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 

附件 1 

拟授予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名单 

 

 

序号 申报项目 申报主题 申报单位 

1 高淳区高岗村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南京高淳水木芳华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2 
南京市江心洲污水厂一级 A 提标改造

工程 
水环境治理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3 
爱绿植绿护绿，共建宜居美丽常州的

探索实践 
人居环境宣传与公众参与 

常州市城市管理局 

（市园林局） 

4 如皋市龙游河宝塔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水环境治理 如皋市人民政府 

5 东台黄海国家森林公园绿化建设 生态保护及城市绿化建设 
东台黄海海滨森林公园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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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情况介绍 
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现场考察意见 

2020年 12月 15日 

申报名称 高淳区高岗村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申报主题 新农村建设 

项目 

基本情况 

高岗自然村隶属于高淳区漆桥街道，村庄户籍人口 138 人，常住人
口 39 户，80 人。村庄地处小茅山田园综合体西北入口，是慢城核心区
的门户，衔接漆桥古街与山慢城景区，紧邻游子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景
区，旅游资源丰富。2018 年，清华大学与高淳区人民政府签约，选址高
岗村建设江苏省第一家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高岗耕象和读意为
主体的耕读公社项目。两年以来，高岗村在建筑改造、大地景观、旅游
设施、道路系统、污水处理、标识系统、庭院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以工作站为主体同步开展了各类
研学、培训、论坛活动，实现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乡村人居环境全
面提升。 

经验与成效 

一是探索了“高校+村集体+村民”的多主体乡村振兴经验。高岗村
的乡村振兴实践以顶尖高等学府为核心，充分结合高校、校友、校办企
业、校友企业，以教育为抓手拓展产业链，将学习从校园带到田间、乡
村，突破课堂的空间局限，开展一系列关于乡建、乡村振兴、美学教育、
农学教育的培训、研讨、展览及会议，以乡村和大地为课堂，突破乡村
自身的资源瓶颈和环境约束条件，探索一条更具复制性和操作性的乡村
振兴新模式。 

二是探索了“建筑+大地景观+基础设施+精神品质”全方位的人居环
境改善经验。高岗村建筑改由清华建筑学院的专家牵头，摒弃大拆大建
的粗暴做法，倡导保护性改造、微整治，积极利用现代的营造技术和建
筑理念，顺应原始村落肌理修旧如旧，合理布局，打造既有清华元素又
富有高岗江南水乡特色的宜居环境；农田是构成乡村重要的元素，高岗
村对周边的农田，经过地形平整，结合景观营造，对村庄周围闲置、抛
荒的农田都恢复了种植，并与农事体验等结合提升了大地景观的品质；
在精神内涵提升上，精心构建学生课外实践、研学培训、休闲体验、高
效农业等，同步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品质。 

三是探索了“土地制度改革+人才引入+产业发展”的城乡融合发展
经验。高岗村结合高淳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点的任务，按照“确权、
赋能、搞活”的基本思路，围绕土地、产权进行改革，推动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提升乡村价值；在人才引入方面，利用国资平台作为经营
主体，以高校智力输出、校友及校友企业参与，丰富乡村发展的人力资
源要素；在产业发展上，围绕培训、参观、住宿，将传统的乡村文旅观
光转向教育研学领域，延伸城乡产业链条，具有较高的示范性。 

同意该项目通过现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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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人员 何伶俊、朱建芬、胡剑双、刘月婷 

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现场考察意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 

申报名称 南京市江心洲污水厂一级 A 提标改造工程 

申报主题 水环境治理 

项目 

基本情况 

江心洲污水厂设计处理规模 64 万 m3/d，原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排放标准。根据省、市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2016 年底启动了江心洲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将出水标准从一级 B 提升到一级 A，并同步扩容
增加 3 万 m3/d 处理能力，处理能力提升至 67 万 m3/d。 

项目总投资约 10 亿元，新建曝气沉砂池、改良 A2/0 生物池及污泥回
流泵房、深床滤池、碳源加间、改建老细格栅间、曝气沉砂池、生物池、
回流污泥泵房、加药间、污泥脱水机房、鼓风机房及 10KV 变电站等,新建
厂区产生异味的工艺单体配备生物除臭系统,容易散发气味的生化池池顶
采用种植绿化的方式形成了空中花园,厂区内除了构筑物和道路外,绿化
100%覆盖。 

项目于 2017年 5月开工建设,2018年 10月建成投入试运行,目前已满负
荷运行,出水达一级 A 标准。 

经验与成效 

一是长江生态大保护的贡献作用较大。江心洲污水处理厂是江苏省规
模最大的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广，日处理污水占南京市主城区污水总量
的 60%，处理后的尾水排入长江。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削减了污染物排放总
量，改善了出水水质，对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的水污染防治工作,特别是长江
水环境保护工作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是高效组织实施，在提标施工过程中不停产作业。项目通过高效组
织和精心调度，反复论证和优化方案，克服了工期紧、体量大、施工难度
高的困难，特别是不停产连续 36 小时带水作业顺利完成了新老厂主工艺管
道的接驳，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仅用一年半时间完成。 

三是以科技驱动改造。该厂为响应关于污水厂尾水重要水质指标及污
泥无害化处置率两方面的相关要求, 在项目改造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先后与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合作开展了污水处理厂尾
水脱氮除磷技术研究和以污泥的高效溶剂深度脱水技术研究为主体的污泥
减量化关键技术研究，提高了污水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同意该项目通过现场考察。 

考察人员 何伶俊、刘琴、李激、李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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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现场考察意见 

2020 年 12 月 23 日 

申报名称 爱绿植绿护绿，共建宜居美丽常州的探索实践 

申报主题 人居环境宣传与公众参与 

项目 

基本情况 

常州在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
感为目标，总体谋划，广泛进行宣传发动和科普教育，组织形式多样的绿
化家园活动，促进全民爱绿建绿护绿意识的提高。结合公园、绿地、植树
基地、园艺中心等平台，大力推广植物种植、抚育管护、认种认养、捐资
捐物等尽责形式，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建设宜居美丽城市，公众参与度显著
提高，促进了常州城市园林绿化的健康发展。 

经验与成效 

以宜居美丽常州建设为抓手，多维度营造全民爱绿植绿护绿氛围。创
新公众参与机制，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园内园外共建，倡导绿色健康的生
活方式，把城市绿化环境建设融入到市民的生活中去。率先开通微信公众
号和 APP，吸引近百万网友参与花卉培育、科普讲座、植物种植、园艺插
花等各类活动。策划组织创建生态园林城、市花月季进社区进万家、园艺
讲堂等主题活动，全民爱绿植绿护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依托公园绿地、
义务植树基地、园艺中心等搭建平台，推行市民、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认种认养、出资捐建，成效显著，形成园林绿地共建共享新模式，城市绿
地建设的内涵得到拓展，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可结合宜居美丽社区、特色街区等的建设，集中实施绿化家园的各类
方式与举措，起到展示、示范、推广的良好效果。 

同意该项目通过现场考察。 

考察人员 张勤、王越贞、吴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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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现场考察意见 

2020 年 12 月 18 日 

申报名称 如皋市龙游河宝塔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申报主题 水环境治理 

项目 

基本情况 

龙游河宝塔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是如皋市政府 2017 年为民办实事
工程。龙游河（二期工程）南起宝塔河、北至外城河，宝塔河东起茅雉河、
西至龙游河，河道总长约 2500 米，总用地近 30 万平方米。针对两条河道
部分河段填埋、局部水体黑臭、周边公共空间缺乏等问题，如皋市政府对
龙游河、宝塔河进行综合治理，实施水系沟通、河道拓浚、控源截污、补
水活水、滨河绿化、生态修复、景观打造等系列工程，总投资约 5 亿元。
项目完成后，恢复城市水域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新增绿地 22 万平方米，增
设慢行步道 11 公里，强化水面保洁等日常管养，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
改善城市水环境、水景观，为居民提供休闲、健身场所，改善人居环境，
得到居民广泛支持和认可。 

经验与成效 

主要经验： 
一是强化综合治水、系统治水，按“水活、水清、水美、水灵”目标，

恢复河道水系、增强流动性，统筹主干支流、推进流域治理，控源截污、
整治水环境，恢复水生态，确保水安全，打造水景观，融入水文化，强化
水管理。二是落实生态优先战略，采用“乔木与灌木、常绿与落叶、花卉
与草坪、浮岛与湿地、速生与慢长、陆上与水体、平面与立面”等多种搭
配，体现生物多样性，使龙游河、宝塔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绿肺”。三
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满足公众需求、突出便民功能，着力解决老百
姓不满意的“脏、乱、差”水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水环境治理
和绿化景观建设的成果。四是融入当地文化元素、彰显特色风貌，打造滨
河绿化景观精品工程，将当地文化元素、地标建筑图案体现在龙游河大桥
栏杆、路灯杆、庭院灯等多处。五是多部门协同，强化长效管理，项目实
施过程中市委、市政府牵头，部门分工明确，严格考核问责，同步整治滨
河道路、跨河桥梁、缓解交通压力，项目完成后在经费、管养等方面形成
长效管理机制。 

主要成效： 
一是水环境、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系沟通，清水长流，两条河道主

要水质指标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树木、花草、鸟类、昆虫、鱼等生物种
群多样化，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二是特色景观风貌得以提升。探索“用水
点亮城市”，水清、岸绿、景美，融入如皋历史文化元素，整体梳理与节点
打造相协调，水景与古城交相辉映。三是居民公共空间需求进一步满足。
开放式、生态化、高品位的滨水空间，极大改善人居环境，绿色、生态、
会呼吸，可亲水，有文化，龙游河、宝塔河两岸已成为人们健身、休闲、
旅游的必选地。 

同意该项目通过现场考察。 



 

 

 — 8 — 

考察人员 何伶俊、朱建国、任云、刘月婷 

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现场考察意见 

2020 年 12 月 22 日 

申报名称 东台黄海国家森林公园绿化建设 

申报主题 生态保护及城市绿化建设 

项目 

基本情况 

项目始建于 1965 成立的国营东台市林场，是国家沿海防护林重点建设
基地和国家生态公益林保护基地。公园以“重在自然、精在特色、贵在和
谐”为理念，进行土壤改良、森林植被恢复、湿地保护及生物多样性营建，
园内生态环境优良，是全国沿海地区最大的平原森林。结合生态资源的优
势，进行景观、功能布局，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拓展游憩、休闲、科普、
康养等功能，先后获得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和首批国家
森林康养基地等荣誉称号。 

经验与成效 

立足沿海特困地生态修复，经过几代人的研究、探索与开拓，改良盐
碱土壤，丰富植被种类，与科研院所合作，建成江苏沿海第一片万亩人工
林，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对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地区生物
多样性起到重要作用，成为东台的城市生态客厅，成效突出，具有典型意
义。在保护森林与湿地资源环境的前提下，实施森林抚育、控制林业生产
强度、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带动特色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促进了森林经
济的发展。拓展森林科普、休闲、游憩、康养等功能，满足人们亲近大自
然、养生休闲的需求，提升综合服务功能，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得到良
好发挥。 

应进一步加强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与研究，处理好森林、湿地环境保护
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控制开发强度，保障区域生态、经济健康协调发
展。 

同意该项目通过现场考察。 

考察人员 张勤、王越贞、吴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