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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精灵”江豚在长江江苏段尽情嬉戏，桃花

水母打开小小的“伞盖”，在太湖里缓缓舒展⋯⋯如

今的江苏，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让人民群众有了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绿色成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鲜

明底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生态环境实

现从严重透支到明显好转的历史性转变。“十年来，在

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的同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续下降，2021 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均创有监测记录以

来最好水平。”江苏省委书记吴政隆说，江苏全面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环境

美”的色彩更加绚丽，“美丽江苏”图景充分展现。

生态保护标本兼治

天蓝水碧，草木婆娑，南通滨江景美如画。到亲

水步道上走一走，如今已成为很多南通市民的新习

惯。而在 6 年前，这片“生态秀带”还是“滨江不见江、

近水不亲水”的“工业锈带”。

“过去，南通沿江地区有不少‘散乱污’企业，黄

尘漫天、污水横流。”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炜说，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指出港口码头污染问题，南通

随即开启铁腕治污，在五山及沿江地区先后开展了

20 多个专项整治行动，关停“散乱污”企业 203 家，腾

退修复岸线 12 公里，破解“化工围江”难题。拔掉“锈

钉子”，镶上“绿丝带”。如今的南通滨江，厂房变成了

绿地，码头变成了公园，“散乱污”企业集中地变成了

“城市客厅”。

近5年来，江苏累计关停沿江化工企业3505家，压

减沿江 1公里范围内化工生产企业 145家，取消 25家

化工园区定位，新型碳材料、大医药健康、物联网、集

成电路等地标产业相继崛起。

徐州市铜山区是江苏老工业基地，一直以“煤炭

丰富、铁业发达”著称，一度“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为从源头上杜绝污染，铜山区坚持控源截污先

行，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超过 2000 家。彻底卸

下发展“包袱”的同时，走上了生态保护与产业

转型升级协同发展之路。

“我们摆脱资源依赖，利用四大行业整治，

腾退空间建设象屿宝元等一批重大项目，以

高端装备、汽车制造、绿色冶金为主导，以安

全（应急）装备产业为特色，以新一代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重点培育方向的‘三主一特两新’现代产业

发展体系已然形成。”铜山区经发局局长谢

井新说。

“江苏建立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举一反三’的工作机制，建立了省级污染

防治综合监管平台，上下联动开展明察

暗访，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通过不断

发现和解决问题，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提质。”江

苏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说，2018 年至 2020 年国

家警示片披露江苏的三批次 42 项问题已全部清零，

蓝天白云成为常态，绿水青山成为常景。

绿色制造减污降碳

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是江苏省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开展减污降碳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新能源行业迎来了发展

的窗口期和黄金期。

江苏南通如东经济开发区抢抓发展机遇，大力

发展风电高端装备产业，以“链长制”推动风电产业

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通过“区领导+部门+园区+

基金+专业团队”模式精准发力，做优做强产业。

十多年来，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围绕风电装备制造延链做文章，延伸开发了风电

塔筒、导管架、桩基系列产品，成长为国内知名供应

商。“成绩的背后，离不开绿色发展理念的支撑与技

术创新的支持。”公司董事长许世俊说，企业已成长

为全国风电装备制造领军企业，2021 年实现应税销

售 78 亿元。

“十四五”期间，江苏每年培养 100 家左右绿色发

展领军企业，到 2025 年，预计全省达到 500 家左右，

形成 10 个左右示范集群。

走进天合光能（盐城）科技有限公司 16GW 电池

项目生产车间，几百台自动化生产设备马力全开，智

能无人运输机器人在轨道上来回穿梭，车间内一派忙

碌的场景。“天合光能项目依托智能化生产，每兆瓦耗

电 3.6万千瓦时，全年可节约用电 6400万千瓦时，实现

了行业内最低的单位能耗值。”企业负责人表示。

企业高效益、低能耗的产业模式是盐城经开区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积极

顺应‘双碳’趋势，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大力实施绿

色制造工程，持续推进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先

后获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国家绿色工业园

区。”盐城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说，园区将继续加大绿

色制造体系建设力度，在构建绿色产业结构、提升绿

色制造水平、加快产业低碳转型、深化工业领域节

能、推进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集中发力，坚定走在绿

色低碳发展最前列。

近年来，江苏经济发展的“含绿量”显著增强，绿

色低碳转型成效明显：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199

家、绿色园区 17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23 家，认定

省级绿色工厂 283家。根据《江苏省工业领域节能技改

行动计划（2022—2025年）》，到 2025年，规上工业单位

增加值能耗将比 2020 年下降 17%以上，工业能效水平

位居全国前列，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鱼米之乡生态富民

金秋时节，阳光铺满大地，绿树掩

映。坐落在锦屏山脚下的连云港市海州区孔望山村

里，民居错落有致，马路干净整洁，房前屋后果树林

立，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土生土长的村民吴生友操持着 4 亩多的果园，今

年夏天，他家的水果销售与旅游收入就达 8.5 万元。

“就在几年前，村子还是另一番景象，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年轻人都往外走。”吴生友说，随着生态保护与

综合治理开发深入推进，村里先后实施改水改厕、立

面改造、绿化亮化、美化净化等工作，无名小村庄变

成了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

“好生态也是生产力。”海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蒋德恩介绍，从过去的“卖矿产”“卖树木”“卖劳力”

到现在的“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海州实现发

展与生态、富裕与美丽多赢。数据显示，仅 2021 年，海

州区 95 个农业休闲观光点销售收入近 1.4 亿元，41 家

农产品电商经营主体销售收入约 1.3 亿元，农产品网

上零售额达 19 亿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较“十三五”

末增长 47.5%。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的西山岛等 27 个太湖岛屿

和水域被称为太湖上的生态岛，今年，岛上农民都领

到了政府发放的免费有机肥料。

“生态文明带来了红利，有机肥可以帮助农民节

约成本，还助力生态岛的环保建设。”金庭镇农林服

务站站长沈强告诉记者，2022 年，金庭镇按照每亩

300 公斤的标准，向农户免费发放有机肥，从源头上

引导，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

“现在生态好了，游客纷至沓来，一到周末，岛上

便人山人海，田里的东西也会更值钱。”金庭镇东村

党委书记郑万平高兴地说，下一步，村里将积极拓展

文旅融合，打造一村一品，让村子特色更浓，让村民

的腰包更鼓。

“我们大力推进‘生态+文旅’提升行动，打好太

湖牌，开拓全域旅游新蓝海。”吴中区文体旅局局长

唐峥嵘介绍，吴中区已获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

区各类民宿超过 1000 家，间接带动本地超万名农民

就业。

绿 水 青 山 既 是 自 然 财 富 又 是 经 济 财 富 ，保 护

好生态环境，就是在涵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

后劲。江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共抓长江大保护，全面推动经济

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良好生态环境已成为江苏百

姓最有幸福感的公共产品，群众对环境满意度提

升至 93.6%。

想起 2014 年至 2017 年，我担任村委会主

任的日子，内心充满了自豪感。任职期间，我们

村彻底脱贫：易地搬迁解决了 25 家农户面临

的山体滑坡安全问题；完成了 700 亩农田改

造；开展村级道路硬化工程 1.5 公里，完成水路

改造 5 公里，提高了全村人畜饮水流量和质

量；新建了文化活动广场、行道树绿化成

荫⋯⋯全村变化翻天覆地。

我今年 49 岁，是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海

子沟乡东沟村村民。18 岁那年，我离开故乡

应征入伍。由于各项成绩突出，第二年我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 年，我怀揣“退伍不

褪色、回报家乡带动致富”的梦想，回到家乡，

承包了荒山荒地、水塘碱沟等，成立了种养合

作社。

当初，不少乡亲对我的创业没有信心，劝

我“不要把积攒多年的血汗钱打水漂”。我们

全家老小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苦干实干。

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清理整治后，山泉水汩

汩流出，清澈见底，我抓紧时机投放鱼

苗，开展垂钓旅游项目。承包的荒山

荒地、林草地得到有效保护，环水塘

几 百 亩 林 地 郁 郁 葱 葱 ，鸟 语 花

香。我还贷款筹资养鸡、养羊

发展养殖业。同时，依托本

地 马 铃 薯 、土 猪 肉 、红 麦

面、大豆等特色农作物，帮助贫困群众增加产

出和劳务收入。

每天清晨，望着远处袅袅炊烟，听着林间

传来的鸟鸣，看着池塘里的阵阵涟漪，我内心

无比满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指引下，

我们全村 127 户近 500 人甩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低矮的土房、黑黝枯朽的木房不见了，

家家盖起了砖瓦房，70%的人家购买了小轿

车，人均年收入过万元，村里的大学生也多了

起来⋯⋯

如今，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让我

有了新的方向。今年 8 月，我引进资金和人

才，成立了青海在水一方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引入“由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理念，明确了“导

入品牌、植入产业，逐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主线，开辟优质“三产融合”发展平台，进

一步增强了大家投身农业的信心。我打算用

3 年时间形成一张“看得见、可持续、谋长远”

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金名片”，带动四邻八

乡更多乡亲致富增收。目前，公司完成了一

期、二期整体规划设计，建设前期的申报、准

备工作全面铺开。幸福生活是创造出来的，

我们在致富路上干劲十足，乡村振兴的发展

路一定会更加广阔。

（本报记者 马玉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
者 申维祖整理）

图图①① 夕阳下的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风电

设施。 张连华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重庆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农村公路，晨雾缭绕，

风景如画。 曹永龙摄（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开区峨桥镇响水涧村龟

山自然村，河流、农田、村舍共同构成秋日一道亮丽风

景线。 王玉实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