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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湖泊众多，河道纵横，弥散着隽永醇正

的江南水乡风情，历史上即有“水国之胜，当天下

第一”的赞誉。

这里，毗邻太湖，与上海、浙江唇齿相依，区位

独特，更是享誉海内外的“电子之城”“丝绸之府”

“电缆之都”。

……

地处“长三角”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平

衡协调发展？

面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美丽中国”的时代命

题，吴江人不仅早早开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

探索与实践，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科学发

展的“脉搏”紧密相连，用心谱写着一幅产业强、城

市新、乡村美、生活乐的“乐居吴江”画卷。

大生态格局给力“乐居吴江”

“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楼在园中、人在景中”，

出门 300 米就能步入绿色空间，城镇绿化覆盖率

和陆地森林覆盖率分别达 45.7%和 26.3%……

漫步吴江，这座江南水乡无时无处不散发着

生态之城的独特与魅力。

“优越的生态环境是宜居的天然秉赋，是乐居

的坚实基础，更是发展的重要品牌。”吴江人清醒

地认识到，从宜居、利居到乐居，不仅仅需要经济

数据的提升、城市规模的扩大，更需要人与环境的

和谐共进。

早在 2009 年前，吴江人即提出了全面建设

“乐居吴江”的战略目标，制定并形成了包括 6 大

类 42项指标的“乐居指数”，明确要把吴江建设成

为“经济高度发达、生活普遍富足、环境友好亲善、

社会和谐公平、人民充分满意”的乐居之城。

始于 2008 年的吴江东太湖综合整治工程正

是吴江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5 年多时间内，通过退渔还湖、退垦还湖、行

洪泄水通道疏浚、生态清淤、生态修复，6 万吨有

机质、0.184 万吨总磷、1.03 万吨总氮等被一次性

移出湖底，从根本上改善了太湖的水容量和水质，

20 万亩水面重还太湖，再现了碧波美景、湖光山

色，东太湖也由此被称为苏州“最生态”之地。

与此同时，吴江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养殖污染

和农业面源污染损害湖泊和环境。深入开展“五

铁一号”环保执法专项行动，关停并转一批产能落

后企业，坚持节能减排绿色增长不动摇，有效遏制

了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目前，吴江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 100%，农

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99.7%，主要河流湖泊始

终保持三到四类水质，东太湖常年保持一级空气

二类水，13个小康断面水质达标率达 100%。

不仅仅是做好“水文章”，围绕发展循环经

济 、低 碳 经 济 、生 态 经 济 ，经 过 多 年 不 懈 的 努

力，吴江已经交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张优

异“答卷”——

2003 年 成 功 创 建“ 国 家 环 保 模 范 城 市 ”、

2004 年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区”；2008 年，通过

环 境 保 护 部 国 家 生 态 市 考 核 ，2009 年 被 评 为

“ 中 国 十 佳 休 闲 宜 居 生 态 城 市 ”，2011 年 获 得

“国家生态市”荣誉称号……

然而，吴江人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更高

水平“乐居吴江”的脚步并没有止歇——

2011 年 8 月，吴江制定并下发了《关于推进

吴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确定了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 6 大体系、10 大专项行动、20 项重

点工程的“612”建设体系，吴江的生态文明建

设跃入新阶段；

2012 年，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三年（2012—

2014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2013 年，旨在统筹未来三年的城乡发展重

点，达到大力度拉动发展、大手笔改善民生、大架

构 拓 展 空 间 、大 范 围 优 化 生 态 的 高 度 统 一 的

“1058”工程开始实施；

……

在城市，围绕“两片、两环、十园、多脉”的新规

划，吴江城市绿景工程大手笔进行；在乡村，吴江

打出“美丽乡村”牌，全面实施村庄环境整治长效

化管理，道路修筑、河道整治、绿化美化等项目建

设让江南水乡旧貌换新颜。如今，一个水绿一体

交相辉映、优美乡村星罗棋布的城乡生态格局正

在吴江日益凸显。

迎“生态拐点”领跑“太湖时代”

2012年 9月 17日，东太湖水域。

两根长 950 米，每根重 30 吨的防水抗高压海

缆缓缓放入。令吴江人骄傲的是，这两根电缆

的制造者是吴江土生土长的亨通集团，也是全

球能配套全部海洋通信系统的 5 家电缆企业中

唯一的中国企业。

无可否认，一个城市的生态建设，与产业优化

提升息息相关。

人口密度高、工业企业多，要获得经济发展与

生态向好之间的博弈平衡，必须大力发挥生态文

明建设倒逼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加快调整产业

结构，推动经济发展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

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发展转变，以最小的资源环境

代价支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吴江狠抓产业调

整，全力构建生态文明产业体系。

一方面，以差别化、信息化、品牌化为重点，优

化产品结构，促进装备升级，进一步提升电子信

息、丝绸纺织、装备制造和光电缆产业竞争优势；

以智力型、创造型、前瞻型为重点，加快抢占新能

源、新材料和生物医药产业竞争高地，特别是加快

壮大新型食品加工业，拓展更大发展空间。同

时 ，大 力 推 进 研 发 创 新 、工 业 设 计 和 专 利 转

化，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加强工业与

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企业结构由“橄榄形”向

“哑铃形”升级……

经过多年不懈的探索实践，2012 年，这座县

域经济始终名列全国十强方阵，处处彰显江南风

情山水生态的城市迎来了历史性的“拐点”——

2012 年，吴江撤市设区，掀开了“同城苏州”

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翻开苏州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新版图，濒临

太湖的吴江滨湖新城正好位于苏州城区的中心

位置。

这座濒临太湖岸线 47公里，周边没有一家工

厂、充满现代气息的生态新城，正是苏州未来南部

重要的战略空间发展腹地，也是迈入“太湖时代”

的吴江瞄准建设苏州“南部现代新城区”新高度，

抢抓机遇，加快崛起的战略高地。

“城市化引领城乡一体化，加快太湖新城建设

是重中之重。”苏州市副市长、吴江区委书记徐明

说，太湖新城既承担着打造 21世纪苏州城市建设

最大亮点的重大使命，也承担着打造苏州南部现

代新城区发展引擎的重要功能。因此，太湖新城

建设绝不能走传统城镇发展的老路，必须以国际

品质、国内一流为标准，做到全苏州最亮、环太湖

最佳、长三角最美。

2012 年，吴江共实施太湖新城产业发展规

划、230 省道以东及度假区城市设计、绿轴景观

设计等规划 20 多项。同时，新城建设“快马加

鞭”，完成绿化 300 万平方米、15 条主次干道通

车……吴江正依托太湖人文及生态优势，按照

国际一流标准，集中发展商务商业、总部经济、

旅 游 休 闲 和 高 端 居 住 ，努 力 形 成“ 双 核 ”“ 双

轴 ”“ 多 点 ”的 城 市 空 间 结 构 和“ 一 带 ”“ 两 廊 ”

“三楔”的生态绿化格局。

走进位于太湖新城的吴江“东太湖生态园”，

木质亲水平台将碧波太湖直接引入怀抱，正在建

设的绿色餐饮、温泉泡池、精品别墅酒店等服务设

施初具雏形……这座一期占地 71 亩的生态园已

成为太湖新城建设的一大生态亮点。

不仅于此。2013 年 11 月 29 日，吴江城区首

个城市湿地公园芦荡湖湿地公园正式开园。与此

同时，城区规划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城市公园吴

江胜地生态公园也同日启动……不远的未来，一

条“东太湖百里风光带”更将旖旎呈现。

一个个生态景观和设施的打造，不仅仅是提

升城市生活品质的一个个魅力舞台，更是一条条

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文化纽带和生态绿道。

坐拥古镇名园、水乡风貌、丝绸文化，今天的

“苏州湾”畔，一个城湖一体、水绿相依的活力新城

正轮廓初现，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与经济

协调发展的“乐居之城”正创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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