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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苏州河边没有垂柳，没有树木，河风

吹过能闻到恶臭之味，河面死气沉沉，无声无息、

无鱼无虾……”这是一段来自上海中学生作文的

描述。养育了申城百姓的“母亲河”，曾是一条“黑

河”“臭河”。

在老一辈上海人眼中，苏州河几经沉浮，从上

世纪 50 年代的“淘米洗菜”到 80 年代的“鱼虾绝

代”再到如今的“人见人爱”，这条河流见证了民生

的改善，支撑了城市的发展，映射了时代的变迁，

更讲述了一段从“人水矛盾”到“人水和谐”的上海

故事。

涅槃

苏州河源自太湖，经苏州进入上海，途经上海

中心城区，最后汇入黄浦江，在上海境内全长 53.2

公里。苏州河水原本是清澈见底的，但随着上海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厂大量增加，人口密度不

断加大，大量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等未经处理，直

接排入苏州河。到 1978 年，苏州河在上海境内全

部遭受污染，市区河段终年黑臭，鱼虾绝迹路人

掩鼻。

当年，在外滩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处，那道著

名的“江河黑黄分界线”提醒着人们不要以牺牲环

境作为发展代价，严重的污染不仅破坏了城市环

境，更影响着市民的饮水健康和农产品的质量，制

约着上海市的发展进程。

“苏州河的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最主要

的原因是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远远落后于城

市的发展速度，使苏州河成了市区企业和居民天

然的排污场所。”上海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上世纪 80年代初，上海市区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每日约为 490万立方米，其中 300万立

方米不经任何处理直接通过管道排入黄浦江、苏

州河等河道，导致苏州河及其 10 余条支流终年

黑臭。

“70 后”王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她的成

长过程中，正好赶上了苏州河污染的“加速期”，

看着母亲河一天天变得“黑如墨”“臭如粪”，如何

让苏州河“重生”成了他们这代人共同的愿望。

“1998 年，我得偿所愿，大学刚毕业就进入污

水处理行业，一方面是因为情怀，另一方面也是

因为污水处理在当年是‘吃香’的朝阳行业。”王

玲入行的那年，上海市通过了《苏州河环境综合

整治方案》，正式开始实施以消除黑臭为目标的

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苏一期”），轰轰

烈烈的苏州河综合治理工作也让环保产业迎来

大发展。

前三期治理工程总计投入 140 亿元，第四期

预计投入 254 亿元。通过截污纳管、清淤疏浚，

污水处理、综合调水，泵站改造、拆除搬迁，生态

修复、景观提升等综合治理系列工程，截至去年

年底，苏州河干流水质达到Ⅳ类，支流基本消除

劣 V 类。

“苏四期”的背后藏着一连串令人称奇的数

字：上海已在全市范围内完成了 42.5 公里的苏州

河两岸贯通，1864 条段、1756 公里城乡中小河道

的整治，打通了断头河 3000 多条，完成 4200 多个

小区和 1.7 万个市政企事业单位的问题改造，完

成 1700 多个直排污染源的截污纳管和 54 座雨水

泵站的治理，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了 840 万立

方米/天。

那条印象中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苏州河“重

生”了。

蜕变

先进的工艺优化了出水质量，数字化的设备

实时联网监测排入苏州河的出水水质，花园式的

厂区甚至成了附近居民的休闲去处……记者怎么

也想不到，在地处长宁区、闵行区交界处的虹桥污

水处理厂会看到这样的景象。

“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污水的异味，现在的

污水处理厂跟以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从事污

水处理工作 30余年的虹桥污水处理厂厂长曹隽全

程参与了苏州河的污水处理工程，见证了“黑臭河

道”变成“碧水荡漾”。在他看来，污水处理厂的改

造升级就是苏州河告别污染的驱动力。

“污水处理能力建设对河湖治理至关重要。”

曹隽一边介绍着偌大的厂区一边告诉记者，以前

的污水处理厂规模很小，处理标准也不高，每天几

万立方米的处理能力都算大厂，而现在的虹桥污

水处理厂已具备 20万立方米/天的处理能力，出水

达到一级 A 标准。随着污水处理厂扩容及改造工

程实施，以及一批污水处理厂的兴建，上海市已经

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水处理供需矛盾，更多优质再

生水流入苏州河。

在厂区出水口，曹隽取出一杯处理好的、即将

排入苏州河的水样本，只见水质清澈晶莹，没有任

何杂质异物，很难想象这杯水的前身竟是又脏又

臭的生活污水。污水变清水，这背后是工艺的进

步，预处理、二级生物处理、深度处理、尾水消毒等

多种现代工艺，保证了污水处理的质量。

“苏州河水环境的改善除了好工艺，更要好管

理，不仅要靠人脑，更要靠电脑。”曹隽表示，以虹

桥污水处理厂生产运行监控系统为例，其监控的

水质信息在平台上一目了然，以前需要现场巡检、

化验的水质检查，如今都可以采用自动化远程视

频监控的形式完成，使得水质监测节省了人力

资源，同时也变得更加科学精准。

“为了监控预警、达标排放，建立了全

方位、全时段的出水水质监控体系。在线

仪表数据同时上传至区、市、国家环保平

台，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曹隽

介绍，该厂上级母公司内部还建立了厂

级、公司级中控水质监控和异常运行体

系，一旦发现污水厂出水水质异常，马上

就能预警处理，确保连续稳定达标排放。

共生

“村民翻建、改建房屋，雨污水排放必须符合

分流标准；爱护河道，不将垃圾、粪便等污染物倒

入河道中污染水源……”在上海闵行区华漕镇赵

家村，村里张贴着这样的村民自治公约。

“如今，村民们都愿意共同维护苏州河的水环

境了。”华漕镇赵家村党总支书记、河长马明告诉

记者，苏州河支流李库江、周泾港流经赵家村，从

前这里水环境污染严重，近年来通过围绕以水环

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打通村内河道水系增强区

域水动力，打造三级河长机制强化办事效率，建立

界河共建机制共同维护苏州河水环境。村里的环

境好了，村民也随之形成了环境共治的理念。“现

在，如果发现有人在河边洗衣服、有人往河里乱扔

垃圾等不文明行为，一定会有村民出面制止，

大家都能做到共同爱护环境。”马

明说。

“要知道，2017年华漕

镇 178条河道水质达标率仅约 10%，

黑臭水体数量可是‘全区之最’。”2017 年，临危受

命的金文担任华漕镇水务站站长，他带领华漕镇

对境域内黑臭河道下狠劲治理。从河道到岸上、从

农村到社区、从底泥疏浚到生态修复、从管网改造

到泵站建设，蹚出了一条多效协同的治水之路。

经过近 3年的河道综合治理，华漕镇水面积增

加了 10万多平方米。到 2019年底，华漕镇河道水

质达标率 95%以上。如今，岸边白鹭飞，水中鱼儿

游，村里人再也不喊着搬出村了。

水环境好了，经济效益也越发凸显。如今的

赵家村里建起了民宿、会员制农场以及亲子教育

基地，不少企业看中这里的水景纷纷入驻兴业，绿

水青山实实在在地转化成金山银山。

走在赵家村最美河道周泾港沿岸，记者看到

了正在巡河的华漕镇副镇长、副总河长喻文熙，只

见他拿着手机走走拍拍，不时还在手机上做些记

录。经介绍，原来喻文熙正利用上海河长 APP 进

行巡河，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可通过语音、照片、视

频、文字等载体上传到上海市河长制工作平台系

统，并及时推进问题解决。

“上海城依水而建，上海人依水而生。随着生

活水平提高，百姓与水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意识

到水的珍贵，意识到水保护的重要性。无论是小

到一个村落的支流，还是大到一个城市的干流，我

们都要守土有责，保护好一方水土，消弭人水之间

的矛盾，构建人水之间的和谐，我们将得到更多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喻文熙说。

苏州河重生记苏州河重生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景景

说起治理苏州河的历程，最早

可以追溯到 33 年前，早在苏州河

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之前，

1988 年到 1993 年期间，上海市

就实施了合流污水治理一期

工程，截流了 120 万立方米

直排苏州河污水，为未来

的苏州河治理取得全面

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事实上，无论是早期

的治理，还是后来的系

统性综合治理，上海对水

污染治理的顶层设计和

具体部署都是长期的系统

性工程。毕竟，苏州河的水

环境污染是长期形成的，甚至

是近百年来上海在工业化过程

中忽视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付出

的惨痛代价，因此水污染治理也不可

能一蹴而就。

回顾苏州河 33 年的治理历程，最重

要的经验做法就是政府持之以恒的重视

和连续性的政策机制保障。我们可以清

晰地看到，每一期苏州河综合治理的阶段

性具体目标都是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

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一步一

个脚印地持续推进。

综合施策、长期坚持，总体谋划、久久

为功，在政府管理和公众参与的共同配合

下，苏州河才能实现长治久清。

当前，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已成为上

海重要的“形象工程”，这意味着它不仅是

一条河的环保问题，更是上海生态环境的

代言人。治理苏州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

不断改善上海的精神面貌，更是一项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

因此，在当前“人水和谐”、人与环境

和谐相处理念深入人心的条件下，上海要

守住苏州河的治理成果，进一步落实苏州

河长效管理机制，

让水清岸绿的苏

州河福泽后代。

长治方能久清
李 景

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

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族乡的千亩樱桃

园基地，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装箱、

搬运……“樱桃采摘一天可得到 100 元

收入，每年靠着樱桃园能挣几千元。”工人

莎吉黛·米吉提说道。

“我们的樱桃采摘季从6月中旬开始，目

前已经进入了尾声。”樱桃园管理企业特克斯

县砺剑锋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部销售负责

人张亚楠说，为了拓展销路，企业建起了自己的

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樱桃俏销全

国。“樱桃主要销往周边县市以及乌鲁木齐、北

京、上海等地。由于是晚熟樱桃，一公斤138元，

这一季，樱桃销售总额已达390万余元。”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选在伊犁河谷

地区种植樱桃，就是因为这里有着优越的水

土光热资源。”特克斯县农业农村局菜篮子

工程办公室技术员郝骏介绍。

伊犁河谷位于新疆西北角，天山山脉

西部，三面环山。这里四季分明，日照充

足，有着“塞外江南”之称，特克斯县就

属于伊犁河谷地区。近年来，特克斯县依据独特

的气候、水土、光热资源，大力发展核桃、西梅、树

上干杏、樱桃等特色林果业。

砺剑锋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介

绍，依托当地的自然环境，公司从 2009年开始引

种樱桃。除了结合本地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

还通过和专业农业院校合作研究，对品种进行

改良，通过高密度栽培、水肥一体化的有机农业

模式，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本地种植的美早、萨

米托、萨米豆等 23个品种，形成特克斯地理特色

果品。“我们从试种到扩繁历时 10 余年，采用有

机绿色的管理模式，建立了集品种选育、示范、

推广种植、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新型农业产业体

系，产出的樱桃口感、品质、果糖度都很好。”

阔克苏乡居民海日古丽·阿里木江就是樱

桃产业发展的受益者。她把家里的 30余亩土地

流转给了企业，土地承包的年收入超过 1 万元。

同时，她又在企业务工挣钱。“我在这工作快 6年

了，育苗、种植、田间管理我都在行。”海日古丽·

阿里木江说，每月工资 3000 余元，工作稳定，还

学会了技术。“以后我还打算自己种樱桃。”

近年来，当地设施农业的发展业为樱桃产

业“添砖加瓦”。特克斯县以 27 栋温室为基础，

以生产特色林果、草莓、大樱桃和彩色造型苗

木、花卉为主。“借助智能化的温室大棚，保持棚

内温度湿度稳定，樱桃采摘季节有望从 4月一直

持续到 10 月，樱桃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

张军说。

为拉长产业链，樱桃基地还衍生出体验采摘

乐趣和樱桃树认养等服务。不久前，来自北京的

游客李灵丽就认养了一棵樱桃树。每逢采摘时

节，樱桃树认养人既可自己到樱桃地采摘樱桃，

也可以请基地邮寄到指定地点。“我在树上挂了

认养牌，发了证书，之后 5 年我就能关注果树生

长，等着收获100公斤的樱桃。”李灵丽说道。

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只是特克斯县特色

林果产业发展的第一步，优化种植结构，促进当

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才是目的。“我们还将发挥

企业优势，计划将樱桃种植面积扩大到 1 万亩，

并形成以樱桃为主的精细农副产品加工产业

链，让樱桃成为更多农牧民增收的新路径。”张

军说。

伊 犁 河 谷 樱 桃 甜
本报记者 耿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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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是上海城区著名景点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是上海城区著名景点。。

图图②② 上海浙江路桥的灯光映照着苏州河美丽上海浙江路桥的灯光映照着苏州河美丽夜景夜景。。

图图③③ 苏州河水汇入黄浦江苏州河水汇入黄浦江。。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李 景景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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