溪县白羊溪乡云上村石
漠化造林点，头晚的一
场 阵 雨 将 土 地 浇 得 湿
透。年前种植的杉树、
枫 香 刚 刚 吐 出 翠 绿 新
芽，经过雨水的洗礼，

显得格外精神饱满。吃过早饭，太阳才刚刚露出脸
来，村民覃明宋就迫不及待地在自家承包的山上忙
开了。

石漠化是土地荒漠化的形式之一，是岩溶地区生
态恶化的顶级形态，号称“地球癌症”。据 2011年湖
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监测结果显示：泸溪县石漠化面
积共有 21700 公顷，分布在 10 个乡镇，石漠化土地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3.9%。从 2012 年开始，泸溪
被纳入全省石漠化综合治理重点县，投入资金近
2000 万元，通过 3 年时间对石漠化土地进行集中
治理。

近年来，泸溪已在锡瓦河、辛女溪、天门溪、能
溪河、沱江等 5 个小流域 8 个乡镇 125.7 平方公里的
石漠化区域实施了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林草植被恢
复工程。购置饲草机械、新建青贮窖等草食畜牧业发
展工程和新建排灌沟渠、蓄水池、拦砂坝等小型水利
水保工程，惠及人口 5.13 万人，650.9 公顷裸露石山
重披绿装，森林覆盖率提高 2.32 个百分点。治理中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在林草植被恢
复方面采取封、管、造的治理模式，对石漠化严重的
灌木林、疏林地区域实行封山育林，进行强封严管，
减少人为干扰；对宜林荒山、荒地采取人工造林或补
种补植，选用适宜在石漠化地区生长的树种进行造
林，恢复植被，遏制水土流失和石漠化扩展。通过造
林、封育措施，昔日嶙峋的石山如今已被一簇簇、一
团团的绿色包围、覆盖。

“春上头雨水多，茅草比树苗长得快，杂草不砍
会妨碍苗子的长势。”老覃一边忙着清理杉树旁的杂
草，一边介绍自己的种树心得。去年以来，覃明宋
在自家的 20 多亩山上种下了杉树、枫香。看到往日
荒芜的石山上自己亲手栽下的树苗从石缝中迸出绿
芽，老覃说不出的高兴，“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片山
将变成一所绿色银行。”

类似老覃这样受惠于石漠化造林收益的农户，仅
云上村就有 80 多户。全县石漠化治理，去冬今春通
过植被恢复措施，完成新造林及封山造林 7500 亩，
惠及解放岩、小章、白羊溪等乡镇的 5 个边远贫困
村，受益人口超过 1.2万人。

湖南泸溪县综合治理石漠化——

石头缝里播新绿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王 芳

泸溪县白沙镇千山红水库边的石漠化治理造林

点，嶙峋的山石如今已被一簇簇、一团团绿色包围、覆

盖。昔日的荒山变成了满目苍翠的山林。 王 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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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①苏州高新区长巷村的污水处理站。②中新环技公司是为另一家外资企业配套兴建的，专门负责工业废水处

理。③苏州水利部门设计实施的“活水工程”。④经过治理的蠡湖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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