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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30日，台铃集团收
到了一封来自联合国环境署官方发来
的感谢信。信中，联合国环境署执行
主任Inger Andersen对台铃集团的
善举表示感谢，并表示其捐赠的所有
口罩已经妥善分发给内罗毕、肯尼亚
等国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使用，在海外
疫情仍在反复和蔓延的当下，帮助他
们渡过疫情难关。

这家笃行公益的电动车企业，是
锡山区一家年产1000万辆电动车产
能的大型龙头企业，研发、生产和营销
总部都在无锡。在武汉刚刚爆发新冠
疫情的初期，台铃集团就火速启动了
向湖北驰援捐赠1000辆电动车的善
举，并在疫情最危险艰难的阶段带去
了口罩、防护衣、帐篷等大量紧俏的防
疫物资，与武汉并肩作战。这段抗疫
故事成为后来刷爆全网的时代报告剧
《在一起》开篇剧集的逆行“亮色”——
雷佳音饰演的辜勇原型正是台铃在武
汉最初的物资捐赠对象外卖骑手老
计，主演雷佳音在海报骑行的那辆小
红车，正来自台铃集团无锡生产基
地。 （陶洁）

在“湿冷魔法攻击”下，无锡这
两天的最低温度都在冰点以下，而
人可以穿衣御寒,秋裤护体,火锅
回血……那动物园的动物们，又是
怎么来抵御寒冷、取暖过冬的呢？
昨日，记者来无锡动物园进行了探
访。

动物们的取暖设备“花头精”
十足，空调、地暖、油汀、取暖器、浴
霸灯、粉皮窗帘等。而过冬方式也
是各有妙招，怕冷的鳄鱼进入了满
是浴霸的室内，享受20℃左右的
室温；节尾狐猴在晴好的天气，排
队腆着白肚子晒太阳；领狐猴有了
自己的取暖“别墅”；“草原哨兵”细
尾獴外场的小房子终于变成了“小
暖 房 ”；河 马 到 室 内 享 受“ 温
泉”……

在新建的两栖爬行动物馆内，
来自热带、亚热带的两栖爬行动
物，对室外的低温毫不在意，仍享
受着温暖，这得依靠馆内地暖、丰
容树枝的加热丝以及中央空调。
饲养员董师傅表示，两栖爬行动物
过冬，最重要就是“泡澡”，每周会
为一些蛇类、陆龟等分批进行泡
澡，一是为了促进其排便，二是为
了促进其蜕皮，这也是它们“过冬”
的必要程序。当然，在每种动物的
展示区域内，也会设有水域。像馆
内身长近7米的网纹蟒会自行泡
澡，室内环境温度控制在 27—
31℃ ，热 点 温 度 控 制 在 31—
33℃。在馆内三楼生活着数种珍
稀陆龟，它们对于冬季的环境温度

要求较高，除了要有UV灯替代日
光浴外，还需要注意照射时长及安
装位置、距离，保证饲养环境的湿
度等。白天控制在26—30℃，夜
间控制在24—26℃。饮食除了要
提供清洁的饮水外，食物以龟粮为
主，辅以新鲜蔬果及青草等。

怕冷、喜静的长颈鹿，在气温
低于10℃时，就喜欢到室内避寒
了。饲养员季师傅为长颈鹿“欢
欢”在超大的室内分设了餐厅和卧
室。为了提高长颈鹿冬天的食欲，
饲养员喂食了营养价值高的苏丹
草，除此外，还有干槐树叶、鲜女贞
叶、南瓜、苹果、大蒜、胡萝卜、草颗
粒以及蛋白粉、钙片、多维、盐砖
等。现场，细心的季师傅为了改掉
欢欢“挑嘴”的毛病，特地将食物切
得平均大小并且拌匀后投喂，将苜
蓿草切碎后喂食则更易于消化。

而在长颈鹿“卧室”里不仅有地暖
还铺着厚厚的“稻草床”，饲养员每
天会对稻草进行翻晒。巨大的室
内，墙上设有加热板、地上有地暖，
保证了夜间环境温度在 15℃左
右，白天因为开着门，温度应维持
在12℃左右。而超过10℃的大晴
天，长颈鹿则愿意到外场散步。

当然，还有一些动物，完全不
怕冷，且越冷越撒欢。记者发现，
百兽之王的东北虎每天依然爬树
捕食、蹚水玩耍；棕熊、黑熊因为有
了充足的食物，“拒绝”冬眠，反而
为了抗寒食量有所增加；狼群换上
了厚实的“冬装”，在外场玩起了捕
食游戏；今年刚出生的4只小熊猫
幼崽享受着“猫生”中的第一个冬
天，嬉戏打闹是每天日常，一不高
兴就爬树“抗议”。
(晚报记者 马晟/文 陈大春/摄)

寒潮来袭，动物们开启“取暖过冬”模式

这家企业
受到联合国点赞

望亭的由来
望亭原名御亭，一千七百多年

前，三国吴大帝孙权时创设。御亭宏
大壮观，为吴国著名景观。后唐苏州
刺史刘禹锡诗云：“睹物洛阳陌，怀人
吴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沦溟”。
御亭建于公元222年，毁于公元540
年，即南朝梁天正元年侯景之乱。梁
庾肩吾在乱后行经御亭地诗：“御亭
一回望，风尘千里昏。青袍异青草，
白马即吴门。”望亭之名即出于此。
宋《太平寰宇记》云：“开皇九年（隋文
帝公元590年），于望亭置驿，十八年
改为御亭驿。李袭誉复改望亭驿。”
后经一千多年，望亭旧址位置未有变
化。

望亭设镇
历史上望亭一直是常州府与苏

州府的交界，是无锡兵防四镇之一，
又是水陆交通要道，在军事上具有重
要作用，据资料记载：“东晋成帝咸和
中（326-334），顾阳监晋陵（今常州）
军事，筑垒于此，进讨贼张健。”“义兴

（今宜兴）太守顾泉，令杨武将军，督
护吴诸军立栅栏于御亭西，以备苏
峻，此垒东西六十步，垒城厚三尺、高
七尺。”五代十国时，望亭又是南唐国
与吴越国的交界，互相割据交战。宋
仁宗天圣间（1023-1031）于望亭设
镇。宋神宗元丰《九城志》记载：“无
锡县有 22 个乡及 1 个镇，镇即望
亭”。明代在此设望亭巡检司。明
末，清兵入关，常州、江阴曾激烈战
斗。1645年5月，清兵派刘光斗来
锡取户籍，田粮、徭役等册籍。此时
无锡大小官吏皆已逃遁，仅望亭巡检
来见，刘光斗对他说：“汝很好，该升
级”。于是升为主簿，掌县印。清咸
丰年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苏锡常，
后李鸿章率淮军在望亭及周边与忠
王李秀成军队进行激烈攻防。同治
年间，望亭驻有无锡营兵和太湖水师
营兵，太湖水师后移驻荡口。辛亥革
命时，裁撤无锡营，遣散全部守兵。

望亭设堰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即着手开凿

京杭大运河。隋大业六年（610），隋
炀帝疏通江南运河。“自京口（镇江）
至余杭（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文，
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经历代多
次流浚拓宽，成为古今中外著名人工
运河。望亭由此在江南运河段具有
重要地位。据周处《阴羡风土记》记
载：“隋于望亭置市，并置堰。”据《太
湖史》记载：“唐朝在江南运河设置堰

闸四处：京口埭（今镇江），庱亭埭（今
丹阳东），望亭堰及闸、长安闸（今浙
江嘉兴）”。这些堰闸，除了放水截流
功能外，还有分级蓄水，调节水位，维
护船只航运的作用。宋人认为设堰
闸有三利：其一，“诸渎之水奔趋而
下，有以节之，则当潦岁，必无下流淫
溢之患”。其二，“运河一有所节，则
沿河之田，旱岁资以灌溉。”其三，“每
月冬春交，重纲以使命往来，多苦浅
涸，今启闭以时，足通舟楫。”宋仁宗
嘉祐八年，知州陈襄疏浚常州段运
河，在望亭导太湖水入运河，遂废望
亭堰闸。宋神宗熙宁元年，修望亭
堰。宋哲宗元祐七年，加闸复元，未
几又毁之。宋徽宗政和六年，发运副
使应安道，请常州望亭镇仍旧置闸。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知常州章冲奏请
设望亭堰闸，恢复望亭闸。明清时江
南运河进行多次疏浚，确保航道畅
通，提高漕运能力。道光五年后改漕
运为海运，清王朝对江南运河不复重
视。

望亭旧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望亭历经

千年沧桑，望亭旧址的遗址已无。加
上后来吴县之望亭、往往容易混淆。
根据《无锡旧史》记载：“民国时期无
锡邹景衡对望亭旧址作专门考证”。
一是丰乐桥于今有北望亭之称，若非
古代于此设镇，何来望亭一名。其加

“北”字于其上者，籍以别于后起之吴

县望亭镇。二是邑志《乡都志》所录
之村镇名称，抄自旧志，实为元明以
前之旧称。兹查新安乡及泰伯乡皆
有望亭，此因运河在此设堰，一镇而
跨两乡。亦惟丰乐桥所在地、方得合
此条件。由此观之，古望亭镇及堰之
遗址，当在今丰乐桥所在地无疑。

丰乐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时
称龙汇桥。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重建，改名丰乐桥。清咸丰十年
（1860）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清同治
九年（1870）重建为弧形石拱桥，名
为北望亭桥。1977年改建为双曲拱
桥，名为“五七大桥”。2010年重建
为钢架拱桥，恢复古名丰乐桥。

望亭旧址地管辖。上世纪五十
年代起，该处有集镇，设无锡新安供
销社下伸商店，日常供应食品、日杂
南北货、小吃饮食、鲜肉等。解放后，
在北望亭桥南边，先后建立苏州地区
农科所，地区农大及苏州市农科所。
这些单位都属新安境内，户籍均属无
锡新安管辖。 （华立明、王金虎）

追溯江南运河无锡之望亭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