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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治理走深走实 历史文化名城澎湃新动能

苏州：构建现代水网 建设幸福河湖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
了真江南！”

这个春天，苏州很“火”，
小桥流水，诗意江南，人间天
堂，水韵悠长。苏州因水而
兴、缘水而美，水是苏州的灵
魂，更是苏州的命脉。苏州坚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聚焦水治理能力建设，
系统做好水安全、水生态、水
资源、水文化四篇“水文章”。
2022年苏州发出总河长令，
部署“构建现代水网 建设幸
福河湖”，提出到2025年全
市建成区基本建成幸福河湖，
农村幸福河湖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全力绘就水清、岸绿、景
美、文兴新画卷。

河长领治
治水责任进一步夯实

深化河湖长制重大改革，是解决复杂水
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河长
制实施6年来，苏州集中党政部门和社会力
量，丰富和完善河湖治理与保护各项工作，
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迈出坚实步
伐。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分别达
93.3%、96.3%，13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
达标，太湖苏州片区水质达“十三五”以来最
好水平；在全省率先开展“消劣争优”行动，
累计治理857条城乡劣Ⅴ类河道，城市建成
区基本实现“消劣”，建成1690条幸福河湖，
七浦塘获评全国“最美家乡河”（全省唯
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连续9年获省优秀
等次，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经验，入选住建部
案例；联合河长制工作经验，入选《解码中
国之治——贯彻新发展理念实践案例精选
2021》《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典型案例汇
编》……2022年，苏州再次交出亮眼的治水

“成绩单”。
治理水平整体提升、河湖面貌日益改

善、多重价值有效彰显，这背后是苏州以河
湖长制引领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行
动自觉。市第一总河长、总河长围绕国家发
展战略，从长三角一体化到区域一体化，从
太浦河联保共治到漕湖、鹅真荡绿色发展，
从大江大河治理到古城河道保护，重点部署

“一山一策”“一湖一策”，要求坚持生态保
护、系统治理。

制度精细，治河才有效力。苏州不断完
善河长制工作责任链条，巩固“党政领导，一
级抓一级；河长主导，层层抓落实；社会引
导，全民共参与”工作体系，按照“认河更全
面、巡河更到位、治河更彻底、护河更长效”
的思路，赋予河长治水新内涵。全市24643
条河道配备5500名河湖长，实现五级河湖长
全覆盖。2022年，18位市级河湖长巡河51
次，完成市级“一事一办”清单282项，全市各
级河湖长现场检查超18万次，推动解决问题
3.4万项。建立河湖长履职定期评价机制，常
态化开展履职督察，发布基层河长履职“红
黑榜”，强化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出台河
湖长工作规范，开展河湖长制业务培训，促
进河湖长尽责治水。将河湖长制工作纳入
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考核，强化结果运用，以考促干、以考创优，
推动各项工作部署全面落实落地。

协同创新
联合机制进一步巩固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苏州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
更好地服务和支持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开工建设沪苏嘉城际铁路水乡旅游线，与上
海青浦、浙江嘉兴建立环淀山湖生态共治机
制，携手共推跨界河湖联合治理。

今年3月，吴江、青浦、嘉善三地河长办
联合签发《示范区联合河湖长制2023年工作
要点》，制定四方面15项工作任务，持续推动
跨界河湖联保共治，不断擦亮示范区生态底
色。为做实联合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督
查、考核等制度规定，持续加强区（县）、镇两
级河长办横向联动，三地加快补充完善示范
区联合河湖长制工作规范。工作规范的建
立，将进一步推动示范区内跨界河湖协同治
理的精细化标准化，为整个太湖流域，
乃至全国的跨界河湖治理提供经验。

“这项工作规范建立健全跨界河湖

的基础档案，推动开展联合巡湖、联合管护、
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理等各项任务，
对于日常巡河发现的问题如何处置、依据是
什么等一系列内容都进行了明确，可以说是全
面总结、提炼了示范区联合河湖长制相关制度
机制和实际操作办法。”吴江区水利工程运行
中心负责人介绍道。

一条望虞河，串联起苏州、无锡两市。
2019年起，两地建立望虞河联合河长制，破
除行政区域壁垒，形成了联合巡河、联合监
测、联合执法、联合保洁和信息共享五大机
制，市县镇村四级互聘联合河长，联合治理的
新格局有效构建，这是苏州实行联合河长制
的一个缩影。今年，苏州深化苏锡协同发展，
治水活力深度激发。与无锡开展“漕湖—鹅
真荡”生态绿色一体化协同发展示范区合作，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制度经验得到有效复
制。助力市域一体化，聚焦G60科创走廊、

“环太湖科创圈”、“吴淞江科创带”滨水绿廊
建设，传承塘浦圩田和桑基鱼塘文脉精髓，打
造澄湖地区、环长漾片区等鱼米之乡样板
区。坚守“一河清水送下游”的担当，强化上
下游协作，连续5年为“进博会”成功举办提供
坚实水环境保障。建立太湖流域（苏州）水行
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推广“河湖
长+检察长”协作模式，协同开展公益诉讼43
起，凝聚行政和司法保护合力。江苏省河湖
长制研究院首个分院落地苏州，有力推动了
河湖治理工作与产业链创新链互动互促。

“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苏州
深化创新联合河长制，丰富五大联合机制内
涵，在实现451条跨界河湖联保共治全覆盖
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乡镇级跨界河湖协同共
治机制的建设，扩大“共保水安全、共治水环
境、共复水生态”模式覆盖面。创新建立河
长制联合行动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和一
线优势，整合资源、聚智聚力，十一圩港共建
共治联合行动支部、盐铁塘沿岸企业河长联
合行动支部等纷纷建立，成为推进河湖治理
和重点项目调度的有力抓手，全过程助力河
长治河护河的先行先试。

系统治理
河湖环境进一步改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苏州攻坚污染防治，持续深入开展“消
劣争优”，2022年消除劣Ⅴ类河道486条，建
设幸福河湖630条。实施污水处理厂网统一
管理，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质效，新增生活污
水处理规模24.65万吨/日。推进工业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新增工业废水处理能力5万
吨/日。推进505个长江排污口、2746个太
湖排污口整治，持续推进太湖、阳澄湖、淀山
湖等重点湖泊综合治理，加强总磷污染控
制。强化农业面源治理，完成高标准池塘改
造 30.41 万亩，推进化肥农药使用减量增
效。持续实施长江禁捕专项行动，非法捕捞
案件查处率和移送率均达100%。开展区域
再生水循环利用，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
年下降7.6%。严格岸线管控，完成7304公
里河湖管理范围线划定。开展碍洪问题专
项整治，恢复河道水域面积3.38万平方米。

“以前坐在家里都不愿意开门窗，现在
好了，污水乱排、偷排现象没有了，望虞河的
水越来越清澈了。”常熟市尚湖镇新和村村
民们散步时感慨道。

苏州依托“一轴、两带、六廊、三群、五
网”格局，提速幸福河湖的集中连片建设。
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推进太
湖“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加快生态岛
环湖湿地带建设，构建太湖水源地“水下森

林”，全市自然湿地保护率超70%。完成淀
山湖环湖生态治理项目，元荡岸线实现全线
贯通，水乡客厅建设持续加速。

悠悠十里斜塘河，串联了金鸡湖中央商
务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和高端制造与国际
贸易区。今日的斜塘河，已由航道、农河逐渐
演变成一条城市景观、生态河，水兴文脉，烟
柳画桥，亲水休闲，怡然自得。两岸郁郁葱
葱、杉林浸染、美不胜收，鳞次栉比的居民区、
繁华的商业街区、密布的高科技园区、高校林
立的大学城，呈现现代化新气象。斜塘河河
长制文化主题公园暨“春风十里”红色步道临
河建成，创新“党建+河长制”工作思路，着力
打造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河湖党课”实境课
堂。苏州工业园区首创“河长联盟”，246名官
方河长、7位检察官、36家企业负责人、14家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287名民间河长构建

“河长联盟”体系，社会各方共同推进巡河、护
河、治河工作，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努力
实现“政府治水”向“全民治水”转变。

全域建设
治水活力进一步迸发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苏州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纵深推进河湖长制改革，以

“敢”的勇气、“闯”的魄力，亮出“拼”的劲头、
“干”的行动，勇毅前行奋斗、持续创新创优，
以打造高品质河湖服务社会高质量发展。

强化底线思维，全面守护“水安全”。强
化水网建设导向，以吴淞江整治工程为牵

引，以“三横两纵”骨干水系
构架为依托，系统布局“通江
达湖、河湖畅通”的现代水
网。实施长江、太浦河、
望虞河防洪能力提升
工程，持续巩固防洪
屏障、增强区域外排

能力。推动河湖治理
数字化转型应用，加强

对防汛排涝、引水抗旱等
领域风险感知，构建强韧城
市生命线，全面提高水旱灾

害防御能力。以最严标准做好
长江、太湖、阳澄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强化
从源头到龙头的全周期监管，切实保障生产
生活用水安全。

强化河湖治理，大力做优“水生态”。深
入实施“一河（湖）一策、一断面一方案”，开
展EOD模式、NbS理念机制运用，有效复苏
河湖生态环境。坚持“产业在沿江转型、创
新在城区集聚”，加快产业结构“调高、调轻、
调优”步伐。分解落实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总体方案，开展阳澄湖综合整治和阳澄
湖地区水环境治理，助力长江经济带发展。
以供排水一体化改革为目标，推进清水互联
互通、污水统一管理，实现全市域“供水优
质、排水无忧”。加快长江、太湖入河排污口
整治与“消劣争优”攻坚，2023年底完成入河
排污口整治，基本消除城乡劣Ⅴ类河道，城
市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达 85%以上。到
2025年，城市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达90%以
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100%。

强化价值实现，管好用好“水资源”。贯
彻节水即减排、节水即降碳理念，提升水资源
利用效率。深化节水型社会建设，实行用水
总量和强度双控，严格控制新上“高耗水”项
目，推进城乡节水降损、工业节水减排、农业
节水增效，提高非常规水、淤泥、藻泥资源化
利用水平。积极探索水权交易模式，建立“水
权交易池”平台市场，优化配置水资源。2023
年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11.4%，到
2025年下降19%，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0%以上。深化生态产品价值机制，结合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水韵苏州建设等，提质升级
生态产品文化服务资源，到2025年，初步形
成全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

强化特色挖掘，深入弘扬“水文化”。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深入研究苏州治水过程中
形成并发展的水文化，串联盘活旅游景区和
水巷民居等区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开发具有水乡特色的文博旅行线路，推动苏
州“博物馆之城”更具水文化影响力。高质量
建设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及太湖水
文化馆、特色历史水街，推进国家级、省级水
利风景区创建，多维度展现江南魅力。将幸
福河湖建设与古城保护、城乡发展有机结合，
在强化运河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基础上加快文
旅融合，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精彩苏州段。高
水平服务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建设，持续深化联合河长制，树立“全民治水”
新风尚，促进幸福河湖共建共治共享。

春光正好，柳色意浓。行走涟漪水乡
间，河流穿城而过，鱼翔浅底、云鸟翔集，一
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正在苏州大
地上徐徐铺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