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常熟市官场正流行一个词汇!!!生

态修复" 在常熟采访 !天#与常熟市委书

记惠建林$ 常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卫

星$常熟市委宣传部长潘志嘉$沙家浜镇

党委书记张建强长久交谈#生态修复这个

词汇高频率地从这几位主要官员嘴里蹦

出来#让我听着亲切#听得入神"

生态修复#这是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后

产生的新词#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 "#多年

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但在生态环境上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环境

污染严重#很多原来山清水秀的村庄#河水

发黑发臭#工业污水乱排#垃圾遍地"

生态修复#正当其时" 经济的快速发

展#使地方政府已积累起一定财力#有能

力对遭破坏的生态环境投入资金予以修

复" 而环境虽有相当程度破坏#但未到不

可逆转的程度#持久地予以修复#就能进

入良性循环#日积月累#定能量变到质变#

重新变回山清水秀的模样" 届时#生活富

裕#山川秀美就成为现实#这才是最高品

质的生活" 常熟的做法#值得借鉴"

采访札记!!! 生态修复正当其时 ! 朱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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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常熟，常熟
市委书记惠建林就
常熟的生态环境建
设，专门接受了本
报及姑苏晚报记者
的联合采访。
惠书记从常熟

的历史名城谈起。
他说：“山、水、城、
园有机融合的一座
生态文明城市，成
就了常熟历史文化
名城的美誉。大自
然给予的丰厚馈
赠，让这座城市一
直被世人推崇和向
往，而不断完善的
生态环境，则赋予
常熟经济社会发展
的无限活力。从‘尚
湖退田还湖’到‘虞
山恢复满山碧绿’，
再到‘昆承湖生态
修复’，以绿色生态
换百姓心态，用青
山绿水提升市民幸
福指数，成为了常
熟构建具有江南水
乡特色的现代化宜
居城市的不懈追
求。”

谈到绿色发展，惠书记说：“作为
苏南‘四小龙’之一，常熟多年来一直
位居全国百强县市的第一方阵。但随着
产业高端化的加快，城市现代化的进
程，部分传统行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一
度遭遇重重阻力。为此，常熟市委市政
府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倒逼产业转型
升级重要抓手，下大力气优化产业布
局，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绿色发展。两年
来，累计实施 !""多个节能工程和 #$%

个减排项目。对全市近 &%%多家化工、印
染、电镀、造纸等‘六小’企业开展环境专
项整治，先后关停并转&'(家企业，腾出
更多的环境容量支持绿色发展。”
展望常熟未来，惠书记信心满怀：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常熟城市整
体生态修复正在加快推进。目前常熟
正全面打造以尚湖、昆承湖、南湖‘三
湖’为核心的 #(%平方公里城市生态
圈，提出将通过 $年时间的努力，形成
‘青山入城，七溪贯城，三湖映城，绿扇
润城’的市域空间景观框架。”

姑苏晚报记者 袁鼎

本报记者 梅璎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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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微风送来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泥土花草散
发出的芬芳。眼前水天一色，绿意盎然，耳边古
琴悠悠，虫鸟争鸣。这里就是常熟尚湖。
相传三千年前，姜太公为避商纣暴政，曾到

这里垂钓，太公名尚字子牙，尚湖由此得名。之
后，许多文人墨客流连于此，吟诗泛舟，好不快
活。然而在上世纪 )%年代，美丽的尚湖被抽干，
改造成一片低洼稻田。世代打鱼为生的尚湖渔
业大队的 *""余位渔民被迫改行种地。曾任渔
业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翠妧今年已 &+ 岁，她
说：“填湖后数年间，因土地缺乏养料，粮食收成
很不理想。”围湖造田后还引发一系列生态恶
果：尚湖边素有“十里青山”之誉的虞山，树林成
片枯死，气候变得干燥闷热。
转折出现在 +'&$年。那年 *月 (,日，常熟

引长江水入湖，干涸了 +&年的尚湖重现千顷碧
波，尚湖的生态建设也由此起步。湖中的荷香

洲、钓鱼渚等岛和环湖地带大规模植树造林。
如今，以池杉为主体的湿地林，已经扩至

+"万平方米，不仅成了独特的水上森林景观，
还是鸟类主要的栖息地。湖畔香樟、垂柳、玉兰
等 +*,个科目的 ,"万株树木，勾勒出一个浓荫
蔽日的水边天堂，绿地部分的绿化覆盖率达
'(-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不仅植树，沿湖所有工厂被全部搬迁，从源

头上阻断污染。至今，尚湖保持着国家二级水
质，成为常熟饮用水备用水源，被国务院原副总
理曾培炎称为“太湖流域水质保护的典范”。

(%%&年，虞山尚湖旅游度假区建成，尚湖
生态修复工程进一步升级。度假区管委会斥资
!亿元，把之前尚湖周边村庄抵押出去的多宗
土地全部回购，并对废窑坑、旧鱼塘深浅不一的
地貌统一平整修复。近年来，管委会又启动了东
扩西扩两大疏浚工程，使尚湖水面从 #.(万亩

增加到了 #.$万亩，还建成了水域中心及周围
$%%%亩的生态景观陆地。
为保护这颗水上明珠，常熟市终止在尚湖

发展渔业。尚湖大多数渔民如今二度上岸。可是
这一次，政府不仅为他们安排了工作，每位渔民
每月还有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年至少
能拿到两三万元。
鸟类资源近年来也丰富了起来。常熟理工

学院的老师卢祥云 (%多年坚持观鸟，他在尚湖
观测到的鸟类达 &'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白鹳、黑鹳、中华秋沙鸭。更有意思的是，白
鹭、灰鹭等一些候鸟，来到这里变成了留鸟，一
年四季都驻守在尚湖。
夏日的风送来阵阵荷香，太公岛上的姜太

公像垂竿端坐，以智者的姿态守护着一汪碧水，
一方福地。

本报记者 王文佳 梅璎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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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祥的跑船人生!"#$

百姓梦

! ! ! !今年 $,岁的刘义祥精瘦、黝黑。#'*&年第一
次跑船至今，他和水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年，
常熟昆承湖开发水上旅游项目，刘义祥凭着 ,%多
年跑船经验，成为湖上资格最老的“船老大”。
刘义祥常说，他的跑船人生是随着昆承湖的

水起水落而兜兜转转。
#'*&年刘义祥刚参加工作，就在常熟航运公

司跟着跑船。那时最热门的航线之一就是从常熟
到上海，石料、沙土，各种建材常常装满十几条拖
船，浩浩荡荡行驶在河道上。
刘义祥记得当年的昆承湖“漂亮得没法说。”大

晴天里，水底下游动的鱼能看得一清二楚。口渴了，
他就趴在船舷边从湖里掬起一捧水咕嘟喝下，一股
清凉直透心扉。只是口袋里没钱，日子过得真穷。

在驶出昆承湖前，刘义祥总会舀起两大缸湖
水备着。“那时上海苏州河又黑又臭，我们就把昆
承湖的水一路带着当淡水补充。”在昆承湖跑船的
日子里，刘义祥结婚生子，当上了船老大。
然而从 '%年代初起，环昆承湖一下子出现

大大小小的工厂，渔民也一阵风似地在湖内围网
养殖。在刘义祥印象里，从此昆承湖不再碧波万
顷，密密麻麻的围网夹杂着大量生活生产垃圾，
湖水开始泛浑，人们再也不敢下湖游泳。刘义祥
从昆承湖备水的日子也不再继续。
伴随着长三角高速公路网的建成，公路运输

火了起来。速度慢、周转麻烦的河道航运逐渐凋
零。迫于生计，刘义祥离开昆承湖，到长江跑起了
南京至武汉的航运，这一跑就是十多年。

(%%)年 #%月，常熟市投入巨资，全面启动昆
承湖的生态修复工程。$%%%多亩围网被拆除，$,家
沿湖企业关停并转，湖底的淤泥得到大面积清除。
经过 ,年，昆承湖整治初显成效，湖水水质从劣五
类恢复到三类。如今，湖畔池杉成荫，成群野鸭、白
鹭栖息林间，临湖凭眺，波光粼粼，水清鱼跃。昆承
湖成了常熟又一个旅游点。凭着 ,%多年跑船经验，
刘义祥成为昆承湖上第一批驾驶游艇的“船老大”。

,年来，每天早晨 &点半，刘义祥都会准时出
现在昆承湖边的游艇码头，等待最早一批游客的
到来，一天最多的时候，刘义祥要在昆承湖上跑上
$%至 )%圈。工作虽然辛苦，但他很知足。重现碧波
的湖水，绿树成荫的岸堤，常让刘义祥感慨又回到
当年昆承湖跑船日子，但现在比当年富了。

对于未来，刘义祥说他最大的梦想是昆承
湖能变回原先那无法言说的美丽。最初在昆承
湖跑船的风和日丽，是刘义祥跑船人生中最美
好的回忆。 本报记者 梅璎迪 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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