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水引流，保太湖供水、生态安全

“蓝藻打捞是太湖安全度夏应急防控最
直接的手段。最初，我市蓝藻打捞较为被
动，主要是采用‘人海战术’，依靠人工打
捞。”无锡市水利局副局长兰秀凯表示，经过
15年的持续建设，这场“蓝藻狙击战”的装
备、“战术”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目前，全市共设置固定打捞点89个，组
建69支打捞队伍，落实常态、应急打捞人员
共计1700人，加之蓝藻磁捕船、加压控藻
船、藻水分离船、深潜式加压控藻井等新研
设备不断投入，使蓝藻打捞及防控能力逐步
提升。

在梅梁湖拖山岛附近，由我市水利部门
实施的梅梁湖蓝藻离岸防控一期工程，今年
9月正式试运行。该工程实行离岸设防与离
岸处置结合，配备9段围隔和3座深潜式加
压控藻井，在防范蓝藻近岸集聚的同时，每
天可压控藻水25万立方米，可实现就地快
速“灭藻”，防止蓝藻大面积繁殖。类似的深
潜式加压控藻井，目前全市已建成11座。

除此之外，水体遥感、无人机等高科技
装备也陆续加入蓝藻治理队伍，实现了对
蓝藻水华“陆海空”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

尽管蓝藻活跃在夏季，但防控蓝藻却
是贯穿全年的工作。其间，我市积极开展
蓝藻“夏病冬治”研究。针对冬季蓝藻下沉
至太湖底部浮泥之中的特点，通过研发新
型吸藻装备，将蓝藻及浮泥从水中吸出并
进行干化，从而达到消除过冬藻种的目的，
从源头减少蓝藻产生。

兰秀凯表示，15年来，我市的蓝藻治理
从传统的近岸被动打捞到“离岸主动防控”，
创造性建立了“科学化监测、专业化队伍、机
械化打捞、管网化运输、工厂化处理、无害化
处置、信息化管理”的蓝藻打捞处置利用“无
锡模式”，形成了“防、挡、捞、治”的蓝藻治理
新格局。

全方位狙击，还太湖清水碧波

对太湖内源减负，不止在
“面”，也在“里”。

受季风等因素影响，贡湖、
梅梁湖、竺山湖等无锡湖域湖底
易沉积淤泥，它们是死亡蓝藻、
有机质的“温床”，也是导致太湖
湖泛的重要“元凶”。2007年起，
我市先后实施了第一轮太湖生
态清淤、第二轮太湖生态清淤
（宜兴先导段）。在大规模清淤
的同时，对于湖湾的边边角角也

未放松警惕——针对淤泥容易
藏身的区域，我市实施动态监
测、应急清淤，确保尽早发现、及
时处置。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太湖
生态清淤面积约120平方公里、清
淤方量约3016万方，占全太湖清
淤总量的70%以上。淤泥经无害
化处理后，可用于园林、建筑等领
域，实现“变废为宝”。

12月中旬，在月亮湾离岸1

公里外的水域，两艘环保绞吸式
挖泥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生态清
淤作业。这里是太湖生态清淤
（二轮二期）工程的一个施工标
段。该项目负责人介绍，太湖生
态清淤（二轮二期）工程主要在梅
梁湖、贡湖、竺山湖及宜兴市西沿
岸水域，工程实施期限5年。工
程实施后，不仅可以进一步为太
湖内源减负，提升湖体水质自净
能力，同时也可以改善湖滨生态
条件，对于持续改善太湖水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刮骨疗伤”，为湖体深度减负

如果把太湖比作“心脏”，主
要入湖河道和支浜相当于“主动
脉”和“毛细血管”，它们的水质情
况，直接影响着太湖水质。

位于宜兴市丁蜀镇的大浦港
是主要的入湖河道之一。如今，
这里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景色宜
人。不过，在治理前，这里却是另
一番景象。

“大浦港河两岸原本分布有6
家企业，河道内有30多艘住家船，
生产生活污水排放入河，给河道带
来负担。”丁蜀镇浦南村党总支书记

王开芳介绍，近年来，丁蜀镇通过企
业搬迁、渔民上岸等一系列措施为
河道及其两岸“减负”。在水利等部
门的指导下，当地对大浦港实行河
道疏浚、水质提升、岸线绿化等综合
整治，让大浦港重焕生机。“沿着河
边的景观步道向东一直走就是太
湖。现在没事就会到湖边散步，看
太湖美景，住在湖边感觉很舒服。”
浦南村村民殷仕新说。

大浦港的治理，是入湖河道
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
以河湖长制为统领，全面落实“一

河一策”“一断面一策”“一水功能
区一策”，扎实开展河道环境综合
整治、入湖河道治理。目前，全市
主要入湖河道水质全部达到或优
于Ⅲ类。在此期间，我市以293
条入湖河道一级支浜中劣Ⅴ类的
河道为重点，全面开展排查整治，
积极推动太湖流域支浜全面“消
劣”，深度净化太湖“毛细血管”，
牢牢把好了太湖的“入口关”，提
升当地人居环境，提高沿岸居民
的幸福感、获得感。

（刘娟）

综合整治，净化入湖“毛细血管”

今年6月-7月，太湖流域降
雨较常年同期偏少7成以上，特别
是梅雨期降雨严重偏少，导致太湖
水位偏低。7月16日，太湖水位降
至3.16米，为近20年同期最低。7
月16日，2022年夏季引江济太调
水工作启动，截至12月中旬，本轮
调水入湖水量10.26亿立方米。

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
室负责人介绍，这是近10年来首
次在汛期启动引江济太调水工
作，将水质优良的长江水引入太
湖，可缓解水位下降趋势，加快了
太湖北部湖湾水体流动速度，有

助于减少蓝藻水华、湖泛发生的
风险，太湖贡湖湾两个饮用水源
地供水水质也更加有保障，为太
湖安全度夏提供了坚强支撑。

据统计，自2003年望虞河引江
济太启动以来，望亭枢纽累计入湖水
量154.13亿立方米，按太湖平均蓄
水量44.28亿立方米计算，相当于引
入了约3.5个太湖的水量。

为促进太湖水体流动，自2007
年以来，我市水利部门还通过加强
水利工程调度，常态化、精细化实施
调水出湖工作，拉动梅梁湖水体流
动。截至2022年，梅梁湖、大渲

河泵站累计调水出湖123.22亿立
方米，年均7.70亿立方米。

调水引流，离不开水利工程
的支撑。15年来，我市持续推进
治太骨干水利工程建设，为保护
太湖流域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安全构筑了“铜墙铁壁”。随着望
虞河西岸控制工程、望虞河除险
加固工程、走马塘工程、新沟河延
伸拓浚工程、新孟河延伸拓浚工
程、环太湖大堤剩余工程等国家
级水利项目相继建设投运，发挥
效益，基本构建了引排有序、调度
精准的治太骨干水网格局。

守一湖碧水，扬太湖清波
——“治太十五载”背后的水利担当

“太湖治理是一项系统、长期且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无锡市水利局副
局长兰秀凯表示，水利部门将坚持系统施策，进一步提升太湖长效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太湖实现更高水平
的“两个确保”，为无锡打造世界级生态湖区、唱响新时代的“太湖美”作出更大的水利贡献。

冬日的太湖，犹如一块碧玉，阳光洒下来，
湖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撒上了一层金子。宜兴
市丁蜀镇浦南村村民殷仕新，没事便会和家人
到湖边散步，生在太湖边、长在太湖边的他，见
证了太湖的变化：“这些年，太湖的水越来越清
爽，蓝藻少了、鱼虾回来了，好像又看到了小时
候的太湖。”

今年，我市交出的“治太成绩单”，印证了殷
仕新的感受——太湖无锡水域连续15年实现
安全度夏，水质藻情达到近年同期最好水平，主
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Ⅲ类及以上……15
年来，全市水利系统充分发挥太湖治理“主力
军”作用，扎实开展蓝藻湖泛防控、生态清淤、调
水引流、治太骨干水利工程建设、入湖河道综合
整治等“治太”工作，推动内源外源标本兼治、岸
上水下同步共治，为太湖连续安全度夏度汛和
实现“两个确保”持续贡献水利力量。

专版2022.12.30 星期五
责编 金钟 ｜ 版式 小婧 ｜ 校对 王欣

T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