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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

壤污染综合治理。这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土壤污染防治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重要内容，也是江苏推进生态环境高质量和建设美丽江苏的重要基础工程。苏州近年来认真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 2019年 1月 1日正式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土壤污染防治先试先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人们对苏州的第一印象。苏州地处江南，西抱太湖、北依长江，是长三角的

中心城市之一，平原总面积占 54.8%。在苏州，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起，江苏省先后印发了《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

动方案》《江苏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文件，对我省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工作

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根据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逐步落实土壤污染防治的属地责任。2017年 5月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成立省土壤防治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并向 13个设区市下达了 2017年度土

壤环境保护目标任务书。

一根根冲入云霄的烟囱，曾经是人们对城市繁荣兴盛的一个印象，如今，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科学论断的提出，大大小小的工厂逐渐远离城市居民视野。然而，他们的消失并没有彻底解决城市土壤污

染的问题。如何治好这些生病的土壤，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城市管理者案头的一件大事。苏州，作为

长三角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起步较早、先试先行。



打造国家土壤污染治理试点项目

2014 年发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污染超标率达 16.1%，污染面积约

为 101.43万平方公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的城市工业用地转为居住或商业用地甚至是耕地，受污染

的土壤不修复，后果不堪设想。

在土地使用转换的过程中，每年都有大量企业试图在治理中获利。其中一部分非专业性企业，在处理

受污染土壤的过程中“简单粗暴”，要么异地填埋，要么简单焚烧，和真正的土壤修复治理相距甚远。这

样不仅劳民伤财，还会造成二次污染。

给土壤“动手术”是个技术活儿。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自 2010年以来，先后对已收储的 10余宗涉及

化工、电镀、印染、石油加工等项目的污染地块进行了土壤调查，并开展治理工作。在苏州溶剂厂原址北

区污染场地治理项目上，更是探索出苏州模式，成为国家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

原苏州溶剂厂位于苏州市中心城区的黄金地段，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块主要受苯系物、氯苯、石油烃等

污染，污染深度-1至-18米不等，污染面积约 3万平方米，污染土壤量约 28万立方米，污染最大超标 81.8

倍。

苏州溶剂厂原址北区土壤污染治理项目是全球最大的原位热脱附污染治理修复场地，也是全国污染治

理修复示范项目之一。该项目引进全球领先的原位热脱附修复技术，具有速度快、污染物去除彻底、二次

污染小等特点。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效果评估，成为苏州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绿色名片”。

探索富有特色、可持续的治土模式

在土壤污染防治中，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因“地”制宜，不断探索出具有苏州特色的可持续治土模式。

提升工作效率。污染土壤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很多部门，必须部门联动、形成合力，才能高效

推进。为此，苏州市组建了多部门联合的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作组，由土地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共同

牵头，协调解决在修复治理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依靠部门联动，较好地解决了立项、施工许可、

环境影响评价、大负荷临时用电申请安装、临水接入和废水纳管、二次污染防控、社会稳定工作、舆情引

导等问题，切实保障了项目平稳、有序、高效推进。

建立规范标准。标准是土壤修复问题的核心。面对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苏州坚持

从自身实际出发，扎实开展了露采矿山整治、砖瓦窑业治理、地面沉降防治、污染土壤修复等一连串的治

理工程，坚决做好绿水青山的“守护者”。土壤修复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安全？一个场地一个样，

每个场地土壤污染情况不同，土地利用功能不同，修复方案和修复目标就不同。为此，公开招投标制度、

专家论证制度、财政评审制度、跟踪审计制度、工程和环境监理制度五大制度的建立尤为重要，不仅可以

规范土壤污染防治过程中的问题，而且对实施全过程严格监管，确保受污染场地在开发利用前都得到有效

修复。这些制度的设立，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寻找帮手破题。邀请国内顶级土壤修复治理专家、国内十大修复治理企业技术老总进行技术咨询，集

思广益，多方论证筛选最优的治理技术方案。率先在苏州使用原位热脱附修复技术。该技术具有二次污染

风险低、对土壤环境破坏小、治理过程中无异味、污染去除彻底等优势。围绕该技术应用，苏州市先后与

国内 20多个城市的业主、行业主管部门、国内外专家开展各类技术研讨。



提升耕地品质。耕地资源是重要的战略性生态资源，具有维系国计民生、强力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耕地资源不仅仅是防治的问题，更是恢复再利用的问题。如果耕地土壤中重金属

和农残超标，种出来的农产品被人食用，后果可想而知。通过“手术”，工业地块土壤的“病”会越来越

少，情况也会越来越可控。但对耕地而言，除了没有毒害，还得肥沃，要给土壤“吃点营养品，补补身子”。

苏州积极探索污染耕地修复模式，落实环境风险评估要求，找准病灶“对症下药”，修复技术“因污制宜”。

“十二五”期间，苏州新增耕地约 9.6万亩，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150万亩，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达 253万

亩，整治土地近 30万亩，耕地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目前，国内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没有代差，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也不存在障碍，国内企

业主要是在防治经验、辅助材料配套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存在不足。苏州以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科技支

撑，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创业为驱动，建成产学研一体的创新中心，促进提升了土壤修复治理产业向更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