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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治理江苏新答卷：

2023年太湖水质
达16年来最好水平

七大方面工作落地落细落实，努力打造全国湖泊治理标杆

“三新三最”看太湖水质、藻情、流域治理新变化

探索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径

太湖流域地跨江苏省、浙江省和
上海市，是长三角的核心区域，也是
我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之一。太湖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
不仅是江苏省重要的生态资源，更是
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支撑，每年为
沪苏浙“两省一市”提供超过21亿立
方米优质自来水水源。

蒋巍介绍，近年来，太湖流域以
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有力支撑了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全流域以0.4%的
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0%的经济总
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2倍以上。江苏省流域五市中有

4个城市GDP超过万亿；9个县均为
全国县域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并包揽
前4名。流域五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上工业比重较全省平均水平高
出1.9～7.2个百分点。

太湖流域涌现出一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实践案例，“溧
阳市构建以水生态容量为重点的生态
产品交易”“张家港市推动环境权益变
真金白银”“宜兴市不断推进产业生态
化和生态产业化”等入选生态环境系
统2022年度“十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典型案例”，太湖生态岛获批自然资源
部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成绩取得的背后，是太湖综合治
理工作的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江苏
高位推动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深入
推进产业绿色发展、持续加强控源减
污力度、稳步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全
面深化湖西片区治理、圆满实现太湖
安全度夏、持续提升太湖治理效能。

省委、省政府把太湖治理作为
“国之大者”，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亲
自推进。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由省政
府领导同志牵头，围绕“全面加强太
湖治理”开展专题调研，在此基础上，
编制、实施《推进新一轮太湖综合治
理行动方案》。省委常委会每季度专
题听取行动方案贯彻落实情况汇报，
省政府每月召开一次太湖治理现场
推进会，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持续提高流域绿色发展水平，全
面削减工业污染排放。一方面，大力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苏锡常三市新增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62家，占全省
总数近六成。另一方面，加大涉磷企
业整治力度。对流域20273家涉磷企
业按照“规范提升一批、入园进区一
批、关停淘汰一批”原则持续深化整
治，全面建立“磷账本”“磷清单”。

坚持把提高控源减污水平作为
太湖治理的关键之举。2023年新增
城镇污水处理能力49.1万吨/日，累
计处理能力达944万吨/日。进一步
收严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将太
湖一、二级保护区以及苏南运河两岸
1公里纳入重点区域，实施差异化管
控，61家城镇污水处理厂实施新一
轮提标改造。太湖流域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提高到83.8%，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约43个百分点。

创建4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和16个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流域五市30个县
（市、区）中有29个基本完成生物多
样性本底调查，2024年底前将实现

“全覆盖”。太湖鱼类物种较“禁捕”
前大幅增加，太湖“三白”之一的白鱼
以及重点保护物种中国淡水蛏在全
湖主要湖区均有检出。流域范围内
鸟类资源丰富，达382种，白鹤、白头
鹤、黑脸琵鹭、黄嘴白鹭等一批国家
重点保护物种近年来陆续被发现。

蒋巍表示，下一步省生态环境厅
将会同省治太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坚
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
绕“实质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前瞻性
准备”要求，对照工作方案和行动计
划，对照水质提升整治和产业协同发
展，不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持之
以恒将《推进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行
动方案》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落实，努力
为全国湖泊治理树立样板和标杆。

蒋巍表示，过去一年，在省委省
政府坚强领导下，太湖流域各地和省
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太湖治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四届四次、五
次全会和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深入推进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
治太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2023 年，太湖水质藻情达到
2007 年以来最好水平，连续 16 年
实现安全度夏。”针对太湖水质藻
情，蒋巍用“三新三最”进行概括。
具体来看：湖体水质实现新改善，

指标达到 2007 年以来最好。根据
国家考核数据，太湖湖体高锰酸盐
指数和氨氮稳定保持在Ⅱ类和Ⅰ
类，总磷为 0.052 毫克/升，总氮为
1.09 毫克/升，同比分别下降 17.5%
和 9.9%。东部湖区稳定保持在Ⅲ
类，湖心区首次达到Ⅲ类，西部湖
区水质大幅好转。上半年太湖水质
首次达到良好湖泊标准。

蓝藻防控实现新成效，藻情达到
2007年以来最轻。全年发现蓝藻水
华53次，同比减少51次，平均面积、
最大面积、藻密度同比下降45.7%、

50.8%和30.3%，连续16年实现安全
度夏。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达
到 3.08，从“良好”提升到“优秀”等
级。湖体水生植被面积达到200平
方千米，同比增加25.8%。

流域治理实现新提升，重点断面
优Ⅲ比例达到2007年以来最高。流
域 206 个 重 点 断 面 优 Ⅲ 比 例 为
96.6%，其中河流断面水质全部达Ⅲ
类及以上，全年总磷、总氮入湖通量
同比下降 2.9%、25.5%。流域 19 个
湖库水质持续改善，长荡湖水质提升
一个等级达到Ⅳ类。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
在兹、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
2023年3月5日，在参加十四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询问了太湖
水质。同年7月7日，总书记考察江
苏时再次强调，要“把长江和太湖流
域等生态环境保护好”。

2024年2月27日，江苏省政府
举行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成效新闻
发布会，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蒋
巍介绍了相关情况，晒出2023年治
太“成绩单”：2023年，太湖水质藻
情达到2007年以来最好水平，连续
16年实现安全度夏。此外，太湖流
域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有力支撑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正探索走出
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的路径。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红艳

苏州太湖三山岛环岛湿地生态修复案例
江苏省林业局供图

太湖美景如画 无锡市滨湖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