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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
水。水上有白帆，水下有红菱；水边芦苇
青，水底鱼虾肥；湖水织出灌溉网，稻香
果香绕湖飞。”一曲《太湖美》，道不尽江
南水乡美。

江南初春，环湖而行。风吹皱一池湖
水，湖畔垂柳吐绿，梅花盛开，烟波浩渺
的太湖风光旖旎。作为中国第三大淡水
湖，太湖水域面积约 2400平方公里，流
域涉及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
事实上，太湖流域用占全国0.4%的国土
面积，贡献了全国GDP的12%至14%。

与太湖相连的，是奔腾的母亲河长
江；与转型升级的长三角相依的，是整
个长江经济带腹地。一场发生在太湖之
滨的深刻变化，正从长三角扩散，沿着
江流延伸到整个长江经济带。

理念之变：

从开发到保护
面对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必须守

住空间、总量、准入三条红线

太湖治理不仅是一场攻坚克难的
治污战役，更是一场经济发展方式的深
刻转变。

“流域生病，无锡吃药。2007 年爆
发的太湖蓝藻危机，是经济无序快速发
展长期累积的结果，是太湖全流域共同
作用的结果。”在江苏省无锡市太湖办
主任顾岗看来，这种切肤之痛，带来的
是无锡发展观念彻底改变。

3 月，无锡马山岛，三五成群的游
人在太湖之畔的“灵山小镇·拈花湾”体
验禅意慢生活。马山岛是深入太湖中的
半岛，坐拥三面临水的太湖风光，无锡
市滨湖区将其结合禅文化打造出一个
度假风情小镇，古朴、精致、淡雅的山水
丛林中，粉墙黛瓦的小镇让更多欣赏湖
光山色的游人留下来。

太湖中的东山岛，同样已经成为苏
州市民休闲旅游的胜地。苏州市吴中区
东山镇西巷村里的“西巷栖居”创意民宿
每到周末一房难求，湖堤漫步、乡居生活
吸引了无数渴望回归自然的城里人。仅
有 75 户村民的西巷村建有高水平的分
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家家户户污水入管
网，没有一滴污水进入太湖。2016年，东
山镇将实现乡村污水处理全覆盖。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理念之变给太
湖带来了深刻变化。

工业发达的无锡，先后投入 590
多亿元治理太湖。无锡实现了“排水用
户全接管、污水管网全覆盖”，累计关
停企业近 3000 家，全面构筑清淤调水
体系，全面开展沿太湖 200 米范围内
退耕、退渔、退居，全面取消环太湖 1
公里核心区的畜禽养殖，全面清除太
湖水域围网养殖，累计修复 28 个重点
湿地⋯⋯“只有还太湖一湖碧波，才能
无愧于大自然对我们的丰厚馈赠。”说
起这些年的太湖治理，江苏省委常委、
无锡市委书记李小敏这样感慨。

坐拥三分之二太湖水域的苏州，
一个太湖沿岸的生态“大客厅”正揭
开 面 纱 ，“2008 年 前 ，东 太 湖 边 是 封

闭经营的农场，湖上还有大量的网箱
养殖，吴江紧靠太湖却难见湖。如今，
人 们 可 以 跟 美 丽 的 东 太 湖 亲 密 接
触。”苏州市吴江区区委书记梁一波
说，吴江将寸金寸地的湖岸线纵深几
百米做成开放式公共生态产品，这里
成为和太湖水系互通、亲和交融、绵
延几十里的巨型亲水绿廊。

苏州正在用“四个百万亩”计划有
效地涵养生态。从 2012 年开始，苏州
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建设优质水稻、
特色水产、高效园艺、生态林地各百万
亩。到 2015 年，“四个百万亩”完成率
达到 100.6%，山水林田湖开始成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大自然休养生息的力
量开始勃发。

经过近 9 年高强度治理，太湖流域
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2015 年，太
湖湖体平均水质从过去的劣五类改善
为四类，富营养状态也改善至轻度。

太湖治理最宝贵的当属“从开发到
保护”的理念之变。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近日表示，面对当前长江流域开发和生
态安全保护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必须
加强流域统筹，守住空间、总量、准入三
条红线。这，也是太湖治理的科学理念。

方法之变：

从治污到转型
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

“一些成为污染源的工厂必须关
闭，一些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淘汰，这是
我们向大自然还账！”太湖周边的城市
行动起来了：围绕减排，加快升级改造，
抓住治水这个龙头，推动企业清洁化改
造；围绕截污，不放过一个死角，监控所
有入湖断面、河网，截住工业污水、生
活污水，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把污染物
控住、截住、管住。

光靠“减”和“截”显然不够。2007
年 至 今 ，太 湖 流 域 人 口 增 加 了 1000
万，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在经济高速增
长的同时，污染的排放、资源的消耗同
样会快速增长。

“太湖水污染，表面在水里，根子
在岸上，源头在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
式之中。”李小敏说，太湖治理取得成

效的根本在于产业结构的改变、发展
方式的转变。

无锡近年来坚持以“智能化、绿色
化、服务化、高端化”为引领，加快构建
以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主
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
系，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的现代产业结构，大幅提高
经济的绿色化程度，大幅降低发展的资
源环境代价，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和规模
工业总能耗逐年下降。2015 年，无锡市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提高了 6.2%，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41.5%。

苏州的压力更大。“苏州有 15 万家
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居全国第
二，聚居了 1300万人口，环境承载已经
达到极限。”苏州市环保局副局长陆振
东说，现实面前，苏州必须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走上绿色发展道路。

变化已经发生。翻开苏州产业地图，
一场由创新引领的变革正徐徐展开。以
纳米技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机器
人、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为代表的高
端新兴产业已成为苏州新的增长动力。
有数据为证：2015 年前三季度，苏州收
获两个标志性的“1万亿”——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制造业领域
新兴产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

“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有什么
样的流域水质”。污染治理要和优化产
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相结合，要从根
本上转变发展方式，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才能防止污染反复。这，是太湖治理
的方法论。

机制之变：

从分治到统筹
治水，要统筹各部门，要统筹全流域

太湖治水，有个“河长制”。江南水
乡水网密布，治湖先要治河。“河长制”
首 创 自 无 锡 ，从 2008 年 开 始 ，无 锡
5000 多条河，每条河都有河长。“河长
制”明确了地方党政领导的职责，最大
限度整合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执行力，弥
补了“多头治水”的不足。如今，“河长
制”已经在江苏多地全面推广。

流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太湖治理

需要的不仅仅是部门间的合作、一条河
的统筹，更需要更广范围内的跨区域合
作。2010 年，包括无锡、苏州、常州、湖
州、嘉兴在内的环太湖五市人大，在无
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联合推
进太湖治理的《无锡宣言》，探索建立跨
区域共同推进治太的平台。2011 年 11
月 1 日，我国首部流域综合性行政法规

《太湖流域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
太湖污染治理从原来的各城市分而治
之转向统筹协调。

“湖泊去营养化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夏季太湖蓝藻可能还会局部出现，
太湖治理不只是治蓝藻，而是要在治
理水污染的同时，恢复太湖生态系统，
这是个生命工程，也是个系统工程，需
要我们平心静气，苏浙沪三省市携手
作为。”无锡市水利局局长王鸿涌说。

苏州有一笔生态账，记录了苏州
人解答保护和发展这一历史命题的
勇气与创新。2010 年 7 月，苏州市委、
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的意见(试行)》，在全国率先全面建
立起生态补偿机制。2014 年 4 月，苏
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苏州市生态补
偿条例》，步入以法律法规形式规范
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用制度保障生
态“守望者”利益的轨道。数据显示，
截 至 2015 年 底 ，苏 州 全 市 累 计 投 入
生态补偿资金 60.78 亿元，103.88 万
亩 水 稻 田 、29.24 万 亩 生 态 公 益 林 、
165 个 湿 地 村 、64 个 水 源 地 村 、8.97
万亩风景名胜区得到了补偿。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联
合印发了《关于加强长江黄金水道环境
污染防控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年，太湖等主要湖泊富营养化得到
控制，并明确将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可以预见，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将对上下游、跨流域合作治水发挥积
极作用。治水，要统筹各部门，要统筹全
流域。这，是太湖治理的创新和探索。

“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
节。”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
年 的 4 月 23 日 定 为“ 世 界 读 书 日 ”。
2006 年，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等部门在我国大力倡导和开展全民
阅读活动。

十年来，书香馥郁，硕果累累。各地
各部门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
民阅读活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深入，“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阅读氛围愈发浓厚，文化
生态得到充分涵养。

“书香中国”引领品牌
阅 读 活 动 蓬 勃 开 展 遍 地
生花

古色古香的空间布置，原汁原味的
诗词歌赋，从古至今的湖湘文化演变传
承⋯⋯全国首家“地铁书院”23 日亮相
长沙溁湾镇地铁站。市民踏入地铁站，
便能感到迎面而来的书卷气息。

把书香带进地铁，是“书香湖南·湘
江阅读季”活动的一大亮点。不仅仅是
湖南，以“书香中国”为统领，“北京阅读
季”“书香江苏”“书香荆楚·文化湖北”

“书香岭南·最美悦读”“书香赣鄱·阅读
的力量”等一大批品牌活动，已成为推
广全民阅读的重要平台。

北京启动“妈妈导读师”亲子阅读
大赛、黑龙江“书香之家”评选、湖北“图
书漂流”、陕西西安“书香候车室”⋯⋯
全民阅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丰富
多彩、各具特色的系列活动，是一种阅
读氛围和生活状态。

“全民阅读状况最能体现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
度。一个国家的文化强不强，最重要的
标志是国民素质的整体水平。而国民素
质整体水平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国民
的阅读状况。”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
宁说。

着力保障困难群体阅
读 需 求 让 基 层 群 众 共 沐
书香

随着“巡讲百乡千村，惠及百万农
民”活动走进吉林农村，农家书屋读书
辅导专家们将农业科技、法律顾问、阅
读欣赏等知识带入基层，帮助广大农民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内蒙古一些偏远地区，卫星数字
农家书屋建设落地，广大读者可通过电
视、投影、电脑等终端设备阅读观看高
品质的音像制品、图书、报刊等数字出
版物。

“4·23”期间，“数字阅读角”正悄然

出现在广东省各个留守儿童基地。定制
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内容包；定期邀请
少儿作家、科普图书作者等到基地为留
守儿童开展巡回专题讲座、阅读活动；
为志愿者和支教老师免费提供数字化
的儿童分级阅读辅导教材，帮助留守儿
童提高数字化阅读能力。

黑龙江省着力打造的“心目影院”
工程，旨在丰富盲人朋友的精神文化生
活。盲人助读志愿者进入“盲人听书
室”，深入社区、盲校等地，为盲人朋友
口述电影、朗读图书、读讲绘本故事。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是开展全民阅
读的坚实基础。各地开展了进农村、进
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
进军营的“七进”工作，让特殊群体、困
难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得到了关注与
满足。

数字阅读形式不断创
新让阅读跃上指尖

据最新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受
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我国成年国
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 7 年
上升，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
读器阅读、光盘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
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64.0%，人

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 62.21 分钟。数
据说明，阅读率在稳步上升，数字化阅
读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展全民阅
读活动的载体和形式、丰富全民阅读活
动的内容”是全民阅读“十大重点”之
一。自 2011 年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每年都组织开展各类数字阅读专题
活动，为读者提供便捷、优质的数字化
阅读体验。

4月20日，“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官
方网站”上线，标志着“全民阅读”倡导开
展十年以来，借助新媒体的力量，首次有
了面向公众的官方网络推广平台。

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开展了不同
形式的数字阅读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长沙市图书馆举办湘版好书展、数字
阅读平台互动；“陕西全民阅读网”正
式上线；辽宁省加大了数字阅读平台
的开发、打造力度⋯⋯互联网平台被
充分利用，数字化阅读的质量和水平
不断提升。

阅读，是一个民族精神发育和文化
传承的基本途径，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
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全民阅读走过十
年，书香继续传递，绵延神州大地每个
角落。 文/史竞男 周珊珊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3日电）

书 香 满 神 州
——各地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综述

再 造“ 太 湖 之 美 ”
本报记者 鲍晓倩 魏永刚 薛海燕

北京阅读季“阅读＋我”
行 动 计 划 正 式 启 动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

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

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

民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深刻阐明网络生态

事关人民利益，强调要本着对

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引起了广

大网民的广泛共鸣。

作为一个信息大平台、文

化大熔炉，互联网对亿万网民

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产生着重要影响。互联网的

传播优势和舆论功能，为推动

信息交流、促进文化繁荣、凝聚

社会共识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和

手段。然而网络不是世外桃源，

离开法治和道德，网络谣言、网

络诈骗、网络陷阱等就会大行

其道，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就

可能深受其害。全国7亿多人上

网，肯定需要建设和管理，我们

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

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

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滋养人心、滋养社会，让网络空

间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

谁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秩序

井然、惠风和畅的世界里，谁都

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

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

力的环境中。形成良好网上舆论

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

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

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

罪，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

我们说对于不同观点和想法要

开放包容，决不意味着对损人利

己违法犯罪行为姑息纵容。网络

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延伸到

哪里，法治就要覆盖到哪里。依

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坚持依法

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才是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让这个家园清新宜

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对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新平台新渠

道，我们既不能有封闭的心态，也不能持消极无为的态度。企业

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

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

能仅以给钱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的

责任，不能当甩手掌柜，而要提高治理水平，避免“一放就乱、一

管就死”现象，走出一条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新路。广大网民也

应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做到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

网，一起来建设美丽精神家园。

互联网是技术进步回馈给人类文明的珍贵礼物。充分利

用好互联网，共享优质信息，共护网络安全，共创更高质量的

网络文化，互联网必将在推动社会和谐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网上网下就一定能画出共筑中国梦

的最大同心圆。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让网络空间天朗气清
—
—三论学习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本 报 北 京 4 月 23 日 讯
记者李哲报道：今天是世界

读书日。当日，由北京市委宣
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北京
出版业发行协会、北京发行集
团共同主办的 2016 书香中国
北京阅读季“阅读＋我”行动
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市东城
区朝内大街新华书店举行，现
场还为北京阅读季阅读基地
举行了揭牌仪式。

2016 年书香中国北京阅
读季也在这一天正式拉开大
幕。“世界读书日”前后，北京将
举办“全城尚读阅读马拉松”系
列活动，共计 300 余场形式丰
富、内容多样的阅读活动。

今年的书香中国北京阅
读季特别推出了“阅读＋我”行
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调动群
众与社会力量，让每一个人，每

一个机构，都成为推动全民阅
读发展的一分子，将我行动、我
阅读、我分享、我推广的理念贯
穿于阅读活动始终，倡导个人
和社会组织从“我”做起，承诺
全年阅读并分享不少于 12 本
书，激发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内在动力。

“阅读＋我”启动仪式作
为全城尚读系列活动的开场
活动，邀请了北京市委宣传
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负责人、知名作家、出版机构
代表与群众代表一起在“阅
读＋我”倡议书上签字，成为
2016 年 北 京 阅 读 季 第 一 批
加入“阅读＋我”行动计划的
阅读之友。作家周大新、阎崇
年、杨庆祥、王树增等还在现
场向观众分享了自己在 2016
年的必读书单，并讲解了每本
书的推荐理由。

“全民阅读”特种邮票发行

本报北京4月23日讯 记
者李哲报道：今天，在“世界读
书日”和“全民阅读”活动开展
10 周年之际，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与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联合在京发布了“全民阅
读”特种邮票，并启动了“寻找
最爱阅读的中国孩子”活动。

该邮票的中心画面是一
本立起翻开的书籍，左侧是一
扇通向知识的大门，右侧是打
开的窗户，寓意人们通过读

书，开启了一扇面向世界的智
慧之窗。画面的中部是一个
抽象的树状图形，这棵从书本
中成长起来的“知识树”昭示
着“全民阅读”带给社会的种
种益处。

上图 4 月 23 日，“江苏

全民阅读日”暨江苏省、南京

市读书节在南京启动。在活动

现场，学生们为中国邮政发行

的《全民阅读》特种邮票揭幕。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秀 洲 区 石 臼 漾 湿 地

建设在城市水厂取水

口 上 游 ， 既 净 化 了

水 质 也 成 为 居 民 休

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鲍晓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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