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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周市镇追“青”逐“绿”扮靓城乡环境

产城融合，打造美美与共“活力市”

金秋十月金秋十月，，正是最美时节正是最美时节。。漫漫
步昆山周市镇区步昆山周市镇区，，大街小巷焕然一大街小巷焕然一
新新，，““中国红中国红””成为街头一道道亮丽成为街头一道道亮丽
的风景线的风景线。。乡间田野同样风景宜乡间田野同样风景宜
人人，，白墙黑瓦白墙黑瓦、、碧绿金黄碧绿金黄，，稻香稻香、、花花
香香、、泥土清香在空气中肆意弥漫泥土清香在空气中肆意弥漫，，一一
步一景步一景、、处处是景处处是景。。

作为昆山的作为昆山的““城市北门户城市北门户””，，四四
通八达的路网打通了城镇发展的主通八达的路网打通了城镇发展的主
动脉动脉，，加速了现代产业的集聚发展加速了现代产业的集聚发展，，
也串联起更加多元也串联起更加多元、、更有品质更有品质、、更具更具
活力的城市生活活力的城市生活。。党的十八大以党的十八大以
来来，，周市镇坚持生态优先周市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之路之路，，把全镇有机分为核心区把全镇有机分为核心区、、主城主城
区区、、北中环产业科创带北中环产业科创带、、智能制造产智能制造产
业园四个功能区域业园四个功能区域，，围绕围绕““一核一带一核一带
一城一园一城一园””打造产城融合打造产城融合““活力活力
市市””。。如今如今，，在这片在这片7979..55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的土地上，，““环境美环境美””的色彩更加绚的色彩更加绚
丽丽，，追追““青青””逐逐““绿绿””成效显著成效显著。。

行走在昆山周市镇街头巷尾，总会
在不经意间看到这样的场景：满目葱茏
的绿色与整洁干净的街道相簇相拥，秩
序井然的车流与文明礼让的行人穿梭
前行，环境优雅的小区与怡然自得的居
民和谐共生……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赋
予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党的十
八大以来，周市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迈开追求城市外在美与
内在美融合的矫健步伐，人居环境持续
改善，城市品质全面提升，市民幸福指
数节节攀升，文明新风流动在城市脉络
中，一朵朵文明幸福之花灿烂绽放。

数字赋能

社会治理更精细

10月13日上午，昆山周市镇集成指
挥中心收到一条来自平庄村第四网格长
徐国怀上报的信息并配有清晰的现场图
片：在永平花园东门桥对面公路井盖缺
失，存在安全隐患，请协调处置。得知情
况后，指挥中心立即将任务分派给相关
职能部门处理。没过多久，道路就换上
了崭新的井盖，不仅提升了道路的美观
度，也保障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网格吹哨，部门报道”的一幕每天
都在周市镇上演。得益于大数据的支
撑，这个城镇最强“智慧大脑”已归集信
息超过200万条，推动共享信息6000多

条，接入视频监控1.6万多路，处理事项
已经超过了10万件，社会治理有了精准
的数据“画像”。

事实上，周市作为工业重镇，企业
集聚，人口众多，很早就开始探索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尤其是实
施经济发达镇改革以来，周市摸索出了
一条“全网融合”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围
绕“镇村治理一张网”，以网格监管为基
础，配套工作站为保障，权责清单为依
据，指挥中心为中枢，实现前端巡查、中
端派单、部门处置的治理格局，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今年上半年，周市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达99.56%，较去年同期增长0.3个百分
点，位于全市前列。

城镇“智慧大脑”的高效运转离不开
数据的储备，数据从何而来？“186个基
础网格、38个村、社区‘全网融合’工作
站，412名网格员是周市现代化治理的
底气。”周市镇社会治理局局长高晓婷告
诉记者，周市组建“1+3+N”网格工作队
伍，将220名公安、安环网格员“下沉”至
社区工作站，建立事件处置网格、工作
站、镇职能部门三级闭环机制。同时，还
为行政村共配置了17辆网格巡查车，保
障巡查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在此基础
上，周市镇推进“智慧社区”建设，选取更
楼新苑进行试点，依托近200个高清摄
像头以及烟感系统等设备，形成周界预
警、人脸摆闸、智慧用电、智能烟感、智能
梯控、智能充电、门禁感应、高空抛物、燃
气报警等九大智能前端，有效预防各类
安全隐患。

数字赋能让社会治理“一张网”精准
对接百姓的诉求，但周市镇坚持以改革
为抓手，促成完善有效的工作办法，高效
解决百姓身边的“急难愁盼”。“小姑娘，
感谢你上次的热心服务啊，不仅耐心解
答我的问题，还送我盒饭，我太感动了！”
一大早，家住陆杨社区的陈老伯赶到周
市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拉着
工作人员的手不停地表示感谢。原来在
不久前，陈老伯来化解中心了解家里拆

迁进度。临近中午，工作人员便为他点
了外卖，并叫来出租车送他回家，政府热
心的服务让他十分暖心。

今年8月，周市镇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正式投入运行，通过统筹社
会治理局、周市派出所、司法所、集成指
挥中心等各部门资源，打造“一站式”为
民解忧“终点站”。目前化解中心共计受
理各类矛盾纠纷681件，调处624件，调
处率达91.62%。

内外兼修

村镇“颜值”越来越高

走进全国文明村周市镇市北村，一
条条道路连通家家户户，一片片绿地景
色怡人，一幢幢小楼错落有致，一户户
美丽庭院拥绿叠翠……这个曾经的“北
大荒”如今成为了人人安居乐业的幸福
家园，免费理发、上门服务的律师和医
生、丰富多彩的老年大学、体贴周到的
日托中心等，让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成
为现实。

置身于周市镇里泗泾自然村，整齐
的菜园、精美的墙绘让人眼前一亮，村民
们围坐在凉亭里，闲话家常，一幅乡风文
明的动人图景跃然眼前。“出门散步，每
天都能感觉到周围发生的点滴改变。”提
及这十年来的变化，村民盛阿毛笑着说。

在周市镇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
墙上的“牛皮癣”不见了，巷子的路灯更
亮了，宣传栏张贴上了公益广告，越来越
多笑容在身边居民脸上浮现。文明城市
创建，不能让乡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周市镇推动文明城市常态长效建设，出
台《周市镇文明城市常态长效建设三年
行动方案（2021—2023）》，明确线路图
和时间表，通过镇主要领导带队督查、分
管领导挂钩村（社区）、主管单位常态巡
查相结合的方式，主动查找不足、全力推
动整改，把压力传导到“神经末梢”。

外塑“高颜值”。整治环境卫生、规
范公共秩序、长效维护基础设施建设是
文明城市常态长效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

环。周市镇多部门联合，推进环境卫生、
停车秩序等“八大攻坚行动”和舒心家
园、移风易俗等“十大提升工程”；突出重
点场所、薄弱环节，开展“共建洁净家园
同创文明城市”全民大扫除等专项行动，
着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和群众
满意”的城镇环境。

内修“好气质”。涵养向上向善向美
的文明风尚，是文明城市建设的内在动
力。周市镇做优做精“红周到”社区行、

“美丽菜园”等“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项目，努力为民办实事、解民忧、纾民
困；开展“文明周市七件事”“每周一小
时 最暖是蔚洲”等文明养成活动，不断
提升居民文明素养，营造向上向善、共建
共享的社会共识。

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工作走深走实的
基础上，周市将文明城市常态长效建设
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靶向出击老旧小
区、背街小巷等城市管理中的痛点难点，
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工程，把难点打造成
亮点。2021年完成海鹏新村等4个老
旧小区改造，新改建道路19条、桥梁7
座、停车场10个，新增车位750个，新建
公交候车亭17座。完成“昆小薇”项目2
个，新建口袋公园4个。累计拆除面积
36.9万平方米，成功创建苏州市农村人
居环境示范镇，斜塘村等3个村获评苏
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示范村。

志愿服务

每一次奉献都有感动

跟老人说说话、帮老人理理发、给老
人量血压……重阳佳节之际，蔚舟志愿
者们来到周市镇部分村、社区开展“敬老
爱老”志愿活动，和老人们唠家常，了解
他们的生活和健康状态，叮嘱换季时要
注意保暖，“欢迎你们以后常来，哪怕就
是陪着聊聊天，我也觉得很舒心。”80
岁的陆爷爷亲切地拉住志愿者的手说。

昆山市蔚舟志愿者服务中心是由来
自周市镇的“中国好人”吴卫林与侯振康
组建，队伍于2020年正式成立，吸引了

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行业的志愿
者加入，通过志愿服务，将爱心传递给他
人，把温暖铺向远方。

志愿服务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
要标志。周市镇充分发挥两位“中国好
人”的榜样引领作用，带动周市广大居民
群众加入到文明城市常态长效建设中，
共同打造崇德向善的北部新城。同时，
还组织开展“周市好人”“文明和谐家庭”
等系列评选表彰活动，广泛宣传好人先
进事迹。

在榜样的带动下，“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周市生根开
花。如今，全镇志愿者从 2017 年的
5000人增加到现在的3.3万人，志愿者
队伍160支，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239
万小时，共有各级道德模范和好人22
人，在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建设、垃圾分
类、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工作中做出重
要贡献。

“我在这里已经生活十多年了，昆山
就是第二故乡，能为守护家园出一分力，
再累也值得。”年逾古稀的台胞王博鸿是
周市镇花都社区的居民。疫情防控期
间，由于部分保安未能及时返程到岗，小
区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王博鸿了解情
况后,主动站出来，志愿承担“守门员”的
职责,每天负责楼栋进出人员的身份确
认、体温测量等工作,配合社区为居家隔
离观察人员做好服务。

志愿者的奉献，不是一次热心、不是
一时热闹，想要行稳致远，需要一个平台
更规范、更科学、更制度化地整合力量。
为此，周市出台《周市镇志愿服务礼遇办
法》，详细规定了志愿服务信息记录、星
级志愿者评定标准及流程、表彰和激励
等内容，确保可落地、可操作。周市还上
线“蔚城新风”志愿服务系统，启动志愿
时长积分兑换礼品活动，引领更多人崇
德向善、共谱文明新风，为全镇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如今，文明已
经悄然融入周市人的生活，以文明为底
色的画卷正在周市大地上越绘越美。

昆山周市镇“外提颜值”“内修气质”同步发力

周而复“市”浇灌文明花
□ 徐衡 陈含章

□ 龙美娟 徐婷

向“新”而生

宜居宜业，北部新城加速崛起

栾树金花开秋色，一抹嫣红迷半
城。仲秋时节，缤纷的色彩洒满了周市
这座昆山北部新城。从高空俯瞰，满城
美景入画来。通畅的道路，绿树环绕着
的休闲广场，推动老镇区改造，一座座

“老家园”焕发“新活力”；北中环产业科
创带以中环为桥梁，东连夏驾河科创走
廊，西接阳澄湖科技园，一座座高楼拔地
而起，为周市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蜿
蜒起伏在河畔的生态廊道，散落在街角

的“口袋公园”绿“链”串“珠”，一幅宜居
宜业生态图景正扑面而来。

鳞次栉比的苏式建筑，路面宽阔平
整、车辆停放有序；推窗见绿，小区内有休
闲凉亭、公共空间新增了小游园；日间照
料中心欢声笑语，书场里弹词悠悠……走
进陆杨社区，白墙黑瓦的小区再现江南
水乡清爽风貌。

谁承想，在几年前这里是“老破旧”
的代名词。屋顶渗水、楼梯栏杆锈蚀破
损、下水管道老化等问题突出。为加快
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推动城市
转型发展，周市镇制定《老旧小区改造三
年行动计划》，从2020年到2022年，投
资5800万元力争完成全镇17个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提升全镇小区容貌和宜居
指数。

城镇更新，产业向“新”。在周市，城
镇更新的概念不止于传统意义上的旧城
改造，而是被赋予了新的产业内容，围绕

“一核一带一城一园”，圈层开发错位发
展，打开城市向上生长的全新空间。

在9月初公布的全省首批省级城市
更新试点项目名单中，周市粮库、陆杨
粮库等四个旧粮库改造项目的“昆山市
粮库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集”榜上有名。
其中，陆杨粮库位于周市镇友谊南路东
侧、新塘河北侧，建于20世纪90年代，
包含多栋风格各异的粮仓和一座模具
厂。项目通过艺术空间的营造，完善相
关配套设施，打造传统风貌与城市活动
相结合的生活休闲片区。建成以后，步
行桥横跨内河，休闲平台浮于水池之
上，与光仓艺术馆形成互动，营造活力
滨水体验空间。

城镇更新，向美而行。漫步在周市
街头，转角遇到美，口袋公园里市民们漫
步其中享受着惬意的时光，幸福的镜头
处处可见。走进华城美地小学南侧小游
园，桂子飘香，松柏、假山、翠竹、榉树相
映成趣，廊架、泰科石休闲凳下，传来阵
阵欢声笑语。“家门口有了小游园真惬
意，白天在这晒晒太阳，晚上跳广场舞。”
今年55岁的陈会珍，18年前从盐城来到
苏州，在她看来这是一座宜居幸福小城。

厚植绿色家底，增加碳汇能力。多年
来，周市镇坚持走生态绿色发展之路，城
乡建设在内外兼修中展露新颜。数据显

示，周市镇现有公共管养绿化面积615万
平方米，共建有公园、小游园34个，绿色
廊道33千米，慢行步道60千米。目前，
周市镇正在加快构建点、线、面协同发展
的生态格局。重点打造城隍潭、振东侨
乡、长江路入口和太仓塘河口四个生态门
户节点；基本建成杨林塘、金鸡河、太仓塘
三条生态廊道；提档升级体育生态公园，
全力打造北部生态中心，让绿色全面浸润
人心，让居民尽享“生态福利”。

十年向“新”发展，周市面貌日新月
异，城市发展与美好生活“双向奔赴”，显
著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执“绿”为笔

生态优先，铺陈“生态周市”新画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生态
理念的日益递进，十年间，“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的双向转换通道也逐渐拓宽。
走进皮尔博格（昆山）有色零部件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械手臂不停挥舞，
工人们正在马不停蹄地赶订单，制芯、熔
化、浇铸等工段生产井然有序。

作为一家开发、生产缸盖、缸体、进
气歧管的企业，原先皮尔博格在制芯生
产过程中会产生甲醛、酚类、三乙胺等挥
发性有机物并伴有异味。

2018年，公司投入3亿元对30台设
备进行无机技改，不仅实现了挥发性有
机物零排放，而且污染物和危废年排放
总量也分别削减56.86吨和455.3吨，降
幅约75%和91%。

“吸烟罩拆除了，刺鼻的焚烧垃圾味
道也消散了。”在皮尔博格工作10年的
黄鹏，是该公司的安环主管。在他看来，
企业变“绿”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技
改让企业成为行业的绿色生产标杆企
业，高端客户纷至沓来，去年公司销售额
突破12亿元。

从“负面典型”到获评昆山市“十佳
环境友好型企业”，皮尔博格的华丽转身
是周市镇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孕育
绿色发展动能的真实写照。

抬头可见蓝天白云，低头可见绿水
净土。视线转到洪双溇河畔，数只白
鹭在河畔湿地嬉戏，享受着惬意的秋

日时光。它们灵动的身影与波光粼粼
的河水、蔚蓝的天空、摇曳的鸢尾、芦
苇相互映衬，绘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
生态画卷。

陆杨社区居民段秀美今年68岁，十
年前她从溧阳定居苏州。在她的记忆
里，十年前的洪双溇是条黑臭河，空气
中弥漫着臭味，“而现在就像一幅水墨
画！”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
环境品质，2019年周市镇启动洪双溇河
道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水岸同治描绘

“水美长卷”。曾经的“生态伤疤”蝶变
“生态样板”。

“蓝天白云已然成为周市常客，青山
绿水成为老百姓的‘不动产’。”望着眼前
的美景，周市镇河长办主任吴振华感慨
万千。多年前，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直接
排入河道，导致这条“地标河”生态受损，
水质恶化，成为远近闻名的“黑臭河”。

为彻底根治顽疾，2019年周市镇以
壮士断腕的魄力，铁血治水，投入重资，
采用“生态湿地”工艺，通过“控污+生态
工程”手段对河道及岸线环境进行全面
生态治理。

如今，洪双溇水质已基本稳定达到
Ⅳ类水标准，氨氮、总磷指标达到地表Ⅱ
类水标准。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
批“精灵”安家落户，白鹭、夜鹭、小鹈鹕、
黑水鸡等纷至沓来。今年6月，洪双溇
获评“苏州最美幸福河湖”荣誉称号。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翻开
周市的“生态账单”，2021年，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87.9%，同比2016
年提升了5.6个百分点，PM2.5年均浓度
为28微克/立方米，同比2016年改善率
达39.13%。全镇328条河道Ⅳ类以上
河道占比超75%，共建设幸福河湖21
条，提升了水环境质量和河湖面貌。

峥嵘岁月求变，非凡十年为证。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十
年，钟灵毓秀的周市成为一方生态福地，
人民幸福生活的“含绿量”大幅度提升。

逐“美”而行

擦亮底色，描绘美美乡村新图景

秋意浓，走进周市镇市北村，清澈

的河水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民居前
鲜花簇簇；三两村民在小游园议事亭
里唠唠家常；移步换景，村口300亩优
质农田稻浪翻滚，颇具现代版“世外桃
源”风貌。

“过去的郭家湾是‘北大荒’，一穷二
白。现在吃穿不愁，日子越过越红火。”
提起现在的生活，在河边洗衣的村民顾
凤珍喜上眉梢。68岁的她，负责村里公
共厕所卫生打扫，加上村里的分红，年收
入超七万元。

事实上，顾凤珍们的幸福生活离不
开市北村党委书记吴根平。1997年，32
岁的他怀揣着强村富民的梦想回到市北
村。他凭着与村民同心同行同劳动的

“一线工作法”，制定“一产稳村，二产兴
村，三产强村”发展思路，提出“跳出市
北、发展市北、壮大市北”的发展战略。
2021年，实现村可支配收入2773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5.89万元。

市北村作为周市镇非凡十年的一
朵浪花，映射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辉煌
灿烂。

既要稻谷满仓，也要“诗和远方”。
近年来，周市镇坚持以省特色田园乡村
建设试点创建为抓手，高效指导乡村优
化规划布局，实现自然村庄规划编制全
覆盖，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
推动形成生态空间开放、城乡风貌各异
的一体化发展格局，让一个个村庄变成
令人流连忘返的城市“后花园”。2021
年获评“苏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工作示范镇”，全镇创建特色康居乡村
16个，振东自然村获评省级传统村落，
市北、斜塘等7个村获评苏州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示范村。

为了让乡村振兴更有温度，今年，周
市镇深化与国开行合作，实施北部新城城
乡融合提质增效项目，扎实开展人居环境

“百村共美”行动，完成33处农田连片及
闲置地整治，高标准建设农田1800亩，推
进鱼塘改造1200亩，渔业产业园二期（东
明、横娄）投入使用。下一步，周市镇将继
续通过党建引领，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推进农业高质高效，推动乡村宜居
宜业，实现农民富裕富足，加快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形成“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江南水乡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