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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晚， 本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
同题报道，介绍了无锡利农砖瓦厂这一
当年在全国首屈一指的砖瓦企业，如今
已不复存在，引发众人留言。网友“吟啸
红尘”说，“我的家就在利农砖瓦机械厂
旁边，从 18 岁到 31 岁，在这个单位，我
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网友“一笑
而过”说，“无锡利农曾响彻全国，走向
世界多国，可惜未能延续辉煌，近百年
的老厂消失了，我作为利农一员深感痛
惜。 ”网友“理解就好”说，“利农是父母
辈洒下汗水和泪水的地方，也是我出生
和童年成长的地方。烟囱、大会堂、子弟
小学、老虎灶、大浴室……”

网友“阿珍奕奕”是严家桥人，虽然
为如今一片荒凉的利农厂感到辛酸，但
她也为家乡出产的红砖而骄傲， 因为

“它永远在南京中山陵景区里”。这篇报
道也引起了“中国绿化之父”傅焕光的
小女儿傅甘的关注。傅焕光为建中山陵
和中山植物园， 引进了很多花草树木。

而傅焕光还是中山陵前长约三公
里的陵墓大道的勘测设计人之
一。傅甘联系记者表示，无锡利农
砖与中山陵园的文章太好了，报道了一
段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而中山陵园与
傅焕光、与无锡还有故事，有待进一步
挖掘与研究。

本报热心读者华德明看到报道打
电话找到记者。 华德明的老家就在严
家桥一带，对于利农砖瓦厂很熟悉，而
他老家当年还曾住过一批分配到利农
厂工作的上海人。最为关键的是，华德
明跟报道中提到的无锡利农砖瓦厂老
厂长陈允葆是旧识。“他把自己的一辈
子都奉献给了这个行业， 我以前看到
他在收集厂史资料和一些老砖块、老
瓦片。 ”华德明跟陈允葆几年没见了，
在本报报道的触动下， 他很想探望一
下这位老哥。几经辗转，华德明终于联
系到了陈允葆，并陪同记者一起前往陈
允葆家。

本报讯 昨天，无锡市惠
山古镇景区管理处、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苏州市计成文物
建筑研究设计院、 国信司南
（北京） 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四方举行“惠山古镇申遗研
究及咨询项目合作协议”的签
约仪式，标志着惠山古镇迈入
了参加“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
遗”行列的实质性加速推进阶
段。

惠山古镇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建设自 2008 年启动以
来， 已经完成了惠山横直街、
惠山浜两大核心区的修复工
程，重现了惠山祠堂群的人文
历史景观。 2012 年，无锡惠山
祠堂群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录。 近年来，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决
策部署下， 为加快申遗步伐，
惠山古镇审时度势，顺应国家
申遗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
整申遗路径， 于 2018 年由原

来的无锡惠山祠堂群单独申
遗转变为以“惠山古镇”名义
加入苏州主导的江浙两省“江
南水乡古镇” 联合申遗组织，
按照“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
遗规划要求作出申遗范围调
整，持续积极做好申遗各项基
础工作。

此次多方签约合作，重在
按标准打造合格的申遗文本
和管理规划。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将专注于价值评估、保护
管理等方方面面申遗文本的
内容集成和成型， 国信司南
（北京） 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将在地图测绘、 地理定位、
祠堂建筑特点等地理信息系
统领域提供基础和技术服务。
据悉，最近国家文物局将初步
筛选 2021 年的申遗项目，如
果“江南水乡古镇”有幸入选，
则惠山古镇最快在明年就要
接受国际专家的考察。

（金恬伊）

本报讯 今年 6 月是全国
第 18 个、我市第 26 个“安全
生产月”。日前，为进一步牢固
安全发展理念，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提升全民应急意识和安
全知识，按照“防风险、除隐
患、遏事故”的活动主题，我市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提前谋
划，市政府重点道桥工程“安
全生产月”活动已全面启动。

启动仪式上，市公建中心
代表建设单位对全市重点道
桥工程开展“安全生产月”活
动作出部署和工作要求，号召
全市道桥工程的建设者迅速
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安全生

产月”活动，防风险、除隐患、
遏事故， 用深入有效工作举
措，为推动本市道桥建设工程
安全平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为市民交出放心工程。启动仪
式活动中，中铁四局无锡交建
联合体、中铁大桥局、中铁二
十四局等三家施工单位分别
做了中暑事故、 火灾事故、触
电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通
过实战化的应急处置演练，强
化标准规范意识，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市安监站现场作了演
练点评，普及施工现场应急救
援知识。

（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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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报道
中中山山陵陵也也用用““无无锡锡利利农农””砖砖

6 月 11 日，本报 A3 版《南京中山陵也用“无锡利农”砖》
一文，让尘封多年的无锡利农砖瓦厂重现公众视野，引发众人
追忆。 作为曾经的行业佼佼者，“无锡利农”不仅是无锡，甚至
称得上中国近现代辉煌工业史的一个缩影。 昨天，无锡市利农
砖瓦厂 87 岁的老厂长陈允葆现身了，他收藏了报纸并打印了
这篇报道的微信文章，连呼“很振奋！ 很感动！ ”

陈允葆家住广益石利新村。“这个
‘利’就是利农砖瓦厂的‘利’，原先是他
们厂的职工宿舍。 ”华德明多年没来了，
但到了这里一下子熟悉起来。陈允葆今
年 87 岁，身体健朗，思路清晰。 他拿出
早已准备好的一沓资料，本报报道夹在
其中，他还专门下载并打印了本报微信
公众号 10 日的同题报道。 陈允葆说，厂
里的老员工们看到本报微信上发的内
容，纷纷给他发来了消息，“这种红砖就
是我们厂里的，太常见了，当年，无锡市
47%的建筑砖瓦材料来自利农， 不过中

山陵用利农砖我并不知道，这真的很振
奋！ 很感动！ ”

陈允葆生于邗江，1953 年， 他被派
到无锡利农砖瓦厂工作， 直至 1995 年
退休。 陈允葆介绍，“无锡利农”有过三
个名称：利农砖瓦厂、利农砖瓦机械厂、
利农砖瓦机械集团公司。 而这三个名称
也见证了“无锡利农”走过的路。 早期的
利农砖瓦厂标志着我国近代砖瓦工业
在无锡的诞生和无锡民族工业的崛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企业通过技术革
新，在单一生产砖瓦的基础上，发展成
以生产砖瓦机械为主， 兼有科研设计
和砖瓦生产的综合性企业。 此后，企业
开辟国际市场，砖机出口多国，在 20 多
个国家设立驻外机构， 成为行业排头
兵。

陈允葆是无锡市劳模，担任了三届
中国砖瓦协会副理事长， 他坚信行行
出状元，“要干就干第一”。 在这样的理
念下，他跟同事们带领“无锡利农”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无锡利农代表了一
种行业精神。“面积最大的时候有 998
亩，5600 多名员工。 ”陈允葆说，现在老
厂的生产设施没有了，但办公区、生活
区等旧址还在。 退休这些年，陈允葆整
理出了利农厂史， 但他最关心的还是
制砖业的发展。 2008 年，陈允葆研究出
了太湖淤泥制砖， 把治理太湖的废料
制成建筑材料， 获得了国家专利。 如
今，他更希望这一技术能够推广，也是
为太湖治理，为环保作贡献。

（晚报记者 张月 /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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