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市，即使放在江苏看，也是小
的，380 万人口和 4375 平方公里面积就
是证明。

常州又很大，这长宽不过六七十公
里的地方，竟有 16.03 万个注册企业。
除了近几年引进的大项目，几亩地就是
一个制造企业在常州非常普遍。

雨后春笋般产生成长的小企业的活
力，曾让 1983 年的常州得了全国第二的
位次——在全国 24 个百万以上人口城市
中，市区劳动生产率仅次于上海；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举行的工业展览会上，全
国都以省为单位参加展览，唯有大庆和
常州两市被特许在显要位置单独设馆。

众多小企业为常州的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不大的城市，拥有机械制造、
输变电设备制造、车辆及配件制造、纺
织服装 4 大支柱产业和电子、化工、材
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但是，得于斯失于斯。上世纪末，
这多又小的企业让常州的水、空气和土
地污染到了难以承受之境。

不能说污染全是因为企业小而多，
有些小企业确实已很努力地治理污染，
有些甚至达到了很高的环保标准。但
是，一个现实是，进入本世纪，最先进
的治污技术和设备需要巨大的投资，动
辄数亿元，而且是针对大规模排放的制
造流程而设计生产的。显然，有些小企

业即使有心环保、有些财力可投入，也
很难买到与自己现有设备和规模配套的
治污装备。这一现实，对不在工业园区
的小企业的治污是个难过的坎儿，这也
致使有些企业心存侥幸偷排乱排。

事实为证——6 月 5 日，世界环境
日当天，常州市民通过报纸电视手机等
媒体得到一条消息：2016 年全市环境质
量及 10大典型环境违法案例。

前面是个好消息：2016 年，全市环
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为 270
天，占全年总天数的 73.8%；城市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均保持良好，水质达标率
均为 100%。

后面跟着个坏消息，准确地说，是
个有震撼力的消息：10 大环境违法典型
案例中有 6 起涉法，3 起严重的则涉嫌

“污染环境罪”。认真研究这 10 个企业记
者发现，他们都很小，有两家几乎不能
叫企业，只能算是私人作坊。

这种被常州人说成“小鞭子抽抽”
的检查处罚，从市区到各区县再到乡
镇，每次都是拉网式排查，并且都能查
出问题、促进工作。但是，当鱼的游动
范围比网大，当鱼小到很容易从网眼儿
游走，当鱼不在水中游而找个石缝水草
丛活着，执法检查之网下就有了漏网
者，污染隐患便难免了，毕竟低成本投
入从而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能追求。

7 月 7 日晚，在溧阳市人民政府广场
上，一场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的晚会吸引
了三四千位观众，62 岁的严正祥特意早
早地选了个靠前的位置等待演出开始。
当台上 40 多位环保志愿者唱到“如果灰
色的天空再没有鸟儿飞”时，记者清楚
地看到泪水从他眼眶滚落。

被歌声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还有溧阳
市环保局副局长杨育美。文静的杨育
美一说起环保便兴致盎然，“中央生态文
明提得太及时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她，
过去也想保护家乡的山水，却又担心影
响了企业和农村的发展，“十八大后好
了，上面各部门都有明确的监管和扶持
政策，这一来，对企业村庄的治污减
排，基层的环保工作既有依据也有力
度，既能治污又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所以，她和同事们“工作起来很有成就
感、很开心”。

为了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保护环境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溧阳环保局组织自
编自排了这样的广场演出，走村镇进
学校，用群众能理解又喜闻乐见的形
式告诉大家，要发展，更要保护家乡
的生态。

7 月 21 日 ， 就 在 记 者 结 束 本 次 采
访离开常州当日，一个叫“农药零增
长行动”的启动仪式在武进区雪堰镇
佳源广场举行，活动是供销社系统组

织的，有关部门领导和部分果农代表
参加了启动仪式。大家谈的都是农药
化 肥 的 危 害 ， 焦 虑 的 是 常 州 的 土 地
污染。

农 药 化 肥 零 增 长 ， 是 个 高 难 度 动
作，但常州坚定地开始了。这或许可迫
使化肥工艺从以单质肥料生产为主迅速
转向以复混肥料为主，实现有机无机相
结合、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相结合，
甚至与生长剂和农药相结合，以适应现
代绿色农业发展要求，从而改良土壤
环境。

但常州小企业太多了。常州人很早
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决心改变。他
们想方设法引进无污染、高科技、体量
大的项目，市委市政府甚至已连续 4 年
大张旗鼓地开展“重大项目主题年”。

一 个 区 域 的 发 展 模 式 是 由 其 社 会
心 态 和 文 化 历 史 等 多 种 因 素 决 定 的 。
要让喜欢并已当了几十年“鸡头”的
人去当凤尾甚至羽毛，并不容易。况
且 ， 常 州 区 域 内 已 形 成 多 个 产 业 集
群，市场结构也注定需要小而灵敏的
企业，加上常州人的勤奋守诚，这诸
多因素使得常州的大多数小企业眼下
都还生存得很好。

这诸多因素构成的“生存得很好”
的小而多的企业，就注定了常州的治污
之路比其他中小城市要艰难得多。

常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2016年达5773.9亿元，按可比价年均增长10%，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达1.85万美元，稳居城市综合竞争力全国前30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2011年的350.9亿元增加

到2016年的480.3亿元，年均增长6.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跨入万亿级城市行列，2016年达1.23万亿元，

年均增长9.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2.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44.5%，涌现出200多家国内

外行业细分领域冠军。

三胜村村名来自毛泽东同志。
上世纪 50 年代初，江苏省常州市

溧阳县下田村大丰收，吃饱了住暖了
的村民们很幸福，一合计，就联名写信
把这美好的日子告诉了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读后比村民还高兴，在信上批
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并亲自将

“下田村”改名“三胜村”，以寓土地改
革、合作化和抗美援朝 3大胜利之意。

不知是不是这个村名的暗示作
用，总之，三胜村从此生活一年比一年
好，吃穿讲营养，出门有汽车，回家住
小楼。然而，慢慢地，村里人发现，这
越来越美好的日子是以越来越差的生
态环境为代价的。那些本来平静如镜
的池塘，渐渐变得或臭不可闻，或蓝藻
污物遮面；村庄土地里种出来的稻米
蔬菜茶叶，也不再像当年那样香甜。

看着家乡的青山绿水变得脏乱，
村里人很心痛，但又无能为力。“2012
年，我们响应中央和省里的号召，开始
进行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太好了！”三
胜村党支部书记钱保国说，4 年多来，
村民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不积极参与
到主动维护卫生环境，发生的改变太
多。比如，把垃圾集中收集起来送到镇里的储运站、每个
自然村的生活污水都集中处理，又比如让池塘的鱼儿回
到自然生长、不给山上的茶树果树和田里的稻谷乱用化
肥农药。“房子还是原先的房子，没有大拆大建，可村庄变
得好看了。”钱保国最自豪的是，他们村庄尊重自然形成
的格局，没有摒弃原有的村庄布局和乡陌风格，当然也就
没有在村庄环境整治中形成新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田园、竹林、溪流、小楼编织的三胜村，如水墨画般组
合在天目湖畔的浅山缓坡，让天目湖这个国家 5A 级旅
游度假区多了份亲切、生动与自然。干净、安静的三胜村
成为国家级生态村、江苏省卫生村，有了乡村旅游的资
本，当然，也因为“鸡毛上天”和毛泽东同志改名的原因多
了份特殊的历史韵味。自然而然地，三胜村就成了人们
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三胜村的巨变给周边村庄和旅游者带来一种启迪、
一份激励：只要守护好绿水青山，鸡毛就能飞舞在蓝天。

参加“绿色发展、绿色生活”采

访，所见不是零排放就是花与树，不是

治污大有成效就是园区全循环，真真是

一次满眼多青山、双脚常凌波的旅程，

所以享受的是高温下的快乐。但是，在

20 天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却在美丽的常

州丁塘河畔两度落泪。

事起 7 月 6 日，采访城市环境整治时

我发现，在一个叫丁塘河的湿地公园

里，一个移去了机器和屋面墙体的工厂

建筑遗存与这里的花草溪流刚柔相济，

一起构筑了一道别致的景观：虽斑驳粗

壮但根基扎实的立柱和遒劲有力的屋面

钢梁与花草藤木和谐共处，各种巨大的

吊篮花盆取代了曾经的天车，高高地挂

在横梁上，与被漆成中国红色的钢梁相

映相衬，恰如红花与绿叶之和谐。

这是我见过的废旧厂房利用得最好

的画面，堪称典范。我拍了一段视频，

发回经济日报客户端的直播平台，结尾

时我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对着手机说，不

知道当年曾在这个工厂工作的工人在哪

儿，真想找他们一起来游一游这个地

方，毕竟只有他们才能诉说这种变迁，

才能理解和赞美这种变迁。

这段话打动了很多人，常州市委宣

传部的同志看过直播后，几经寻找，在

一个远离了美丽河畔的工业园区找到了

这家迁址的工厂。得到消息后，已走到

盐城的我于 18 日返回常州，怀着期盼来

到这间名叫“双赢”的机床厂。

不想，期盼来的是失望或者说是不

快乐，这也是 20 天采访的第一次不快

乐，因为这间工厂看上去生意并不好，

尤其是工厂环境，与丁塘河周边比实在

是相差太多。这家工厂的当家人王云

保，更是离我想象中的企业家相去甚

远，办公室和衣着几乎可以用破旧来形

容，整个人情绪也不高。

心情沉沉地，我陪他来到丁塘河公

园，来到他曾工作了十几年的工厂。因

为有当地电视台的同行在直播，我很担

心王云保会抱怨些什么，哪怕仅仅是后

悔迁厂。当然，作为记者，我理智地提

醒自己，不干扰他，由着他说真话。

但是，我大错特错了——走进公园

的王云保很快就兴奋起来，66 岁的他竟

然走得比我们任何人都快，他几乎是小

跑着走到他的工厂“内”，看着，笑着，

抚摸着，擦拭着。在他连连的赞叹声

里，我才听出，他是第一次走进这个公

园 ！ 这 就 是 说 ， 开 园 到 今 天 ， 整 整 3

年，他没走进这个地方，甚至没靠近看

一眼。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叹，我没问其实

也不用问原因，更没有勇气问，只扭过

头把盈眶的热泪擦了继续陪着他前行。

倒是他自己很平静也很实诚地说了不来

这公园的一个原因：以为他们 （指城建

部门） 只是随便搞搞，没想到搞得这么

好，太好了，真正的原生态，嗯，真是

个乡野公园，大家来走走，会很舒服嘛。

阳光似火，路面已是热得隔鞋烫脚

了，但王云保不喊热，游园的兴致越来越

高，话也越来越多：咱不能只想小家怎么

怎么的不想国家是吧？国家要搞好环境，

恢复生态，是大好事，大家都应该支持，国

比家大，这没什么说的，就搬了嘛，再说造

好了环境也是百姓的福⋯⋯

作为记者，我必须问他：企业目前

比较惨淡的经营状况与迁址有没有关系？

这一次他的回答又一次让我泪水盈

眶，“没什么关系的，主要是普通机床整

体市场不太好，市场嘛，就是这样子，

起起伏伏”。见我担心他的企业前景，他

自信地笑了：“你放心吧，我还要做下去

的，工厂不会倒掉的，30 多个工人都跟

了我几十年了，他们得工作⋯⋯”

有那么一瞬，阳光让王云保的身影

与废旧工厂钢梁的影子重合了，这画面

让我突生诸多感慨：

小人物自有一种大气，这种朴素的

“国比家大”的胸怀，或许正是我们国家

砥砺前行、快速发展的基石所在；

正确的国策必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

的，所以便自带一种力量，就是那种能

唤起人民群众精气神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是最可靠有力的，只有

人民大众理解支持并参与绿色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才会根基扎实，落实“五大发

展理念”的笔锋才会遒劲有力。

丁 塘 河 畔 两 度 泪

企业多而小，治污出重拳

三胜村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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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隋明梅

常州丁塘河公园巧用废旧厂房来装点，别致景观公

园诉说历史。 本报记者 隋明梅摄

常州人会过日子也环保，公园小桥的扶手是用空的

易拉罐做的。

常州西夏墅镇是世界小工具刃具加工中心。近几

年，很多企业都引进了全封闭无污染加工中心。

易 拉 罐 做 成 小 桥 扶 手

小镇加工中心全封闭无污染

旧厂房成公园里最亮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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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江苏常州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

（资料图片）
右图 江苏常州城市景

观。 （资料图片）

特 别 报 道2017年8月8日 星期二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