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江苏省常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周旺鹰1 , 许小溯2
 (1 . 江苏工业学院环境与安全工程系, 江苏常州213164 ;2 . 江苏工业学院怀德学院 ,江苏常州213016)

摘要  简述了常州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 , 以及常州市对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治理所采取的措施 , 为今后的可持续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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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位于江苏省南部, 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 北倚长

江, 南临太湖, 有2 500 多年的文字记载, 历来是州府所在地 ,

故有“三吴重镇, 八邑名都”之称。常州古称延陵、晋陵、兰

陵, 别称龙城,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现辖天宁、钟楼、戚墅

堰、武进、新北五区和金坛、溧阳两个县级市。全市面积4 375

km2 , 总人口380 万, 市区面积1 864 km2 , 人口208 万。目前 ,

城区面积108 km2 , 远期目标是2020 年城区面积扩大到210

km2 , 常住人口100 万 , 其中包括50 万外来人口。

1  常州市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常州市是现代经济城市, 水路交通十分便利。长江常州

港可舶万吨巨轮, 京沪铁路、沪宁高速公路和312 国道傍城

而行。民航常州站, 每周有30 多个航班, 飞向国内十余个城

市。京杭大运河流经市区, 境内河网交织, 公路四通八达。

便捷的交通 , 使常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2006 年 ,

全市 GDP 总量为1 560 亿元, 全市人均 GDP 达5 220 美元, 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16 650 和

8 000 元[ 1] , 是江苏省继苏州和无锡第三个率先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城市。再用5 年时间, 即2011 年, 全市人均 GDP 将达

到1 万美元左右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

入将分别达到3 000 和1 600 美元, 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

代化。

2  常州市存在的环境问题

2 .1 水污染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常州市水污染比较严

重, 全市水资源基本以Ⅲ、Ⅳ类为主, 部分地区甚至是Ⅴ类标

准。常州的水源污染包括生产性污染和生活性污染, 生产性

污染主要由养殖业和农业的“面源”污染及工业废水的排放

造成的。在养殖业上, 一味讲究经济效益, 大力发展圈网养

鱼, 在人工饲养过程中, 投放了大量的有机饲料, 造成了水体

富营养化; 在农业生产上, 一味追求“量”的增加, 频繁使用农

药和化肥 , 部分随雨水进入水体, 造成水源污染。在工业上 ,

常州市有大量工业废水的排放, 新北区的情况比较严重, 因

为该区集中了常州市的大部分化工厂和纺织印染企业。生

活性的水污染主要来自垃圾的填埋, 据统计, 常州市垃圾日

产生量为1 200 t 。采用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固然技术简单、

易操作、成本低[ 2] , 但垃圾主要成分以有机腐殖质为主, 其中

含有一定量的氮、磷元素, 经有机生物腐化后随雨水渗入地

下, 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此外, 粪便和医疗垃圾也是水体

污染的重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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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大气污染  常州市位于 N31°09′～32°04′,E119°08′～

120°12′, 属平原地形, 常年盛行东南风, 污染停留时间较长。

常州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机动车辆的尾气排放 , 据统

计, 截至2005 年9 月, 常州市机动车保有辆为62 .9 万辆 , 日

平均增加50 辆左右, 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 且主要集中

在中心城区 ,2005 年排放的SO2 、CO 达42 亿 m3 , 而由于机动

车辆造成的降尘量达80 kg/ 月。常州市大气全年优良率平

均为296 d , 其中优为21 d , 良为275 d。

2 .3  噪音污染 常州市噪音污染主要来自机动车辆的快速

增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 随着近年来

常州市区人口密度的加大, 过往船只的频繁, 京杭大运河常

州段对全线的瓶颈制约也日益明显。不仅河很窄 , 对运输、

交通发生了阻碍; 而且在市中心噪音太大, 无论从交通便捷、

还是居民人居环境上看, 都不适应。

总之, 常州市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给环境带来

了巨大压力, 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3  环境治理

3 .1  工业治理 工业污染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常

州市政府对工业污染的治理采取了以下措施: 搬, 将有污染

的企业搬出城区 ; 关, 将一些有重大污染的企业关闭; 改 , 对

污染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 产品升级换代 , 淘汰技术含量较低

产品; 控 , 控制源头, 将污染源头控制好, 不再产生新污染或

产生少量污染, 同时对已产生的污染进行综合治理, 让环境

逐渐好转 , 以利于经济的发展。改变工业布局 , 一改过去“见

空建厂”的作法, 建立新型工业园区。目前, 常州共有10 个

新型工业园区, 优先发展环境污染小、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

与传统的“见空建厂”的作法相比 , 具有节约资源、污染集中

处理、环境得到优化等优点。

3 .2  大气治理 至2005 年, 常州市废气净化处理率达97 %

以上, 烟尘控制区覆盖率保持100 % ,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争取

达到2 级标准。为禁止超标排污车辆上路行驶, 将进一步优

化市区行驶车辆的结构, 取缔非法生产、销售、拼装的三轮摩

托车、电瓶三轮车、人力三轮车;2006 年强制淘汰燃油助力

车, 基本杜绝农用车、正三轮、拖拉机、货运三轮车行驶, 并控

制摩托车的发展总量和行驶范围 , 同时对二冲程燃油摩托车

进行专项整治和机动车尾气路检。常州市将加快城市人工

煤气用户改用天然气的步伐, 着手开展燃煤热电厂天然气置

换工程, 并且将筹建一批加气站, 推广绿色环保公交、出租

车。对于污染较严重的燃煤锅炉、窖炉将重点实施烟气脱硫

工程, 其中城市非电厂燃煤平均脱硫率达到35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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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修改了而后边的发布日期忘记改变, 引发错误。

3 .2 错别字、用词不当  这类问题很容易马虎但却不容忽

视。如“周末”写成“周未”,“中暑”写成“中署”。有的短信为

了追求辞藻华丽, 用一些拗口、生僻字 , 由于短信阅读者欣赏

层次不同, 一番雕琢不一定取得好的效果。

3 .3 相同的内容连续应用 气象短信短小精悍, 集多种功

能于一体, 常变常新, 清新自然, 才能给人带来美的感受, 即

使是同一种天气多日出现, 短信提示也尽量不要重复。

4  打造气象短信服务品牌

4 .1  把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放在第一位  天气变化与各行

各业生产、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预报质量是气象

短信存在和发展的命脉, 必须将天气预报信息放在重中之重

的位置, 努力提高预报准确率, 不断丰富气象预报服务产品 ,

以取得用户的长久信任。要避免天气预报基础信息不准确

而用一团华丽辞藻 , 喧宾夺主 , 影响气象短信服务品牌效益。

4 .2 气象短信发布要及时 由于天气变化无常, 除每天定

时发布气象短信外 , 还应该针对防灾减灾的需要及时增发短

时临近预报短信, 特别是在当地强对流天气的易发时段和汛

期等灾害性天气多发期, 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地向特定的

用户发送预警短信, 既满足防灾减灾的需要, 又能体现气象

短信服务的便捷、高效。

4 .3 以需求为拉动开展精细化服务 针对各行各业和不同

的用户, 制作针对性更强的短信。如老年人喜欢保健提示多

一点的短信, 学生家长关心上学、放学时天气信息, 农民关心

未来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应根据不同时间、不同用户需

求及时适时推出上下班、高温、强降水、周天气展望以及生活

气象指数预报等一系列的新气象短信产品, 可能会较好地解

决这些问题; 用户需要什么, 只需发送指令到综合服务平台 ,

就能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服务的最终目标, 用户就像在

“超市”购物一样方便快捷地获取所需的气象科技服务产品。

4 .4 不断创新求发展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 今后的气象

短信将不仅仅是枯燥的文字信息, 卫星云图、雷达回波图的

动画演示将在手机间传递, 编辑能听、能看且与众不同的气

象彩信也将成为可能 , 气象短信服务将会有更大发展空间。

5  在日常工作中提高编辑质量

5 .1 早酝酿, 多推敲 及早了解预报时效内的天气变化趋

势, 提前进行构思。短信编辑完之后要不断推敲, 使语言表

达更贴切。

5 .2 多积累, 常总结 气象短信提示必须贴近生活, 富有知

识性、趣味性、生活性, 同时还要兼顾政治性, 使气象短信凸

显“人性化”, 这就要求短信编辑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多积

累, 对生活多观察。

5 .3 多借鉴, 常学习 每个人的灵感都是有限的, 有时需要

在日常工作中多借鉴别人一些好的语句、构思和创意, 平时

注意加强气象、文学知识的积累和学习 , 在不断地学习和工

作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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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噪音治理  常州市对市区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

声进行了综合整治, 使市区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控制在69

分贝以下 , 区域环境噪声控制在56 分贝以下, 环境噪声达标

区覆盖率在62 % 以上 , 无扰民的噪声污染源。市区将全面禁

止机动车鸣笛, 拖拉机和农用车将禁止进入市区, 高噪声的

机动车辆被淘汰。一些临街商店的高噪音设施被取缔 , 同时

还取缔临街占道进行铝合金等金属加工作业的商店, 建立环

境噪声达标区, 对于达不到要求的将进行限期治理, 同时对

京杭大运河实施了南移工程, 力争在全市消除各种扰民噪声

污染源。

3 .4  生态环境保护 制定了《常州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划》,

被国家确定为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控制许可证试点城市之一。

日供16 万 m3 的城市煤气厂已投入运作, 减少了大气污染 ;

日供水20 万t 的长江引水二期工程已建成 , 提高了生活用水

的供水能力, 改善了饮用水的质量; 日处理6 万t 的城市污水

处理系统以及与之配套的污水管道和泵站建设已经实施; 日

处理150 t 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已建成投入运行, 并且开始对

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3] 。市区计划每年植树300 ～500

hm2 , 钟楼区还计划建立66 .7 hm2 的森林体育公园 , 既改善了

城市环境 , 又为广大市民提供了娱乐游玩的场所。人均绿化

覆盖面积达到了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天目湖水质达到国家特

二级标准 , 是全国少有未被污染的大型水体之一。常州的环

境治理与保护已取得了初步成果 , 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参考文献

[ 1] 常州市统计局.2006 年常州市统计年鉴[ M]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

[2] 翟力新,王敬民,刘晶昊.我国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的技术发展[J] .中国
环保产业,2006(6) :37- 39.

[3] 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中国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中国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探索与实践[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47
- 152 .

科技论文写作规范———结果

利用图、表及文字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务求精练通顺。不需在文字上重复图或表中所具有的数据, 只需强调或阐述

其重要发现及趋势。

0678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