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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

式。开展对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在治理污染的同时，将

有机废弃物转化为有用的资源和产品，符合循环经济的理念，也将是苏州

市解决有机废弃物污染的重要发展方向。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报送“十四五”太湖综合治理规划编制成果的

通知》（苏环便函〔2021〕243 号），为深入打好太湖污染防治攻坚战，

系统谋划“十四五”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目标任务，我市开展编制《苏

州市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体系建设专题研究报告》，加快

推进试点示范，优化完善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理-利用

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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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自然概况 

1.1.1 地理位置 

苏州市吴中区位于江苏省南部、苏州市西南部、长江三角洲中部，据

太湖之滨。地理坐标为北纬 30˚56'~31˚21'、东经 119˚55' ~120˚54'之间。四

周分别与苏州城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区（苏州市虎丘区）、

昆山市、吴江区接壤，西衔太湖，与无锡市、宜兴市、浙江省湖州市遥遥

相望。 

1.1.2 地形、地貌、气候特征 

吴中区是典型的东部水网地区，地处长江下游，为太湖水网平原的一

部分。整个地势自西向东微微倾斜，平原海拔高度自 6.5 米降至 2 米左右。

境内水网稠密、湖荡众多。东部以平原为主，由水网平原、低洼圩田平原

等构成；西部有低山丘陵，系浙西天目山向东北延伸的余脉，成“岛”状分

布，孤立分布在太湖之中或沿岸平原。境内山脉最高峰为穹窿山，主峰笠

帽峰海拔 341.7 米。土质以水稻土、黄棕土、沼泽土和石灰岩土 4 种类型

为主。 

吴中区属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过渡类型。因受太湖水体的调节作用，

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适宜、日照充足、无霜期较长的特点。2019

年平均气温 17.6℃，年极端最高气温 38℃，出现在 7 月 29 日，年极端最

低气温-1.1℃，出现在 12 月 31 日。年总降水量 1328.9mm，年降水日 125

天，一日最大降水量为 134mm，出现在 8 月 10 日。2019 年度终霜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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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初霜日为 3 月 11 日。年日照总时数 1844.4 小时，年日照百

分率为 42%。 

1.1.3 生态环境 

吴中区生态红线总面积达 1742.76 平方千米，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78.1%，共有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饮用

水水源保护、重要湖泊湿地、自然保护区在内的 7 种类型 12 个区域。 

1.2 社会经济 

1.2.1 行政区划与人口 

全区总面积 745 平方公里（不含太湖水域面积）。全境东西宽 92.95

公里，南北长 48.1 公里。太湖水域面积 2425 平方公里，其中属吴中区的

约 1486 平方公里。吴中区拥有五分之四的太湖峰峦、五分之三的太湖水

域、五分之二的太湖岸线。下辖 7 个街道、7 个镇：长桥街道（吴中高新

区）、城南街道、越溪街道、横泾街道、郭巷街道、香山街道、太湖街道、

甪直镇、光福镇、临湖镇、木渎镇、金庭镇、东山镇、胥口镇。 

截至 2019 年末，吴中区户籍人口 70.54 万人，常住人口 114.17 万人，

比上年增长 0.16%，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 83.68 万人，城镇化率为 73.29%。 

根据苏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 年，吴中区全区常住人

口 138.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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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吴中区行政区划图 

1.2.2 经济发展 

近年来，吴中区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全力以赴推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补短板等工作，经济社会保

持健康稳定发展态势。202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43.8 亿元，增长 3.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8 亿元，增长 7%；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744.3 亿元，

增长 7.2%；固定资产投资 598.8 亿元，增长 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67.4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3 万元，增长 3.3%。在苏州市全

市十个板块中，吴中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二。 

1.3 建设范围 

吴中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体系建设范围为吴中区全域。 

1.4 建设目标 

到 2023 年，吴中区示范区建设任务基本完成。集中统一和区域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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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社会资本为主的投资机制初步形成，收储运处体系

进一步完善完备，处理设施布局合理，处理技术取得突破，资源化利用主

要产品市场化应用体系基本形成。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设施覆盖率均达到

90%以上，生活垃圾及其焚烧飞灰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城市生活污

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园林废弃物、秸秆、蓝藻综合利

用率分别达到 100%、100%、90%，有机肥替代化肥比例达到 20%。 

到 2025 年，吴中区示范区建设达到较高水平。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高效，多元化的处理模式基本定型，在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上为苏

州市乃至长三角地区提供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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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总量测算 

经调查，吴中区产生的城乡有机废弃物包括生活垃圾、厨余垃圾、餐

厨垃圾、农作物秸秆、尾菜、畜禽粪污、园林废弃物、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厂污泥、藻泥、淤泥、河湖水生植物、飞灰等类型。经统计，2020 年吴

中区有机废弃物共约 303.58 万吨，其中生活垃圾（其他垃圾）69.18 万吨，

厨余垃圾 1.809 万吨，餐厨垃圾 6.773 万吨，农作物秸秆 1.532 万吨，尾

菜 5.1 万吨，畜禽粪污 0.325 万吨，园林废弃物 1.2 万吨，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厂污泥 13.685 万吨，藻泥 0.143 万吨，淤泥 192.18 万吨（淤泥量以

方量的 1.2 倍计），河湖水生植物 7.507 万吨，飞灰 4.16 万吨（飞灰螯合

后的量）。详见表 2-1，图 2-1。 

表 2-1  2020 年吴中区有机废弃物产生量统计 

有机废弃物 产生量（万吨） 

生活垃圾（其他垃圾） 69.18 

厨余垃圾 1.809 

餐厨垃圾 6.773 

农作物秸秆 1.532 

尾菜 5.1 

畜禽粪污 0.325 

园林废弃物 1.2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 13.685 

藻泥 0.143 

淤泥 192.18 

河湖水生植物 7.507 

飞灰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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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03.58 

图 2-1  2020 年吴中区产生有机废弃物分布图 

图 2-2  2020 年吴中区产生有机废弃物分布图（不含淤泥） 

产生量（万吨）

生活垃圾（其他垃圾） 厨余垃圾

餐厨垃圾 农作物秸秆

尾菜 畜禽粪污

园林废弃物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

藻泥 淤泥

河湖水生植物 飞灰

产生量（万吨）

生活垃圾（其他垃圾） 厨余垃圾

餐厨垃圾 农作物秸秆

尾菜 畜禽粪污

园林废弃物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

藻泥 河湖水生植物

飞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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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农业有机废弃物 

2.1.1 种植业有机废弃物 

1、农作物秸秆 

吴中区目前种植业作物以水稻、小麦、油菜为主。2020 年农作物播

种面积共计 3.6万亩，秸秆理论资源量 20920.18吨，可收集资源量 15319.34

吨。秸秆以机械化还田形式实现资源化利用，综合利用量 15319.34 吨，

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2020 年吴中区水稻、三麦、油菜种植情况见表 

2.1-1。 

表 2.1-1  2020 年吴中区水稻、三麦、油菜种植情况表 

分类 
农作物播种

面积（亩） 

农作物产

量（吨） 

秸秆理论资

源量（吨） 

秸秆可收集

资源量（吨） 

秸秆综合利

用量（吨） 

秸秆 

水稻 33885.44 20123.7 20324.94 14837.2 14837.06 

小麦 1468.27 375.88 447.3 362.31 362.31 

油菜 630 78.69 147.94 119.83 119.83 

合计 35983.71 20578.27 20920.18 15319.34 15319.34 

2、尾菜 

2020 年吴中区蔬菜占地面积 25997 亩，蔬菜播种面积 6.1 万亩，总产

量为 10.5 万吨，总产值 3.5 亿元。据研究表明，生产阶段产生尾菜约 1/7，

加上包装时候产生的话估计要 40%左右，蔬菜生产基地用 40%估算，普

通家庭种植的话用 1/7 估算。2020 年尾菜产生量约 5.1 万吨，其中蔬菜生

产基地产生约 4.2 万吨，普通家庭产生 0.9 万吨。 

2.1.2 畜禽养殖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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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废弃物主要指动物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主要涉及猪

粪、牛粪、鸡粪、羊粪等。受生态敏感禁养区影响，目前吴中区畜禽养殖

持续缩减。2020年吴中区共产生粪污量3245吨，粪污资源化利用量为3181

吨，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率为 98.01%。目前全区仅剩的 2 个规模化保种

基地，2 个保种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100%。吴中区规模养殖场粪污主要

采取种养结合就地利用及集中处理协作消纳的治理模式，通过农田还田和

发酵罐发酵的形式来实现资源化利用。2020 年吴中区畜禽养殖情况见表

2.1-2。 

表 2.1-2  2020 年吴中区畜禽养殖情况表 

分类 
年末存栏量（万头、

万只、万羽） 
粪污产生量（吨） 粪污利用量（吨） 

畜

禽 

生猪 0.1065 1575 1542 

奶牛 0 0 0 

肉牛 0 0 0 

蛋鸡 3613 296 290 

肉鸡 1164 207 203 

羊 0.2231 1167 1146 

合计 4777.3296 3245 3181 

2.2 居民生活有机废弃物 

2.2.1 生活垃圾（其他垃圾） 

吴中区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是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

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除外）。

2020 年吴中区共产生生活垃圾（其他垃圾）691867.84 吨，日均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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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35 吨，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 1.36 kg /（人•日）（以 2020 年常住人

口计），产生情况见表 2.2-。 

表 2.2-1  2020 年吴中区生活垃圾（其他垃圾）产生情况 

镇（区、街道） 产生量（吨） 

吴中城区 445.72  

高新区（长桥街道） 59794.40  

木渎镇 180223.92  

甪直镇 78476.24  

胥口镇 43670  

东山镇 26203.78  

临湖镇 39697.34  

光福镇 20065.28  

金庭镇 14457.76  

郭巷街道 81659.78  

横泾街道 23010.08  

越溪街道 39732.64  

城南街道 57977.22  

太湖街道 3017.06  

香山街道 23436.62  

合计 691867.84 

2.2.2 厨余垃圾 

厨余垃圾是指居民生活中产生的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垃圾，包括食材废

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废弃物、中药药渣等家庭

厨余垃圾，农副产品集贸市场和果蔬门店产生的有机垃圾。2020 年吴中

区共产生厨余垃圾 18089 吨，日均产生量 49.42 吨，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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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kg /（人•日）。详见下表 2.2-。 

表 2.2-2  2020 年吴中区厨余垃圾产生情况 

镇（区、街道） 农村厨余垃圾（吨） 

高新区（长桥街道） 257 

木渎镇 241 

甪直镇 1986 

胥口镇 3800 

东山镇 924  

临湖镇 2020 

光福镇 1030 

金庭镇 553  

郭巷街道 2002 

横泾街道 696 

越溪街道 1593  

城南街道 333 

太湖街道 647 

香山街道 2007 

合计 18089 

2.2.3 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主要由餐饮商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食堂等产生的废弃

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根据调查，吴中区 2019 年度

餐饮业零售总额达到 329244 万元，其中限额以上企业零售总额 31175 万

元，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零售总额 298069 万元。2020 年吴中区共

产生餐厨垃圾 67725 吨，其中集中处置 46038 吨，就地处置 21687 吨，详

见下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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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2020 年吴中区餐厨垃圾产生情况 

镇（区、街道） 产生量（吨） 集中处置（吨） 就地处置（吨） 

高新区（长桥街道） 7903 7282 621 

木渎镇 8865 8133 732 

甪直镇 13815 6975 6840 

胥口镇 2414 2378 36 

东山镇 1558 0 1558 

临湖镇 1593 82 1511 

光福镇 1842 761 1081 

金庭镇 682 0 682 

郭巷街道 4195 2691 1504 

横泾街道 2048 897 1151 

越溪街道 6879 5360 1519 

城南街道 6157 6157 0 

太湖街道 5256 3365 1891 

香山街道 4518 1957 2561 

总计 67725 46038 21687 

2.3 城市有机废弃物 

2.3.1 城市园林废弃物 

园林废弃物是指园林及绿化植物养护过程中产生的枯枝落叶、绿化修

剪枝和草屑等。我区园林绿化大部分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混合式绿地布

局。2020 年园林废弃物产生量约 1.2 万吨。产生的园林废弃物运至区内

12 家处理处置单位进行粉碎化处理后资源化再利用。 

2.3.2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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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吴中区共有 10 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计规模 53

万 m3/d，污泥产生量折合至含水率 80%的污泥量约为 597.42t/d，称重污

泥 136849 吨。2020 年吴中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情况见表 

2.3-1。 

表 2.3-1  2020 年吴中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情况 

序号 污水处理厂 
设计规模

（万吨/日） 

污水厂负

荷率 

含水率 80%污

泥量（吨/日） 

1 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厂 15 90% 193.28 

2 吴中区城区污水处理厂 3 90% 19.47 

3 河东污水处理厂 8 90% 83.23 

4 吴淞江污水处理厂 4 90% 41.61 

5 金庭污水处理厂 1 90% 5.31 

6 苏州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2 90% 27 

7 苏州甪直污水处理厂 4 90% 54 

8 木渎新城污水处理厂 10 90% 122.41 

9 胥口污水处理厂 3 90% 15.37 

10 度假区科福污水处理厂 3 90% 35.74 

合计 53  597.42 

根据吴中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改扩建计划，至 2025 年吴中区城镇

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置规模达 60 万吨/日，污泥产生量折合至含水率 80%的

污泥量约为 690.6t/d。2025 年吴中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行情况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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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2025 年吴中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情况表 

序

号 
污水处理厂 

2025 年规模

（万吨/日） 
污水厂负荷率 

含水率 80%污

泥量（吨/日） 

1 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厂 15 90% 193.28 

2 木渎新城污水厂二期 8 90% 103.08 

3 吴中区城区污水处理厂 3 90% 19.47 

4 吴淞江污水处理厂 6 90% 62.42 

5 金庭污水处理厂 1 90% 5.31 

6 苏州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8 90% 108.00 

7 木渎新城污水处理厂 10 90% 122.41 

8 胥口污水处理厂 4.5 90% 23.06 

9 度假区科福污水处理厂 4.5 90% 53.61 

合计 60  690.64 

2。 

 

 

 

表 2.3-2  2025 年吴中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情况表 

序

号 
污水处理厂 

2025 年规模

（万吨/日） 
污水厂负荷率 

含水率 80%污

泥量（吨/日） 

1 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厂 15 90% 193.28 

2 木渎新城污水厂二期 8 90% 103.08 

3 吴中区城区污水处理厂 3 90% 19.47 

4 吴淞江污水处理厂 6 90% 62.42 

5 金庭污水处理厂 1 90% 5.31 

6 苏州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8 90% 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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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木渎新城污水处理厂 10 90% 122.41 

8 胥口污水处理厂 4.5 90% 23.06 

9 度假区科福污水处理厂 4.5 90% 53.61 

合计 60  690.64 

2.4 水域有机废弃物 

2.4.1 湖体有机废弃物（蓝藻、淤泥） 

1、蓝藻 

“十三五”以来，吴中区不断加强太湖水环境综合管理工作，累计投入

区财政专项资金 2.25 亿，不断提升补强人员物资、设备设施等力量，累

计打捞太湖蓝藻 21.4 万吨（含水）。太湖蓝藻主要通过各地运输船（包

括运输车）就近运输至相应的藻水分离站（全区共有 3 座，位于光福镇、

金庭镇、东山镇）进行分离处置，形成藻泥后通过发酵堆肥和集中填埋方

式处理，防止二次污染。 

2020 年吴中区累计打捞太湖蓝藻 95689.9 吨（含水），累计分离藻水

量 48919吨，累计产出藻泥 1430.1吨。金庭蓝藻码头累计分离藻水量 17267

吨，累计产出藻泥 493.3 吨；光福蓝藻码头累计分离藻水量 25659 吨，累

计产出藻泥 754.4 吨；东山蓝藻码头累计分离藻水量 5993 吨，累计产出

藻泥 182.4 吨。“十三五”期间吴中区太湖蓝藻打捞量情况见下表 2.4-1。 

表 2.4-1  “十三五”期间吴中区太湖蓝藻打捞量汇总表 

镇（区、街

道） 

年度打捞量（吨）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胥口镇 102 120.7 21.5 5.5 52.7 

东山镇 3089 9611 315 7502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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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湖镇 426.5 449 12 0 243 

光福镇 891 4749 4357 11058 10570 

金庭镇 5316 24887 9016 21744 68067 

横泾街道 - - - - 26 

越溪街道 - - - 7582 5932 

太湖街道 - - - - 934 

香山街道 148 4375 1367.5 1251 2996.2 

合计 9972.5 44191.7 15089 49142.5 95689.9 

根据“十三五”期间的太湖蓝藻经验，蓝藻打捞主要集中于每年的

5-9 月份，蓝藻打捞能力取决于打捞人员及打捞设备船只的数目。预计“十

四五”的发展趋势，每年打捞蓝藻约 8 万吨/年，藻泥约 1500 吨/年。 

2、淤泥 

河道淤泥特指河道清淤产生的一类废弃物，未包含湖底淤泥。“十三

五”期间吴中区持续对辖区内各河湖进行清淤工作，保证河湖的正常生态

功能。“十三五”期间吴中区河湖（太湖除外）清淤量见下表 2.4-2，其中

2020 年清淤 160.15 万方。参考行业经验系数，预计淤泥密度约 1.2 吨/立

方，则 2020 年淤泥产生量约 192.18 万吨。目前河湖淤泥以就地填埋为主

的处理方式。 

表 2.4-2  “十三五”期间吴中区河湖（太湖除外）清淤量 

镇（区、街

道） 

年度产生量（万方） “十三

五”合

计 

清淤方式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生态

清淤 

干挖式

清淤 

区属 83.89 74.54 0.00 34.43 15.23 208.10 31.21 176.88 

高新区（长

桥街道） 
0.76 3.54 5.50 0.28 0.00 10.08 2.02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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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渎镇 2.19 4.99 6.41 9.87 9.88 33.34 6.67 26.67 

甪直镇 16.85 19.15 42.18 47.29 54.57 180.04 36.01 144.03 

胥口镇 7.11 5.72 8.46 11.03 4.34 36.66 3.67 32.99 

东山镇 27.47 3.70 1.27 1.74 20.28 54.45 5.44 49.00 

临湖镇 3.00 0.76 18.09 3.26 7.78 32.88 3.28 29.59 

光福镇 4.33 2.16 13.81 18.39 6.05 44.74 4.47 40.26 

金庭镇 3.18 3.24 2.63 2.96 4.31 16.32 0.82 15.51 

郭巷街道 5.10 23.15 78.36 26.60 0.00 133.21 13.32 119.89 

横泾街道 2.86 2.23 6.49 7.97 9.98 29.53 2.95 26.58 

越溪街道 8.28 3.83 13.82 12.27 4.95 43.16 2.16 41.00 

城南街道 0.60 8.50 2.00 4.52 11.46 27.08 1.35 25.73 

太湖街道 - - - - 8.03 8.03 0.00 8.03 

香山街道 37.67 5.50 8.20 5.90 3.30 60.57 0.00 60.57 

合计 203.28 161.02 207.23 186.50 160.15 918.18 113.38 804.80 

“十四五”期间吴中区计划清淤河道 500 条，共计约 400 公里。 

2.4.2 河湖水生植物（水葫芦、水花生、水草等） 

河湖水生植物包括河湖中的水葫芦、水花生、各类水草等。水生植物

打捞后主要通过运输船运往各地水草堆放码头，除临湖镇进入中农大有机

废弃物处理示范基地资源利用外，其他上岸水生植物均送往果园堆肥。 

“十三五”期间，吴中区累计打捞太湖水域水生植物 313833.9 吨（含

水），其中 2020 年吴中区累计打捞太湖水生植物 75067.7 吨，详见下表 

2.4-3。 

表 2.4-3 “十三五”期间吴中区太湖水域水生植物打捞量汇总表 

镇（区、街道） 
年度产生量（吨）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胥口镇 1509.5 179.5 235.6 290 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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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镇 7566 5028 8456 19724 13583 

临湖镇 3555 2273 3996 6877 7491 

光福镇 10673 5449 19915 33175 21256 

金庭镇 17876 7205 29387 43488 29100 

横泾街道 - - - - 529 

越溪街道 - - - 410 572 

太湖街道 - - - - 792 

香山街道 2862 1982.2 3686.4 2968 984.5 

合计 44041.5 22116.7 65676 106932 75067.7 

阶段 
停止收割，全面水面

保洁阶段 

主要针对东太湖区域水草收

割，其他区域以水面保洁为主 

根据“十三五”期间，太湖水域水生植物的打捞情况，具有全面收割、

全面保洁、部分收割部分保洁的阶段，年度水生植物打捞量具有不确定性。

根据“十四五”对太湖水域水生植物的预估，“十四五”期间预计打捞水

生植物 7 万吨/年。 

2.5 其他有机废弃物 

飞灰包括生活垃圾等焚烧过程中产出的微小灰粒。2020 年，光大环

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七子山生活垃圾焚烧厂）产生的飞灰量 41597.57

吨（注：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位于吴中区木渎镇万禄路 189

号，焚烧的生活垃圾包含吴中区、相城区、姑苏区、工业园区、高新区），

经过螯合工艺处理后飞灰螯合物产生量 55402.8 吨。飞灰经螯合后产生的

螯合物全部运至七子山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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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3.1 生活垃圾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吴中区现有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基本上是由区市容市政管理局对生活

垃圾收运系统的宏观调控、指导、监督，各镇（区、街道）环卫所对生活

垃圾收运的直接作业、管理或监督。建立了以小型压缩转运站为主的城乡

统筹压缩减容化收运模式。 

现有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由收集、中转、运输处置三个环节组成。吴中

区现有 13 个环卫所，垃圾中转站 25 个，垃圾（收集转运）车辆 600 辆，

已完成行政村垃圾分类收运全覆盖。生活垃圾收集方式分为：行政村、自

然村实行“户投放+村收集+镇转运+区市统一处理”的方式，多数行政村

安排专人负责将村内垃圾集中到收集点，而后由镇环卫部门负责收集；镇

区实行户投放+小区收集+镇转运+市统一处理方式。各村村口或村主干道

设置收集点，主次干道（商铺、企事业单位）由各环卫所保洁作业所负责

清运，社区中无物业管理的小区由社区组织队伍清扫、保洁，有物业小区

由物业公司组织人员清扫、保洁，前端收集设施基本为 120/240L 垃圾桶，

利用三轮车、四轮电瓶车等或直接压缩车收集，就近运至垃圾中转站。垃

圾中转站由各环卫所中转站管理负责，压缩之后利用 3 吨或 5 吨压缩车运

输至七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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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吴中区生活垃圾收运情况 

镇（区、街道） 环卫所 
垃圾转运站

（座） 

转运站规模

（吨/日） 

环卫车辆 

（辆） 

高新区（长桥街道） 高新区环卫所 4 265 75 

木渎镇 木渎镇环卫所 4 620 114 

甪直镇 甪直镇环卫所 1 200 47 

胥口镇 胥口镇环卫所 1 300 33 

东山镇 东山镇环卫所 1 80 16 

临湖镇 临湖镇环卫所 1 100 24 

光福镇 光福镇环卫所 1 150 23 

金庭镇 金庭镇环卫所 1 40 18 

郭巷街道 郭巷街道环卫所 4 245 97 

横泾街道 横泾街道环卫所 1 70 21 

越溪街道 越溪街道环卫所 2 105 58 

城南街道 城南街道环卫所 3 180 20 

太湖街道 - 0 0 32 

香山街道 香山街道环卫所 1 30 22 

合计 25 2385 600 

收集至七子山的生活垃圾，大部分运输至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

公司（七子山生活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处理，少部分运输至七子山垃圾

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2020 年吴中区共计焚烧 61.94 万吨，填埋 7.24 万

吨，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 100%。 

表 3.1-2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单位信息 

处理处置单位 地址 处理能力 

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

公司 
吴中区木渎镇万禄路189号 

总设计处理规模 3550 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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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山生活垃圾填埋场 吴中区木渎镇中心路 10 号 总库容 470 万立方 

 

图 3.1-1  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图 3.1-2  七子山垃圾填埋场 

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

标改造，总投资约 33.2 亿元，建设“6×750t/d+1×850t/d”焚烧线及配套设施；

对现有焚烧三期的 3×500t/d 焚烧线进行烟气处理工艺技术改造；建成后

将停运拆除现有一、二期“3×350t/d+2×500t/d”焚烧线及相应配套设施。光

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标改造整体实施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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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生活垃圾焚烧规模 6850t/d，七子山地区将实现原生生活垃圾全量焚烧、

零填埋。 

3.2 厨余垃圾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各镇（区、街道）在垃圾分类中，由保洁员将厨余垃圾分拣出后，各

村、第三方、物业或环卫所负责收集运输至厨余垃圾处理站点。目前全区

厨余垃圾收运车辆共计 402 辆，农贸市场有机垃圾收运车辆共计 14 辆，

基本满足了全区厨余垃圾转运需求。厨余垃圾处理站点将厨余垃圾进行资

源化处理，产出无标准、粗颗粒肥料，当地百姓自行取用。2020 年资源

化利用量为 1.81 万吨，资源化利用率 100%。 

表 3.2-1 吴中区厨余垃圾处理资源化处理利用单位信息 

处理处置单位 处理处置项目点 地址 处理方式 
处理能力

（万吨/年） 

吴中高新区环

境卫生管理所 

长桥蠡墅农贸垃

圾处理站 

蠡墅农贸市场内（苏蠡

路与南蠡墅街交叉口） 
生物菌发酵 0.037 

光福镇环卫所 

光福太湖垃圾处

理站 

光福镇太湖 65 路公交

停车场 
生物菌发酵 0.073 

光福黄家渠垃圾

处理站 
光福镇塔映路 生物菌发酵 0.073 

光福环卫所垃圾

处理站 
光福镇凤山路 12 号 生物菌发酵 0.11 

香山街道环卫

所 

香山街道农贸市

场有机垃圾资源

化处理站 

实相路 生物菌发酵 0.58 

郭巷街道长效

办 

郭巷姜家社区垃

圾处理站 
临嘉路 生物菌发酵 0.0438 



 

—22— 

郭巷独墅湖社区

垃圾处理站 
塘南新村北区小区内 生物菌发酵 0.0180 

东山镇环卫所 

东山镇环卫所垃

圾处理站 

东山镇东山大道凤凰

山路口 
生物菌发酵 0.2 

渡桥垃圾处理站 
木东路（山水度假村对

面） 
生物菌发酵 0.1 

金庭堂里村 
金庭镇堂里村垃

圾处理站 
村委对面 生物菌发酵 0.09 

金庭元山村 
金庭元山村垃圾

处理站 
鹿村环卫站内 生物菌发酵 2 

金庭石公村 
金庭石公村垃圾

处理站 
庙山嘴 生物菌发酵 4 

胥口合丰村垃

圾处理站 

合丰村农村农活

垃圾资源化处理

站 

合丰村下场村 生物菌发酵 0.1424 

胥口新峰村垃

圾处理站 

新峰村农村生活

垃圾资源化处理

站 

湖胥马路 生物菌发酵 0.055 

胥口环境卫生

垃圾处理站 

胥口镇生活垃圾

资源化处理站 
东欣路 599 号 生物菌发酵 0.5475 

胥口马舍工业

园垃圾处理站 

马舍村农村生活

垃圾资源化处理

站 

浦金路 666 号 生物菌发酵 0.08 

胥口箭泾村垃

圾处理站 

箭泾村生活垃圾

资源化处理站 
清明山 生物菌发酵 0.2 

临湖环卫所 
临湖牛桥村村垃

圾处理站点 
临湖镇银藏路 1618 号 生物菌发酵 0.073 

临湖长效办 临湖灵湖村垃圾 腾飞路园博停车场 生物菌发酵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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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站点 

临湖石庄村垃圾

处理站点 
石庄村 生物菌发酵 0.068 

临湖东吴村垃圾

处理站 
东吴村西查工业园内 生物菌发酵 0.073 

木渎镇环卫所 

木渎五峰村垃圾

处理站 
木渎镇藏中路 生物菌发酵 0.0365 

木渎天池垃圾处

理站 
木渎镇藏北路 生物菌发酵 0.0365 

木渎穹窿山垃圾

处理站 
木渎镇南穹窿路 生物菌发酵 0.0365 

木渎尧峰村垃圾

处理站 
木渎镇尧峰西路 生物菌发酵 0.5475 

甪直长效办 

甪直江湾村垃圾

处理站 
江湾村 生物菌发酵 0.0365 

甪直长巨村垃圾

处理站 
长巨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甪直甫南农贸市

场处理站 
龙潭农贸市场 生物菌发酵 0.073 

甪直甫田村垃圾

处理站 
甫田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甪直甫里村垃圾

处理站 
甫里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甪直湖浜村垃圾

处理站 
湖浜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甪直澄墩村垃圾

处理站点 
澄墩村 生物菌发酵 0.01825 

甪直澄东村垃圾 澄东村 生物菌发酵 0.0365 



 

—24— 

处理站 

甪直淞南村垃圾

处理站 
淞南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横泾街道长效

办 

新路村生活垃圾

资源化圾处理站 
横泾街道新路村 生物菌发酵 0.5 

新齐村垃圾处理

站 
横泾街道新齐村 生物菌发酵 4 

横泾餐厨中心处

理站 

横泾街道新光路原旧

木市场西侧 
生物菌发酵 10 

横泾泾峰社区垃

圾处理站 
横泾街道农贸市场 生物菌发酵 1 

越溪长效办 

越溪吴山社区垃

圾处理站 
吴山社区 生物菌发酵 0.073 

越溪张桥村垃圾

处理站 
张桥村 生物菌发酵 0.0365 

越溪旺山村垃圾

处理站点 
旺山村 生物菌发酵 0.1095 

合计 25.52 

并且吴中区与水发鲁控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签订厨余废弃物应

急收运和处置协议，确保全区厨余垃圾收运处置稳定运行。 

表 3.2-2  厨余垃圾处理处置单位信息 

处理处置单位 地址 处理方式 处理能力（万吨/年） 

水发鲁控环保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木

渎镇万禄路199号 
预处理+厌氧 11 

此外，“十四五”期间吴中区将在临湖镇、金庭镇、东山镇分别建设

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项目（“1+2”示范点项目），投入运营后厨余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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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处理能力均为 20 吨/日，详见下表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表 3.2-3  吴中区“1+2”示范点项目厨余垃圾建设情况 

处理处置单位 处理处置项目 地址 处理方式 处理能力（吨/日） 

中农新科（苏

州）有机循环研

究院有限公司 

环太湖城乡有机废弃

物利用示范中心 
临湖镇 好氧发酵 20 

环太湖城乡有机废弃

物利用示范项目 
东山镇 好氧发酵 20 

环太湖城乡有机废弃

物利用示范项目 
金庭镇 好氧发酵 20 

合计 60 

3.3 餐厨垃圾收处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吴中区餐厨垃圾产生自辖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学校、宾馆、饭店等。

餐厨垃圾由各单位进行分类后，交给物业、第三方或环卫所收集运输至收

集点。餐厨垃圾分为集中处置和就地处置两种方式。 

从收集点运输至水发鲁控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进行集中处置。

水发鲁控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通过生物降解工艺产出沼渣和沼气，

其中沼渣运至七子山焚烧填埋，沼气用于发电。 

表 3.3-1  吴中区餐厨垃圾处理处置单位信息 

处理处置单位 地址 处理方式 处理能力（万吨/年） 

水发鲁控环保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木

渎镇万禄路 199 号 
预处理+厌氧 12.7 

吴中区目前共计拥有 54 座餐厨垃圾处理站点进行就地处置，处理

能力 123.5 吨/日。餐厨垃圾由收集点运输至就近餐厨垃圾处理站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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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利用，产出无标准、粗颗粒肥料，当地百姓自行取用。 

表 3.3-2  吴中区餐厨垃圾处理站点情况 

序号 镇（区、街道） 处理站点 处理设备名称 处理能力（吨/日） 

1 
高新区 

（长桥街道） 

长桥蠡墅农贸

垃圾处理站 
长桥蠡墅韩博 N1T 1 

2 

木渎镇 

木渎五峰村垃

圾处理站 
木渎五峰高凡 H1T 1 

3 
木渎天池垃圾

处理站 
木渎天池高凡 H1T 1 

4 
木渎穹窿山垃

圾处理站 
木渎穹窿山高凡 H1T 1 

5 木渎尧峰村垃

圾处理站 

木渎尧峰韩博 H5T 5 

6 木渎尧峰韩博 H3T 3 

7 

甪直镇 

甪直江湾村垃

圾处理站 
甪直江湾美洁生 C1T 1 

8 
甪直长巨村垃

圾处理站 
甪直长巨大树 H2T 2 

9 
甪直甫南农贸

市场处理站 
甪直甫南美洁生 N2T 2 

10 
甪直甫田村垃

圾处理站 
甪直甫田大树 H2T 2 

11 
甪直甫里村垃

圾处理站 
甪直甫里韩博 N2T 2 

12 
甪直湖浜村垃

圾处理站 
甪直湖浜韩博 N2T 2 

13 
甪直澄墩村垃

圾处理站点 
甪直澄墩韩博 N1T 1 

14 甪直澄东村垃 甪直澄东韩博 N1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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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处理站 

15 
甪直淞南村垃

圾处理站 
甪直淞南大树 H2T 2 

16 

胥口镇 

胥口合丰村垃

圾处理站 

胥口合丰美洁生 C2T 2 

17 胥口合丰高凡 H2T 2 

18 
胥口新峰村垃

圾处理站 
胥口新峰傲龙 C2T 2 

19 
胥口环境卫生

垃圾处理站 

高凡 H5T 5 

20 傲龙 C5T 5 

21 胥口卫生站韩博 H5T 5 

22 
胥口马舍工业

园垃圾处理站 

胥口马舍工业园韩博

C1T 
1 

23 
胥口箭泾村垃

圾处理站 
胥口箭泾高凡 H5T 5 

24 

东山镇 

东山镇环卫所

垃圾处理站 

东山环卫韩博 C3T 3 

25 东山环卫韩博 C3T2 3 

26 
东山渡桥村垃

圾处理站 
东山渡桥韩博 H3T 3 

27 

临湖镇 

临湖牛桥村村

垃圾处理站点 
临湖牛桥韩博 C2T 2 

28 
临湖灵湖村垃

圾处理站点 
临湖灵湖韩博 H2T 2 

29 
临湖东吴村垃

圾处理站 
临湖东吴韩博 N2T 2 

30 
临湖石庄村垃

圾处理站点 
临湖石庄高凡 H2T 2 

31 光福镇 
光福太湖垃圾

处理站 
光福太湖韩博 C2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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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光福黄家渠垃

圾处理站 
光福黄家渠韩博 C2T 2 

33 
光福环卫所垃

圾处理站 
光福环卫所韩博 C1T 1 

34 

金庭镇 

金庭镇堂里村

垃圾处理站 

金庭堂里傲龙 C2T 2 

35 金庭堂里韩博 H0.5T 0.5 

36 
金庭元山村垃

圾处理站 
金庭元山韩博 H2T 2 

37 金庭石公村垃

圾处理站 

金庭石公韩博 H2T 2 

38 金庭石公韩博 H2T2 2 

39 

郭巷街道 

郭巷姜家社区

垃圾处理站 
郭巷姜家韩博 C1T 1 

40 
郭巷独墅湖社

区垃圾处理站 

郭巷独墅湖韩博

C0.5T 
0.5 

41 

横泾街道 

新路村生活垃

圾资源化圾处

理站 

横泾新路高凡 H0.5T 0.5 

42 新齐村垃圾处

理站 

横泾新齐韩博 C2T 2 

43 横泾新齐韩博 C2T2 2 

44 横泾横泾街道

垃圾处理中心 

横泾中心高凡 H5T 5 

45 横泾中心韩博 H5T 5 

46 
横泾泾峰社区

垃圾处理站 
横泾泾峰韩博 N1T 1 

47 

越溪街道 

越溪吴山社区

垃圾处理站 
越溪吴山韩博 C2T 2 

48 
越溪张桥村垃

圾处理站 
越溪张桥韩博 C1T 1 

49 越溪旺山村垃 越溪旺山傲龙 C2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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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圾处理站点 越溪旺山傲龙 C1T 1 

51 

香山街道 
香山街道中心

站垃圾处理站 

香山中心站高凡

H2TX 东 
2 

52 
香山中心站高凡

H2TX 西 3 号 
2 

53 
香山中心站高凡 H2T

中 
2 

54 
香山中心站高凡

H10TX 
10 

合计 123.5 

3.4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每日由各污水处理厂收

集在厂内的污泥料斗内，再由专门的污泥运输车运至热电厂进行处理。污

泥每日收集，每日运输处理，无存储环节。污泥运输至热电厂干化焚烧处

理，无害化处理率 100%。其中甪直污水处理厂、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的

污泥送往高新区华能热电厂焚烧处置，其余 8 厂（城区、城南、河东、木

渎、金庭、胥口、吴淞江、科福）均送往江远热电厂焚烧处置。江远热电

厂年可处置污泥 18.25 万吨，年可减排 SO2约 170 吨，回收干泥热量相当

于 8667 吨标煤。污泥通过焚烧无害化处置，节约了大量土地资源，充分

体现了节能、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的理念，解决了污水厂污泥处置难

题，极大地改善了区域内的水环境，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表 3.4-1  热电厂基本信息及规模情况 

热电厂 地址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吨/天） 

苏州江远热电 吴中区越溪街 干化焚烧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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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道天灵路 

华能苏州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高新区长江路

688 号 
干化焚烧 500 

 

图 3.4-1  苏州江远热电有限公司 

面对日益增长的污泥产生量，部分污泥已运至区外企业进行处理处置

的状况。在“十四五”期间，吴中区在污泥处置方面将新建吴中生物质综

合利用项目，计划分两期实行并于 2022 年 9 月投入运营，达到 800t/d 的

处理规模。 

3.5 园林废弃物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园林废弃物由各板块绿化养护单位、环卫部门、社区物业公司、村统

一收集，运输至各镇（区、街道）配备的园林绿化处理设施处进行粉碎化

处理。在园林废弃物集中粉碎方面，吴中区各板块均已建成园林绿化垃圾

处理设施，专人负责运行管理，集中处理各辖区内园林绿化垃圾，年总设

计处理能力约 10.93 万吨。目前园林废弃物粉碎后，一是洒到林地果园中，

经自然降解后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二是交给有机肥公司加工成有机肥

料；三是供热电厂焚烧发电；四是交给板材厂做复合板原料。吴中区园林

废弃物处理单位情况见下表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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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吴中区园林废弃物处理单位情况 

序号 处置点运行单位 地址 

处理能

力（吨/

年） 

资源化

产品 

产量

（吨/

年） 

产品售

出方式 

1 
郭巷街道环境卫

生管理所 

北尹丰路与南尹

丰路交界处 
2000 颗粒 420 

以资代

费 

2 
苏州洲联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甪直镇科技园 10000 

板材原

料 
9000 

批发、

零售 

3 
越溪街道环境卫

生管理所 
明溪路 69 号 12000 

板材原

料、燃

料颗粒 

1600 
以资代

费 

4 
银顺环保（苏州）

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

吴中区-福东路

(苏州永兴红木

家具厂东南侧约

300 米) 

60000 木屑 1800 
售往发

电厂 

5 胥口环卫所 胥口镇 14600 颗粒 2490 无 

6 上林村 上林村 3000 颗粒 3000 无 

7 

吴中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筹）

绿化工程队 

太湖西路 108 号 1700 颗粒 1631 无 

8 
太仓安苏燃料有

限公司 

临湖镇采达路西

侧 
1200 

燃料颗

粒 
1000 销售 

9 东山镇环卫所 
东山镇木东路老

砖瓦厂内 
49.15 颗粒 49.15 无 

10 
苏州市天源园艺

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

中区劳家桥附近 
500 有机肥 50 无 

11 香山街道环卫所 
吴中区香山街道

丽波路 
600 颗粒 320 无 

12 

木渎镇环境卫生

管理所（木渎镇

园林、大件绿化

处理站） 

吴中区山行路

（东壹元新饰界

家具建材广场西

南侧 50 米） 

3650 颗粒 2500 无 

3.6 农作物秸秆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根据吴中区农业种植面积和种植制度的特点，形成了农作物秸秆以机

械化全量还田为主的处置利用方式，禁止秸秆焚烧，提高农作物秸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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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农作物经一体化的农作物收割还田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输送、脱

粒、清选和秸秆粉碎作业，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能有效提高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机械化还田主要以粉碎、破茬、耙压等为主，将农作物秸秆粉

碎后直接还田至土壤中，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提高作物产量，减

少环境污染。 

 

图 3.6-1  机械化还田作业 

3.7 尾菜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尾菜产生主要来源于蔬菜生产基地和家庭。蔬菜生产基地产生的尾

菜，经收集切碎处理后，放置于尾菜处理池中进行堆沤发酵处理。在经过

一段时间的密闭腐熟后，变成一种有机质较高的偏酸性有机肥，对改良碱

性土壤有良好的作用。普通家庭产生的尾菜流入环卫系统，与生活垃圾一

起处理，一部分填埋处理，另一部分焚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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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  尾菜处理 

3.8 畜禽粪污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畜禽粪污通过统一收集，统一由运输车运输至资源化利用点处。目前

吴中区畜禽粪污主要以农田还田和发酵罐发酵的方式，进行处理并资源化

利用。发酵罐发酵，主要利用微生物的活性，对畜禽粪污中的有机质进行

生物分解、腐熟，使有机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原料，可用于土壤改良，园

林绿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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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  畜禽粪污发酵罐 

3.9 蓝藻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全区共配备专职蓝藻巡查打捞人员 642 人、临时应急打捞人员 242

人，蓝藻人工打捞船 324 艘。当前我区共配备机械设备如下：吸藻船 26

艘，吸藻车 7 台，蓝藻运输船 7 艘，吸藻泵 28 台，长臂型智能蓝藻清理

船 2 艘，多功能加压控藻船 1 艘，蓝藻拦截网 2 万余米，湖泛巡查快艇 1

艘，并在相关重点水域已设置挡藻导流围隔 13760 米，接下来将在其他重

点水域进一步开展导流围隔设置，不断强化我区蓝藻防控打捞水平。 

蓝藻主要通过打捞人员驾驶打捞船在水体中进行打捞工作，将打捞上

来的蓝藻暂存在打捞船上，并集中统一的交由运输船（车）就近运输至相

应的藻水分离站。东山、金庭、光福藻水分离站进行藻水分离后，东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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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泥处理全部填埋；光福镇藻泥处理 90%填埋，10%用于村民农田施肥；

金庭镇藻泥处理 65%填埋，35%用于村民农田施肥。2020 年共产生藻泥

1430.1 吨，制成有机肥 339 吨，资源化利用率 23.7%。 

 

图 3.9-1  太湖蓝藻打捞 

表 3.9-1 藻水分离站信息及处理能力 

藻水分离站 
经纬度 设计处理

能力 

工作人员

（人） 纬度 经度 

东山镇石灰窑码头藻水分离站 31.1015466 120.4454053 1000t/d 4 

金庭镇东村藻水分离站 31.154379 120.277313 1000t/d 4 

光福镇潭东村藻水分离站 31.266433 120.352913 1000t/d 4 

在“十四五”期间，预计还要新建两座藻水分离站和添置一艘藻水分离

船。 

表 3.9-2  “十四五”新建蓝藻处理工程 

镇（区、街道） 地址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总投资 计划时间 

东山镇 
沙滩山加油

站南侧 
藻水分离站 1000t/h 600 万 2021 年 

金庭镇 - 藻水分离船 80t/h 600 万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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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街道 
原渔洋山水

厂附近 
藻水分离站 1600t/h 900 万 2021 年 

3.10 淤泥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吴中区为保持区内河湖生态，持续对区内河流进行清淤工作。目前吴

中区清淤主要有两种方式，生态清淤和干挖式清淤。生态清淤无需抽干河

湖，通过清淤船将淤泥抽吸至岸边指定地点。河湖底部不会产生湍流，因

此对不会污染河湖。干挖式清淤，需将河湖的水抽干后使用挖机，将淤泥

清除至岸边指定地点。岸边堆积的淤泥而后由运输车运输至需填埋处，就

地进行填埋处理。 

 

图 3.10-1  淤泥清理 

“十四五”期间吴中区计划清淤河道 500 条，共计约 400 公里。 

3.11 水草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水草通过打捞船在水体打捞收集，运输船运往各地水草堆放码头。水

草堆放码头目前拥有东山镇摆渡口水草堆放码头，三山岛堆放码头，金庭

镇秉常山堆放码头，光福镇铜坑堆放码头四个码头。除临湖镇进入中农大

有机废弃物处理示范基地资源利用外，其他上岸水草均送往果园堆肥。

2020 年累计打捞太湖水草 75067.7 吨，处理利用率 100%。临湖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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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及目前处理能力见下表 3.11-1。 

 

图 3.11-1  水草堆放码头位置图 

表 3.11-1 临湖示范中心项目信息及目前处理能力 

水草处理

处置项目 
地址 目前处理能力 

临湖示范

中心项目 

吴中区临湖

镇 

初期处理 3-5 吨/日水草，到后期的 8-10 吨/日，后

期进一步增加到 15-18 吨/日左右 

3.12 飞灰收处体系建设及运行现状 

飞灰来源于对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对生活垃圾的焚烧处理。

2020 年产生量飞灰量 41597.57 吨（飞灰量包括苏州市区生活垃圾焚烧产

生的飞灰），经过螯合工艺处理后产生物化性质稳定、结构稳定的飞灰螯

合物。由运输车运输至七子山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 

3.13 吴中区有机废弃物现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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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步统计有机废弃物共约 303.58 万吨。产生、处理、利用情

况见下表 3.13-1。 

表 3.13-1  吴中区 2020 年有机废弃物产生、处理、利用情况 

有机废弃

物 

产生量（万

吨/年） 

处理量（万

吨/年） 

处理

方式 

处理

率 

利用量（万

吨/年） 

利用方

式 

利用

率 

生活垃圾 69.18 
61.94 焚烧 

100% - - - 
7.24 填埋 

厨余垃圾 1.809 1.809 发酵 100% 1.809 有机肥 100% 

餐厨垃圾 6.773 
4.604 制沼 

100% 
4.604 制沼 

100% 
2.169 发酵 2.169 有机肥 

污泥 13.685 13.685 
干化

焚烧 
100% 13.685 发电 100% 

园林废弃

物 
1.2 1.2 粉碎 100% 1.2 

堆肥 

100% 

有机肥 

燃料 

板材原

料 

秸秆 1.532 1.532 

机械

化还

田 

100% 1.532 
机械化

还田 
100% 

尾菜 5.1 

4.2 发酵 

100% 

4.2 有机肥 

82.35

% 0.9 

回填 

- - 焚烧

填埋 

粪污 0.325 0.318 
发酵

还田 

98.01

% 
0.318 有机肥 

98.01

% 

藻泥 0.143 0.109 填埋 100% 0.034 还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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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还田 % 

淤泥 192.18 192.18 填埋 100% - - - 

水草 7.507 
7.324 堆肥 

100% 
7.324 堆肥 

100% 
0.183 发酵 0.183 有机肥 

飞灰 4.16 4.16 填埋 100% - - - 

合计 303.58 303.573 - 
99.99

% 
37.058 - 

12.20

% 

2020 年，吴中区在有机废弃物处理处置方面，总体处理率达到

99.99%。在资源化利用方面，资源化产品 98.998 万吨，总体利用率只有

12.20%，资源化利用率较低。目前主要以还田堆肥、有机肥、沼气、燃料、

板材原料的方式资源化利用。 

目前吴中区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设施覆盖率均达到 90%以上，生活垃

圾及其焚烧飞灰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 100%，园林废弃物、秸秆、蓝藻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 100%、

100%、90%，有机肥替代化肥比例达到 20%。集中统一和区域协同的管

理体制、社会资本为主的投资机制、资源化利用主要产品市场化应用体系

都有待形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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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政策及规划体系现状 

4.1 分类收处支持政策及规划体系 

根据《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苏州市吴中区生活垃圾分类

实施方案（2018-2020）》及《2020 年吴中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行动

方案》等条例方案，稳步推进分类收处体系的推进。 

锚定目标，持续推进“三定一督”小区建设。在 2020 年完成 70%覆盖

率的基础上，2021 年继续保持强劲势头、持续加码，以优秀的示范小区

为标杆，保质保量推进拓展“三定一督”小区，同时，做好无物业小区的摸

底排查，做到全域无遗漏。不断规范无物业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纳入“三

定一督”拓展范畴，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实现“三定一督”小区全覆盖。已经

运行的“三定一督”小区，加强日常监督与管理，确保垃圾分类提质增效。 

统筹谋划，完善各类垃圾闭环处置体系。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统

筹谋划终端设施处理能力，持续推进以餐厨（厨余）垃圾处置为重点的终

端处置提标升级，根据餐厨（厨余）垃圾产量匹配餐厨（厨余）废弃物应

急收运和处置量，确保生活垃圾分类闭环处置。 

科技支撑，提升垃圾分类信息化监管质量。紧紧围绕市级信息化工作

要求，加紧布局，扎实推动信息化体系建设工作，实现处置终端 100%接

入系统，2021 年完成 40%“三定一督”小区系统接入工作，实现数据精确

计量、落实信息源头监管，充分利用数据分析垃圾分类工作质态，推动全

域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创新，确保垃圾分类工作高标准、规范化、可持续开

展，助力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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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落实，实现垃圾分类全域覆盖。以党政机关为主体，推动公共机

构及相关企业分类实施。目前，全区党政机关已实施分类全覆盖，下一步

将积极探索有效路径，继续深化垃圾分类推广力度，通过广泛宣传、强制

分类等有效手段将生产企业等纳入垃圾分类全覆盖范畴，实现垃圾分类无

死角全域覆盖。另外，积极总结胥口镇作为全区第一个垃圾分类全域示范

镇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助力其余各镇（区、街道）陆续实现全域垃圾

分类。 

城乡协同，促进垃圾分类同质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完善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收运体系，结合苏州市垃圾分类第三方暗访和数据监管平台，区对各

乡镇板块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扫码率、垃圾收运时间公示、分类准确率、垃

圾收集暂存点等细节工作进行整改夯实。积极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

服务外包模式，目前我区胥口镇、横泾街道、木渎镇、香山街道 4 个乡镇

已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市场化运行全域覆盖，并在区镇两级考核中

对第三方服务质量加强考核。借鉴城市生活垃圾“三定一督”模式，开创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新局面，吴中区因地制宜，结合自然村实际条件，对

木渎镇香溪社区、越溪街道旺山村等有条件的自然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

运“三定一督”模式。 

精准施策，促进垃圾分类社会协同共治。挖掘各渠道宣传媒介，线上

线下齐发力。线下依托吴中区垃圾分类宣传实践教育基地及各镇（区、街

道）宣传阵地，接待多类群体进行垃圾分类宣传与推广。注重定位宣传薄

弱区域，注入强劲宣传力量，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带入其中，增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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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垃圾分类的认同感，实现社会共治。线上继续加强与主流媒体、新

媒体合作，营造媒体宣传“大氛围”。积极部署研究党建引领垃圾分类“新

时尚”，真正把基层党员组织起来，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社会形成“人人垃圾分类”的新风尚。 

科学管理，优化垃圾分类督查考核体系。充分发挥监督考核导向作用，

按照我区垃圾分类工作实际开展情况，适当调整优化督查考核体系，下发

《吴中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评价办法（2021 版）》，逐渐将考核转

换为对垃圾分类质量、效果的考核，建立更加科学、更加精准、更加严格

的考核机制。不断加强监督考核力度，区级将继续引入第三方考核，每半

月考核一次，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综合考评，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全面、均

衡发展。区垃圾分类办也将不定期对各镇（区、街道）进行督查考核。 

4.2 综合利用支持政策及规划体系 

吴中区作为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区，高度重视示

范区建设工作，率先启动示范点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吴中经验”，争当环

太湖有机废弃物处理与利用的“先锋队”和“排头兵”，启动建设“1+2”示范

点项目。 

4.3 资源化产品销售支持政策 

在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项目中，吴中区正在研究商品有机肥替代化肥

的补贴政策，降低化肥施用量，推动全区土壤耕地质量提升，协调好发展

与保护的关系。待国家标准发布后在全区范围内推广使用符合标准的有机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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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体系建设任务 

5.1 工作基础 

2020 年，吴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43.8 亿元，增长 3.6%。“十三

五”期间，吴中区很好的完成了对有机废弃物的分类收集运输及处理处置，

在有机废弃物处置模式、蓝藻治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于有机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上还有所欠缺。 

吴中区较强的生态意识、活跃的市场主体、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

机废弃物处理利用已有的经验成绩以及资源化产品利用存在的巨大潜力，

为吴中区开展城乡有机废弃物利用体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5.2 总体思路 

围绕有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

信息化管理，立足先行先试、统筹布局、打通堵点，着力建立健全集中统

一管理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有机废弃物处理能力，着力推动形成有机废弃

物利用新途径，将吴中区建成管理体制协同创新、处理方式集约高效、市

场转化渠道畅通的城乡有机废弃物利用可持续发展示范区。 

5.3 面临主要问题 

分类投放困难。《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苏州垃圾分类进入强制实施阶段，但是部分居民缺乏对垃圾分

类整体知识的了解，分类投放习惯还未完全养成，需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

技术方法、培养居民的分类投放习惯，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 

处理能力受限。吴中区生活垃圾填埋集中于七子山生活垃圾填埋场，



 

—44— 

填埋空间有限。并且七子山周边随着城市发展，居民点日益增多，填埋场

所散发的异味对居民影响较大。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污泥产生量的剧增，吴

中区处置能力已难以满足，区内部分污泥已运至高新区华能热电厂处理处

置。 

资源化利用率低。存在城市污水厂污泥、园林废弃物、尾菜、藻泥、

淤泥等部分资源化或未资源化利用的有机废弃物，缺乏资源化途径。 

循环农业实现存在困难。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模式能实现种植业有机

废弃物和畜禽有机废弃物的就地就近消纳、养殖成本降低、优势互补。实

际缺乏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有机废弃物相互转换利用的途径。 

缺乏政策引导，企业扶持。尚未出台有机废弃物的相关办法或实施细

则来规范有机废弃物行业，违规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难以形成有效机制。

缺乏相关政策，引导行业流向，扶持企业处理利用。 

5.4 应对措施 

强化分类收集。加强有机废弃物分类宣传，提高居民分类意识。加强

对收运人员、队伍的培训，提升专业化水平。加大引入考核制度，严格督

促。建设足够的集中堆放场所。 

提升处理能力。对目前缺乏的某些有机废弃物处理方面，加大引入社

会资本，建设新的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 

开拓资源化利用。参考国内外经验，开拓少利用或未利用的有机废弃

物资源化途径。 

循环农业互补。积极提倡种植业与养殖业产生的有机废弃物相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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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闭环利用不外流。 

规范行业，企业扶持。出台有机废弃物的相关办法或实施细则来规范

有机废弃物行业，并对行业内的企业相应的政策福利。 

5.5 主要任务 

5.5.1 结构减量 

从源头减量。针对综合利用路径较少、利用成本较高的城乡有机废弃

物，通过制定相关引导政策，从源头减少有机废弃物的产生。积极倡导绿 

色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践行“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推进

产品包装物、快递包装物的减量工作，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通过开展

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收集，推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强化分流分类。持续增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进一步提高居住区有机

废弃物分类收集率，持续加强垃圾分类一线管理人员、作业人员条例知识、

分类常识，提升收运队伍专业化水平。加大考核力度，严格行业监督和第

三方评估，结合“红黑榜”考评机制，健全分类考核评价机制，将考核评

价情况纳入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公共场所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投放设

施，农村区域配套完善分类投放设施，与城区执行一套垃圾分类投放标准。 

5.5.2 分类-收集-运输体系建设 

加大有机废弃物收储运的基础建设。各地充分评估收运能力，按照有

机废弃物分类的类别，专桶专用，专车专收，专线转运。通过合理调配人

员、车辆、队伍，确保收运能力与有机废弃物产生量相匹配。在生活垃圾

方面，严格按照《吴中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指导意见》，在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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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单位做好收运队伍、收运时间、收运频次的公示。进一步推广“三

定一督”，将区域收运工作知晓率及覆盖率达到 100%。加快大型高标准转

运站新改建，鼓励向大型化、地下化、密闭化发展，确保有机废弃物的转

运需求。 

健全有机废弃物收储运体系。建立有机废弃物分类管理制度，引入社

会化专业机构参与对有机废弃物的分类、收集、运输体系，实现应收尽收。

规范投放方式，加强规范管理，提升可利用有机废弃物投放比例。积极推

广定时投放、监督指导等分类投放模式，提升分类投放效果。 

实现信息化源头监管。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积

极推行信息化建设，加快建设有机废弃物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收储运

智能化管理，进一步提升监控能力、预警能力和溯源能力。 

5.5.3 处理处置体系建设 

优化提升现有处理设施。充分发挥已有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作用，规

划建设一批新的处理设施，加快现有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升级改造，提升

设施处理能力。鼓励以镇（区、街道）为单位建设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理中

心，以厨余（餐厨）垃圾、种植业废弃物处置为核心，综合区域内的生活

模式、人口结构、农业布局、河道状况、处理半径并结合现有设施情况，

因地制宜采用最适宜、最科学的处置设施，科学合理布局，实现有机废弃

物处理利用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融合。 

推进有机废弃物处理终端设施建设。坚持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与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因地制宜采用最适宜、最科学的处置设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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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科学合理布局，在后端建设的规模化建设方面进一步做好规划与统

筹。各镇（区、街道）因地制宜开展厨余（餐厨）垃圾处理终端设施建设，

满足厨余（餐厨）垃圾分类处置需求。规模化养殖场规范运作处理设施，

切实提升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水平。在蓝藻处置方面，计划 2021 年分

别在东山镇、金庭镇和香山街道各建设 1 座藻水分离站，确保我区打捞上

岸的藻水均能进入藻水分离设备进行分离处置。在园林垃圾处置方面，面

向社会公告公示园林绿化垃圾处置点位置，引导产生的园林绿化垃圾顺利

进入处置点集中处理利用，缓解园林绿化垃圾收集处置困难压力，进一步

提升资源化和能源化利用率。2021 年，计划越溪街道、城南街道、香山

街道分别建设一条园林绿化垃圾破碎生产线。2022-2023 年，太湖街道在

大型垃圾转运站建设所在地，同步建设一条园林绿化垃圾破碎生产线。在

污泥处置方面，新建吴中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分两期建立，计划 2022

年 9 月投入运营，达到 800t/d 的处理规模，以满足吴中区内日益增长的污

泥处置需求。 

加强有机废弃物处理体系监督管理。督促有机废弃物处理单位完善相

关手续，以及妥善处置产生的三废避免出现二次污染。加强对有机废弃物

成分的管控，严格确定拒收拒运制度，保障处理单位的稳定运行。加强对

处理现场的运行管理、环境风险管控，严格落实收治措施。 

5.5.4 资源化利用体系建设 

明确资源化产品方向。依据不同有机废弃物的属性、处理成本、技术

水平和市场需求，建立健全资源化产品体系，明确资源化产品的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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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资源化利用往饲料化、肥料化、能源化、建材化方向发展。农作物秸

秆、尾菜等可往饲料化方向发展，将产出的饲料应用于养殖业。探究厨余

垃圾、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尾菜、畜禽粪污、园林废弃物、蓝藻和水

草等有机废弃物，协同发展有机肥技术路线，生产出更加满足市场需求的

合格有机肥。对于生活垃圾、污泥等难以实现利用的有机废弃物，通过脱

水干化后，实现焚烧发电的能源化利用。深化焚烧后的有机废弃物和河道

淤泥的研究，尝试作为建筑材料的原料，开拓资源化产品方向。 

循环农业，闭环利用。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性质，产生的有机废弃物能

够很好的相互利用。种植业产生的秸秆和尾菜所加工成的饲料，一定程度

能降低养殖业成本，满足养殖业的部分饲料需求。养殖业产生的粪污所加

工成的有机肥，对于种植业是不可多得的肥料，能大大增加土壤的肥沃。

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合作，实现对有机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政策助力，打通堵点。打通资源化产品在市场化道路的政策限制、标

准缺失、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堵点。研究商品有机肥替代化肥的

补贴政策，逐步降低化肥的使用量，推动土壤质量的提升，协调好发展与

保护的关系。结合国家标准，帮扶企业取得生产证明，生产出满足市场需

求的资源化产品。通过政府引导，将吴中区内的有机废弃物运输至合适的

处理利用单位。突出或制定资源化利用产品污染控制与质量管理等要求，

在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支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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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产品标准体系和处理技术规范。以保障生态安全为前提，推

动处理利用产品上市为目标，完善处理技术规范，建立健全统一的产品标

准体系。加快制定产品标准，研究制定有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处置技术规

范，组织制定还田技术规范，探索建立重点废弃物综合利用衍生品安全性

技术标准。 

完善处理利用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依托第三方机构科学评估各类有机

废弃物中的有机物含量，综合考虑处置成本、转换附加值、污染代价等因

素，制定一套符合吴中实际的价格标准。以此标准深化处理利用产品市场

化价格改革，形成市场决定价格、政府视情补贴的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摆

脱处理利用单位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程度，促进产品的优质化。加强对处理

利用产品的成本监审和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套取政府补贴行为。 

5.5.5 体制机制创新体系建设 

创新应用互联网收运体系。按照苏州要求，积极推进“两网融合”模

式落地，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提供在线回收服务，建立可回收物数据中心，

提高“易丢丢”“易代扔”及“962030”等平台在线预约收运能力，并加

大对可回收物收运队伍的督导力度。 

探索社会资本为主的投入机制。积极探索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的市场

化运作模式，加快打通循环利用产品市场化转化渠道，建立以项目为基础、

财政政策扶持为辅助，逐步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健全财税政策引导机制，落实好税收优惠、国家补贴等相关政策。加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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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金融机构信贷等多渠道支持。探索在用地、建设、设备、收储、

运输、处置、产品应用、科研等环节予以支持和补贴，提高企业或主体的

参与积极性。 

建立健全各部门高效协同的管理体系。完善管理体系，实行“牵头不

包揽、统筹不代替”，市污防攻坚办牵头统筹，城管、农业农村、园林绿

化、水务等主要职能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加强协调衔接联动，形

成城市、乡村、太湖水域各管理部门高效协同的管理体系和一体化的区域

环境治理格局。督促指导镇（区、街道）加快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设施的

落地运行，促进全区有机废弃物协同处理利用。 

5.6 重点工程及投资估算 

5.6.1 “十四五”期间吴中区拟建重点工程 

对环太湖城乡有机废弃物利用体系建设，“十四五”期间吴中区拟实施

的重点工程项目如下表 5.6-1 所示。重点工程实施后，将大大增强吴中区

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能力，不仅实现苏州市生活垃

圾的全量焚烧，而且满足了有机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需求，有

利于节约土地资源，改善人居环境，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表 5.6-1 “十四五”期间吴中区重点工程及投资估算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建设地

点 

建

设 

期

限 

计划 

投资

（万

元） 

实施 

单位 

预期环境效

益 

1 
临湖镇示

范点项目 

40吨/天处理

设施 

临湖东

吴村 

2021

年12

月 

3700  临湖镇 

有机废弃物

处理试点，

对多种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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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处理进 

2 
东山镇示

范点项目 

40吨/天处理

设施 

东山渡

口工业

园 

2022

年6

月 

3050  东山镇 

有机废弃物

处理试点，

对多种废弃

物处理进 

3 
金庭镇示

范点项目 

40吨/天处理

设施 

金庭戒

毒所蒋

东地块

旧厂房

内 

2022

年12

月 

3200  金庭镇 

有机废弃物

处理试点，

对多种废弃

物处理进 

4 

苏州餐厨

垃圾处理

项目提标

改造工程 

餐厨垃圾处理

350吨/日、厨

余垃圾处理

300吨/日 

木渎镇 

2023

年5

月 

31100 

水发鲁

控环保

科技

（苏

州）有

限公司 

满足吴中区

内日益增长

的餐厨垃圾

产生量 

5 

吴中高新

区厨余垃

圾就地处

置项目 

新增处理能力

10吨/天 

新门路2

号 

2021

年12

月 

300 

吴中高

新区环

卫所 

满足高新区

内厨余垃圾

就地处理需

求 

6 

甪直镇厨

余垃圾资

源化处置

中心 

土建、设备采

购及安装 

甪直镇

湖滨路

北侧 

2021

年8

月 

2400 甪直镇 

对甪直日益

增长的餐厨

垃圾，就地

就近处理 

7 
藻水分离

站 

拟建日处理

1000吨的分离

站 

东山镇

沙滩山

加油站

附近 

2021

年12

月 

600  东山镇 

满足就近的

蓝藻打捞工

作，提高打

捞效率 

8 
藻水分离

站 

拟建日处理

1600吨的分离

站 

香山街

道原水

厂旧址 

2021

年12

月 

900  
香山 

街道 

满足就近的

蓝藻打捞工

作，提高打

捞效率 

9 
藻水分离

船 

购置1艘处理

能力80t/h的藻

水分离船 

- 

2021

年12

月 

600 金庭镇 

实现蓝藻边

打捞边除水

的过程，大

大提高了打

捞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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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中生物

质综合利

用项目 

新建6条污泥

干化线，日处

理能力600顿 

吴淞江

科技产

业园白

洋湖东

侧，白洋

湖路以

西 

2022

年9

月 

32000 

苏州市

江远热

电有限

责任公

司 

实现污水厂

污泥的

100%无害

化处理 

11 

苏州吴中

温氏华统

畜牧有限

公司甪直

猪场粪污

资源化利

用设备安

装项目 

1、UASB厌氧

发酵罐处理系

统一套； 

2、二段OA活

性污泥深度工

业化处理系统

一套； 

3、污水固液分

离系统一套； 

4、纳管：通过

纳管接入市政

污水处理系

统。 

甪直镇

生猪保

供基地 

2021

年8

月 

392  

苏州吴

中温氏

畜牧有

限公司 

保证畜禽废

弃物的不外

流，本地收

集本地处理

本地利用，

实现对废弃

物的100%

处理利用 

总

计 
    78242   

5.6.2 “1+2”示范点项目 

“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试点建设”即“1+2”示范点项

目，分别建设于濒临太湖的临湖镇、东山镇、金庭镇。 

1、临湖示范中心项目 

临湖示范中心项目位于临湖镇东吴村，总投资 3700 万元，占地面积

6900m2。设计日处理能力 40 吨（包括 20 吨厨余废弃物和 20 吨太湖水草、

水葫芦、园林枝条和农作物秸杆等），年产有机肥约 5000 吨。2020 年 3

月启动建设，8 月份完成调试，2020 年 9 月试运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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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  临湖镇示范点项目 

餐厨处理线目前每天处理 10-12 吨，主要是临湖镇“三定一督”小区，

有关餐饮企业、机关食堂等，逐步将有条件的村庄收集的餐厨垃圾送到处

理中心。其它有机废弃物处理线自 2020 年 8 月-11 月，每天从初期处理

3-5 吨水草到后期的 8-10 吨；11 月后处理其它餐厨处理点的半成品 10-12

吨。产生的有机肥料主要试用于临湖镇内 500 亩生态水稻农场。 

目前该项目由临湖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中农新科成立的子公司

“苏州博士旺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运营。同时中农大研究院科研团

队、设备专家现场紧密对接，对技术、设备、工艺、标准等方面的联动调

试。 

2、东山镇示范点项目 

东山镇示范点项目位于东山渡口工业园，厂房利用东山渡口工业园原

厂区 2 幢工业厂房和厂房间过道等空间区域，总投资 3050 万元，占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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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 3300m2。 

2021 年目前已完成设备基坑、污水管道以及物料传输通道等相关土

建工程，设备已完成生产，设备已进场三分之一，待安装。计划 2021 年

内完成一期项目（40 吨）的设备安装，包括餐厨处理线 20 吨/天，其它废

弃物处理线 20 吨/天，年产有机肥约 5000 吨。 

3、金庭镇示范点项目 

金庭镇示范点项目位于金庭镇戒毒所蒋东地块旧厂房内，总投资额

3200 万元，占用面积约 3700m2。2021 年已完成旧厂房改造的设计、立项、

编标，已完成招投标，近期将进厂施工。今年计划启动一期项目（40 吨/

天），包括餐厨处理设备 20 吨/天，其它废弃物处理 20 吨/天，年产有机

肥约 5000 吨。 

4、示范点经验 

财政补贴方面。临湖示范点项目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餐厨垃圾处置费

用已明确从 2021 年 05 月起按 325/吨支付，水草处置费用之后也会明确。

区级财政给予临湖试点项目设备投资 30%的一次性补贴，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 

有机肥销售资质方面。有机肥须取得肥料登记证后方可上市销售，新

的标准修订已于 2021 年 5 月 7 日由农业农村部发布（第 424 号公告），

修订后的标准将“经分类陈化的厨余废弃物”纳入有机肥生产原料。临湖镇

示范点项目目前已积极申请废料登记证，保证有机肥的上市。 

运营模式方面。临湖镇示范点项目目前由政府进行主导，企业负责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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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模式，专业的人员、团队投入使用。 

合规性建设方面。目前示范点建设选址位于太湖一级保护区内，客观

上与现行的太湖流域管理、生态红线、风景名胜区管控等方面的法规、条

例存在不符的情况。示范点项目目前积极探索对太湖流域的零影响低影

响，审批手续的合规性。 

示范点项目的前期申报、中期建设、后期运营，对整个有机废弃物处

理利用产业链，乃至吴中区、环太湖地区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5.7 保障措施 

5.7.1 组织实施 

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吴中区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

示范区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方案实施的组织领导，落实工作

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在方案实施、机制创新、标准规范制定、重大项目

要素保障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组建工作专班。工作专班实行集中办公、实体化运作，具体负责开展

日常工作，建立健全定期调度、交办督办、明查暗访、定期报告、奖惩考

核等工作机制。区城管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等职能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会各地推进和落实示范区建设各项工作。 

强化推进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按照示范区建设

方案的要求，做好相关任务的细化分解和责任落实，将项目的推进工作列

入各有关部门、属地板块的年度考核目标，进一步完善管理责任体系和考

核机制，强化各项工作任务的有效落实。区各相关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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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方案确定的任务，在项目建设、资金争取、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给予

支持。 

5.7.2 政策保障 

制定支持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推

动形成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为主的多元化投入模式。完善市场决定价

格、政府视情补贴的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收费制度，

树立“谁产废、谁付费”的鲜明导向。发挥财税政策引导作用，对符合条件

的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实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加快

补齐市场、政策领域短板，让合法合规从事有机废弃物收集处置资源化利

用的企业得到实惠。 

在详细摸底调查的基础上，组织编制吴中示范区建设规划，将国家《建

设方案》主要任务分解落实为重大项目和具体措施，建立项目库，分解年

度任务，实施动态管理，稳步推进示范区建设。 

将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相关推进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个性指标，

分解下达年度工作任务，明确责任部门，按序时、高质量推进示范区建设，

及时推广可复制制度经验。加强督促检查，建立按月调度工作机制，推进

重点工作，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 

5.7.3 资金支持 

示范区建设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前期工作调研、方案制定、

收储运体系建立、重大项目建设等投入较大，区财政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

引导作用，为示范区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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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技术支持 

鼓励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对接，突破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合作的科技支撑体系。加强有机

废弃物处理科技成果应用，提升收储运和处理环节的科技水平。以满足市

场需求为导向，研发一批先进生产技术，确保资源化利用产品得到推广应

用。优先引进已获得长期工程化应用的资源化技术。 

5.7.5 有效推广 

区工作专班要会各有关部门加强对示范区建设的指导，定期协调解决

重点和难点问题。加强分析评估，及时总结示范点建设的运作模式、标准

规范等成果，建立健全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多元化的处理模式形成吴中特

色的示范区建设路径和成果，形成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制度，按

照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的原则，为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提

供更多“吴中经验”。 

5.7.6 全民参与 

积极倡导清洁生产生活方式，从源头减少有机废弃物产生数量。加强

垃圾分类宣传，普及分类知识，引导群众普遍参与、切实从娃娃抓起、营

造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等途径，提高居民参与率和知晓率，实现从“要

我分类”到“我要分类”的转变，推动全社会垃圾分类习惯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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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吴中区各社区（行政村）常住人口统计 

吴中高新区（长桥街道）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吴中苑社区 1.1 

2 龙城社区 1.3 

3 水香社区 1.2 

4 美蠡雅社区 1.3 

5 迎春社区 1.1 

6 东吴社区 1.3 

7 嘉宝社区 1.3 

8 苑北社区 1.38 

9 南区社区 1.5 

10 天华社区 0.57 

11 长蠡社区 1.5 

12 石湖天韵社区 0.85 

13 苏蠡天怡社区 0.35 

14 新南社区 2.15 

15 新北社区 0.1 

16 蠡墅社区 0.21 

17 先锋社区 0.35 

18 新家社区 0.21 

19 龙西社区 1.3 

20 龙桥社区 2.04 

木渎镇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穹窿社区 0.32 

2 接驾社区 0.21 

3 胥江社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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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枫社区 0.09 

5 凯马社区 1.73 

6 金山浜社区 1.39 

7 南亭社区 0.87 

8 长浜社区 3.13 

9 藏书社区 0.79 

10 花苑社区 1.08 

11 同春社区 1.25 

12 白塔社区 1.12 

13 马庄社区 - 

14 竹园社区 0.48 

15 翠坊社区 1.22 

16 香溪社区 0.62 

17 西跨塘村 0.52 

18 善人桥村 0.58 

19 天池村 0.82 

20 天平村 2.58 

21 灵岩村 - 

22 尧峰村 2.25 

23 金山村 0.49 

24 姑苏村 0.63 

25 五峰村 0.62 

甪直镇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甫里社区 1.21 

2 保圣社区 3.2 

3 澄墩村 0.3 

4 湖浜村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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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淞南村 1.28 

6 长巨村 0.39 

7 淞浦村 0.77 

8 澄北村 0.38 

9 澄湖村 1.46 

10 澄东村 0.35 

11 甫南村 1.4 

12 前港村 0.25 

13 三马村 0.37 

14 瑶盛村 0.3 

15 江湾村 0.3 

16 甫港村 0.42 

17 甫田村 0.41 

18 淞港村 3.32 

胥口镇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一箭河社区 - 

2 子胥社区 3.27 

3 合丰村 0.85 

4 采香泾村 0.41 

5 马舍村 0.6 

6 箭泾村 1.57 

7 东欣村 2.49 

8 新峰村 0.51 

东山镇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洞庭社区 0.66 

2 新潦村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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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巷村 0.4 

4 陆巷村 0.52 

5 杨湾村 0.37 

6 三山村 0.08 

7 莫厘村 0.47 

8 渡口村 0.34 

9 太湖村 0.28 

10 渡桥村 0.34 

11 碧螺村 0.52 

12 双湾村 0.42 

13 潦里村 0.51 

临湖镇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联盟社区 0.75 

2 渡村社区 0.16 

3 前塘村 0.41 

4 浦庄村 0.38 

5 石舍村 0.26 

6 灵湖村 0.36 

7 东吴村 0.31 

8 石庄村 1.15 

9 牛桥村 1.54 

10 石塘村 0.34 

11 湖桥村 1.55 

12 界路村 0.31 

13 采莲村 1.17 

14 陆舍村 0.25 

光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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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西崦湖社区 0.8 

2 福溪社区 1.0 

3 东崦湖社区 0.53 

4 福利村 0.8 

5 邓尉村 0.35 

6 香雪村 0.8 

7 冲山村 0.31 

8 迂里村 1.2 

9 府巷村 0.57 

10 太湖渔港村 0.49 

金庭镇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东园社区 1.0 

2 东河社区 0.53 

3 衙甪里村 0.38 

4 元山村 0.38 

5 林屋村 - 

6 东村 0.37 

7 秉常村 0.43 

8 石公村 - 

9 蒋东村 0.39 

10 东蔡村 0.31 

11 缥缈村 0.31 

12 庭山村 0.37 

13 堂里村 0.3 

郭巷街道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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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玲珑社区 1.0 

2 景韵社区 0.6 

3 清禾社区 0.68 

4 常青藤社区 0.66 

5 斜港社区 1.1 

6 湖滨社区 - 

7 国香园社区 - 

8 马巷社区 0.34 

9 姜家社区 0.28 

10 尹山社区 - 

11 戈湾社区 0.34 

12 黄潦泾社区 0.43 

13 独墅湾社区 1.3 

14 双湾锦园社区 0.28 

15 翠湖社区 0.26 

16 墅浦社区 - 

17 湖景花园社区 2.0 

18 湖岸社区 1.0 

19 官浦社区 0.21 

20 姜庄社区 0.4 

21 独墅湖社区 2.6 

22 双浜社区 0.34 

23 徐浜社区 - 

24 国泰社区 0.89 

横泾街道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泾苑社区 0.71 

2 尧南社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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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泾峰社区 0.47 

4 上巷社区 0.33 

5 新齐村 0.3 

6 新路村 0.22 

7 新湖村 0.19 

8 上林村 0.49 

9 长远村 0.36 

越溪街道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吴山社区 0.7 

2 小石湖社区 1.21 

3 教育园社区 0.4 

4 木林社区 0.49 

5 莫舍社区 0.39 

6 溪韵社区 1.5 

7 溪上社区 0.34 

8 溪江社区 0.83 

9 珠村社区 1.09 

10 龙翔社区 0.46 

11 张桥村 0.33 

12 旺山村 0.25 

城南街道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家天下社区 1.44 

2 新城苑社区 0.96 

3 碧波社区 1.33 

4 龙南社区 0.94 

5 小石城社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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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江社区 0.14 

7 玫瑰苑社区 0.88 

8 商贸城社区 1.5 

9 南石湖社区 2.0 

10 桂苑社区 1.1 

11 宝带桥社区 2.49 

12 东湖社区 2.17 

13 阳光苑社区 1.25 

14 红庄社区 3.82 

15 南港社区 0.78 

太湖街道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融湾社区 - 

2 颐湾社区 - 

香山街道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万人） 

1 小横山社区 0.23 

2 香山花园社区 0.74 

3 舟山花园社区 0.35 

4 墅里社区 0.28 

5 渔帆社区 0.13 

6 长沙社区 0.12 

7 蒋墩社区 0.18 

8 舟山村 0.59 

9 梅舍村 0.17 

10 郁舍村 0.17 

11 香山村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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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吴中区城乡已建有机废弃物处理工程 

有机废弃物处理工程 地址 处理工艺 处理能力 

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吴中区木渎镇万禄路 189 号 焚烧 3550 吨/天 

七子山生活垃圾填埋场 吴中区木渎镇中心路 10 号 填埋 
总库容470万立

方 

水发鲁控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万禄路 199 号 

预处理+厌

氧 
23.7 万吨/年 

苏州江远热电有限公司 吴中区越溪街道天灵路 干化焚烧 500 吨/天 

华能苏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高新区长江路 688 号 干化焚烧 500 吨/天 

郭巷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 北尹丰路与南尹丰路交界处 粉碎 2000 吨/年 

苏州洲联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甪直镇科技园 粉碎 10000 吨/年 

越溪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 明溪路 69 号 粉碎 12000 吨/年 

银顺环保（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福东路(苏州永兴红木家具厂

东南侧约 300 米) 
粉碎 60000 吨/年 

胥口环卫所 胥口镇 粉碎 14600 吨/年 

上林村 上林村 粉碎 3000 吨/年 

吴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筹）绿

化工程队 
太湖西路 108 号 粉碎 1700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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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安苏燃料有限公司 临湖镇采达路西侧 粉碎 1200 吨/年 

东山镇环卫所 东山镇木东路老砖瓦厂内 粉碎 49.15 吨/年 

苏州市天源园艺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劳家桥附近 粉碎 500 吨/年 

香山街道环卫所 吴中区香山街道丽波路 粉碎 600 吨/年 

木渎镇环境卫生管理所（木渎镇园

林、大件绿化处理站） 

吴中区山行路（东壹元新饰界家具建材广场西南侧 50

米） 
粉碎 3650 吨/年 

东山镇石灰窑码头藻水分离站 东山镇石灰窑码头 藻水分离 1000 吨/天 

金庭镇东村藻水分离站 金庭镇东村 藻水分离 1000 吨/天 

光福镇潭东村藻水分离站 光福镇潭东村 藻水分离 1000 吨/天 

临湖示范中心项目 吴中区临湖镇 - 

初期处理 3-5 吨

/日水草，到后

期的 8-10 吨/

日，后期进一步

增加到 15-18 吨

/日左右 

长桥蠡墅农贸垃圾处理站 蠡墅农贸市场内（苏蠡路与南蠡墅街交叉口） 生物菌发酵 0.037 万吨/年 

光福太湖垃圾处理站 光福镇太湖 65 路公交停车场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光福黄家渠垃圾处理站 光福镇塔映路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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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福环卫所垃圾处理站 光福镇凤山路 12 号 生物菌发酵 0.11 万吨/年 

香山街道农贸市场有机垃圾资源化

处理站 
实相路 生物菌发酵 0.58 万吨/年 

郭巷姜家社区垃圾处理站 临嘉路 生物菌发酵 0.0438 万吨/年 

郭巷独墅湖社区垃圾处理站 塘南新村北区小区内 生物菌发酵 0.0180 万吨/年 

东山镇环卫所垃圾处理站 东山镇东山大道凤凰山路口 生物菌发酵 0.2 万吨/年 

渡桥垃圾处理站 木东路（山水度假村对面） 生物菌发酵 0.1 万吨/年 

金庭镇堂里村垃圾处理站 村委对面 生物菌发酵 0.09 万吨/年 

金庭元山村垃圾处理站 鹿村环卫站内 生物菌发酵 2 万吨/年 

金庭石公村垃圾处理站 庙山嘴 生物菌发酵 4 万吨/年 

合丰村农村农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 合丰村下场村 生物菌发酵 0.1424 万吨/年 

新峰村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 湖胥马路 生物菌发酵 0.055 万吨/年 

胥口镇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 东欣路 599 号 生物菌发酵 0.5475 万吨/年 

马舍村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 浦金路 666 号 生物菌发酵 0.08 万吨/年 

箭泾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 清明山 生物菌发酵 0.2 万吨/年 

临湖牛桥村村垃圾处理站点 临湖镇银藏路 1618 号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临湖灵湖村垃圾处理站点 腾飞路园博停车场 生物菌发酵 0.054 万吨/年 

临湖石庄村垃圾处理站点 石庄村 生物菌发酵 0.068 万吨/年 



 

—69— 

临湖东吴村垃圾处理站 东吴村西查工业园内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木渎五峰村垃圾处理站 木渎镇藏中路 生物菌发酵 0.0365 万吨/年 

木渎天池垃圾处理站 木渎镇藏北路 生物菌发酵 0.0365 万吨/年 

木渎穹窿山垃圾处理站 木渎镇南穹窿路 生物菌发酵 0.0365 万吨/年 

木渎尧峰村垃圾处理站 木渎镇尧峰西路 生物菌发酵 0.5475 万吨/年 

甪直江湾村垃圾处理站 江湾村 生物菌发酵 0.0365 万吨/年 

甪直长巨村垃圾处理站 长巨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甪直甫南农贸市场处理站 龙潭农贸市场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甪直甫田村垃圾处理站 甫田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甪直甫里村垃圾处理站 甫里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甪直湖浜村垃圾处理站 湖浜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甪直澄墩村垃圾处理站点 澄墩村 生物菌发酵 0.01825 万吨/年 

甪直澄东村垃圾处理站 澄东村 生物菌发酵 0.0365 万吨/年 

甪直淞南村垃圾处理站 淞南村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新路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圾处理站 横泾街道新路村 生物菌发酵 0.5 万吨/年 

新齐村垃圾处理站 横泾街道新齐村 生物菌发酵 4 万吨/年 

横泾餐厨中心处理站 横泾街道新光路原旧木市场西侧 生物菌发酵 10 万吨/年 

横泾泾峰社区垃圾处理站 横泾街道农贸市场 生物菌发酵 1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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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溪吴山社区垃圾处理站 吴山社区 生物菌发酵 0.073 万吨/年 

越溪张桥村垃圾处理站 张桥村 生物菌发酵 0.0365 万吨/年 

越溪旺山村垃圾处理站点 旺山村 生物菌发酵 0.1095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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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吴中区城乡拟建有机废弃物处理工程 

有机废弃物处理工程 地址 建设内容 

临湖镇示范点项目 临湖东吴村 40 吨/天处理设施 

东山镇示范点项目 东山渡口工业园 40 吨/天处理设施 

金庭镇示范点项目 金庭戒毒所蒋东地块旧厂房内 40 吨/天处理设施 

苏州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提标改造工程 木渎镇 餐厨垃圾处理 350 吨/日、厨余垃圾处理 300 吨/日 

吴中高新区厨余垃圾就地处置项目 新门路 2 号 新增处理能力 10 吨/天 

甪直镇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 甪直镇湖滨路北侧 土建、设备采购及安装 

藻水分离站 东山镇沙滩山加油站附近 拟建日处理 1000 吨的分离站 

藻水分离站 香山街道原水厂旧址 拟建日处理 1600 吨的分离站 

藻水分离船 - 购置 1 艘处理能力 80t/h 的藻水分离船 

吴中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 
吴淞江科技产业园白洋湖东

侧，白洋湖路以西 
新建 6 条污泥干化线，日处理能力 600 顿 

苏州吴中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甪直

猪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备安装项目 
甪直镇生猪保供基地 

1、UASB 厌氧发酵罐处理系统一套； 

2、二段 OA 活性污泥深度工业化处理系统一套； 

3、污水固液分离系统一套； 

4、纳管：通过纳管接入市政污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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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吴中区城乡已建有机废弃物处理工程规划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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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吴中区城乡拟建有机废弃物处理工程规划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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