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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锡创业发展的泰州籍企业
家以忠勇、勤奋、团结的精神，近年来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锡城大地
异军突起。无锡市泰州商会在其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会不仅在泰州和
无锡两座城市之间架起了一座经贸
及文化交流的新桥梁，还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组织商家资助陕甘“助学圆
梦千人计划”、向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捐款等，展现了泰州人济弱扶危、救

灾周急的高尚情操。在双方“切实把
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业务工作动力”
的共同诉求下，兴业银行无锡分行与
无锡市泰州商会银企对接暨金融服
务实体党建活动被提上了日程。

双方约定，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针对商会成员单位发展壮大进程
中存在的热点难点，找准着力点，用
好集成力，共同开展银企对接、金融
服务、风险防范、精准解困等活动；由

无锡兴业提供意向性额度人民币3
亿元，用以支持商会及成员单位发
展；无锡兴业为商会及成员单位提供
日常结算、融资融智、金融顾问等服
务，双方在各自所从事的业务领域中
尽可能寻找合作机会，相互给予理解
和支持，借助对方资源实现共赢。

兴业银行无锡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陈磊表示，兴业银行无锡分行以

“服务经济、履行责任”为己任，坚持
与地方经济同发展、共成长。尤其近
几年来，根据“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的总基调，围绕业务抓党建，抓
好党建促发展，始终将党建工作贯穿

于分行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全过程，
累计13次获得无锡市委、市政府颁
发的金融贡献奖、金融深化奖、金融
改革与创新奖等市级荣誉，获评
2016年-2018年江苏省文明单位。
此次与泰州商会支部开展共建活动，
希望以“党建统领、共促发展”，共同
提升金融服务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的水平。 （李鋆）

银企携手 全面合作
兴业银行无锡分行与市泰州商会举行金融服务实体党建活动

9月29日，兴业银行无锡分行与无锡市泰州商会举行金融服务实体党
建活动，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银企对接、金融服务、风险防范、
精准解困等内容达成共识，无锡兴业提供意向性额度人民币3亿元，用以
支持商会及成员单位发展。

在郁峰出示的这批老资料中，写着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无锡市第五区工
商业联合会基层小组长名册”，封面上
还有“无锡市第五区工商业联合会筹备
委员会”的印章。打开封面，可以看到
有姓名、业别、企业名称、详细地址、正
副小组长等内容。比如丁瑞麟是经营
打铁的，商号叫丁德茂，位于笆斗弄20
号，而程孟英是经营五金的，商号叫恒
泰，两人同一小组，分别为正副组长。

在这份名册里涉及的业别从茶叶、
木材、皂烛、油酱、百货、芦席、绸布、参
药、纸箔、鲜肉、化工、卷烟等不同类别，
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字
号从布行弄、桃枣沿河、酱园弄、茅泾
浜、民主街到霞美路，展现了许多无锡
的老地名，给人以满满的回忆。永兴百
华、张万兴藤器、辛昌布绸、美华轩镌
刻、友联山北货等，一个个有趣的商号，
很有历史年代感。除了第五区外，郁峰
还有一份第四区的小组长名录，大概是
西门一带的，不过资料相对简略，没有
第五区这样详细道地。

同时，他还收集到了不少老北塘上
世纪五十年代左右的财产强制保险固定
财产保险清单，比如位于民主街22号的
顺兴记热水灶建筑等级为二级，投保0.3
元。这份保险里面的商号不少都是门牌

号挨着一一排开，整理起来更方便。
郁峰感慨地说，如果把这些商号按

照地址在地图一一排列开来，宛如一幅
清明上河图。这些资料是他在淘友朋
友圈里看到的，在国庆期间一看到，就
立马出手收集而来。

无锡史志工作者郁有满表示，这份
资料感觉像用复写纸复出的副本。正
常的话，这类资料在工商联应该有留
档，但这一部门历次搬迁，不知道这些
资料原档是否还存在。前些时候，像黄
树鑫等一些“老北塘们”也曾根据回忆
手绘过一些北塘商号的情况，如果几个
方面能够结合起来，会更有意思。尤其
是这些资料，如果和老北塘们的回忆能
够拍拢、结合，将更有意义。

为此，郁峰找到了家住北塘信德桥1
号徐仪康，因为这本小组长名录上有一
位叫蒋瑾华的组长，从事造船业，正是徐
仪康的母亲；而名录上的副组长徐全贵
是他的堂伯。信德桥的徐姓是无锡造船
业五姓十三家之一。蒋瑾华也是造船世
家，是十三家中的蒋姓家的女儿。徐仪
康的父亲从小目睹造船的辛劳，不愿再
做这事，后来选择了当老师，撑起造船家
业的正是蒋瑾华。两代造船世家联姻，
经济上也不差。徐仪康保存着父母结婚
时的照片，那时他的母亲年轻美丽。“我

母亲很能干，1952年时，她才29岁，做事
很积极”，徐仪康说，母亲不仅是信德桥
公认的一枝花，为人也很善良，当年这里
发大水，三星巷的邻居们没有地方去，全
在他家。后来，父母下放到苏北，直到
1979年回城，不知是否在住旅店时染上
了出血热，再加医生没及时诊断病情，住
了三天院就去世了，当时才56岁。

徐仪康的几个兄弟后来都没有从
事造船行业，他是兄弟几人中唯一一个
阴差阳错分配到省造船厂的男丁，从翻
砂做起，一直是“先进”，后来做到工会
主席等职。这些年来，徐仪康一直没有
搬迁，住在老宅里。但这次拆迁，他说
自己在“11号搬迁”。徐仪康说，徐家
的老宅是无锡仅存的近代造船业的遗
址，原本他们家旁边就是2000平方米
的造船场，门口则是河道，方便维修船
只，让他非常留恋。

他只能多拍一点老照片，为老宅留
影。“徐家在此发达，未来这里要建小
区，也是块风水宝地”，徐仪康期待，未
来这里能在这个地方挂个板子，或留点
纪念，毕竟代表着一座城市的过往。郁
峰表示，这些册子上的商号，估计也都
有后人在，每个后人都能讲述一段这样
的故事，该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晚报记者 黄孝萍 文/摄）

一批老资料再现老北塘繁盛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无锡民间收藏人士郁峰又收到了一批老资料，其中一些涉及北塘大街多

个商号的完整资料更是令他欣喜万分。这批资料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可以看到老北塘一
带多家商号的名称、地址、负责人等信息，可谓是当年无锡最繁荣的商业地带的见证。

郁峰收集的组长名册

徐仪康在为老宅留影

基层小组长名册
再现老北塘繁盛

史料和人物故事一一对应
将更有历史价值

期待往事能被记录、流传
留下更多城市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