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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梅园景区对2025年景区现有资产进行了公开招商，此次招商于2024年
12月10日在梅园景区进行了公开评标，现就本次招商中标结果公示如下：

无锡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5日

招商结果公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今洋溢着浓
郁江南市井风情的南长街，曾是马儿飞
驰的古驿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
时期开设的驿道，驿道南连苏州、北接
常州，与水驿古运河并行。如今在南长
街的北端，还能看到古代锡山驿的遗
址。无锡市政协研究室原主任汤可可
说，正是得益于驿馆的设置，加上驿馆
还办有马场，因而南长街逐渐成了一处
商旅、货物的集散地。

据汤可可介绍，无锡南门一带本就
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众多人口流向造
船业、铸冶业、砖瓦业，随着人口的不断
集聚，自明清时期开始，南长街逐渐成
了无锡著名的“商业街”。

穿过千年的风霜，如今再说起南长
街，往往指代的是清名桥历史文化街

区。这是一个由南长街、京杭
大运河无锡段、南下塘、伯
渎港、大窑路一带具有丰
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区域
组成的街区，以古运河
为轴，寺、塔、河、街、
桥、窑、坊等组成的特
色景观，构筑了独具风
韵的江南水弄堂。

始建于明代的“清名
桥”是街区内的标志性桥
梁。清名桥原名清宁桥，始建于
明朝万历年间，是无锡古运河上规模最
大、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单孔石拱
桥。古运河和伯渎港两条历史文化水
道在这里交汇，形成路、河并行的街区
格局。

序号

1

2

3

投标人（单位及个人）

滨湖区玫缘里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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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古韵唐会餐饮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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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内观赏温室

景区内透春庐

景区外原杨巷49#—54#沿路面宅院

南长街：繁华水弄堂

说到无锡的老街
巷，南长街绝对是避
不开的，“江南水弄
堂，运河绝版地”就是
南长街的绝佳注脚。
从古至今，南长街始
终端坐无锡“商业街”
的宝座，是无锡的休
闲地标，骨子里透着
宜古宜今的味道。

在锡山区东亭街道的一个普通
居民小区里，每周五上午都会上演一
幕温馨而独特的场景：两张方桌、一
壶茶、十几张椅凳，一群年逾八旬的
老人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中，他们
仿佛又回到了曾经青春洋溢的岁
月。这个由王均标老人和他的妻子
操持的品茶聚会，已经持续了20多
年，成为他们退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天光渐亮，王均标老人和妻子早
早起床，烧上一壶热水，拉开移门，满
怀期待地等待着老同学们的到来。
约莫9点，室内茶香弥漫，屋子里渐渐
热闹起来，老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
来，住得近的只需走上几步路，其他
人有坐地铁来的，有骑小电驴来的，

最远的人从苏州远道而来。他们围
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唠上一唠，那
份浓浓的情谊仿佛又把他们带回了
那个下课铃声一响就奔出教室的“青
葱时代”。

“我们是初中同学，一晃已相识
60多年了。”回忆起自己的求学时光，
王均标感慨万千，这群老同学于1959
年毕业于无锡市仓下中学。他们毕
业后各奔东西，有的考上了中专，有
的踏上了工作岗位。王均标毕业后
一度和这些老同学失去了联系，直到
他退休回到家乡后，才重新联系上他
们。

20多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有
同学提议：“大家的年纪都大了，有些
人的子女不在身边，不妨找个地方定

期聚一聚。”王均标主动提出自己家
就可以。“老同学们轮流带着茶叶和
瓜果来，大家都很热心，也希望这个
聚会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王均标告
诉记者，曾经有人找上门来，想要租
下他的场地开理发店，他和妻子都果
断拒绝了，“有这样一个谈天说地、老
友相聚的温馨地方，比赚点房租更重
要。”每逢周五，老同学们总是风雨无
阻前来，碰到天气实在恶劣的情况，
王均标才会通知大家取消聚会。

“这份坚持了20多年的守望、相
助，如同老酒一般，越陈越香。”老同
学华荣荪说，每周五的品茶聚会，让
他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他们在这里
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交流健康养生
的心得，互相扶持。平时，有同学生

病住院，大家一起买东西去看望。谁
家的电器坏了，腿脚不便了，大家上
门帮忙修家电、做家务也是常有的
事。特别是王均标，不仅热心肠，人
还很能干，木匠、泥水匠、电工的活都
会做。“家里的椅子、衣柜都是自己做
的。”他指着角落里的木板凳说。

这温馨而独特的品茶聚会，不仅
是老同学们分享生活、交流情感的美
好时光，也回响着青春的余韵。“每周
五的聚会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
种仪式、一种期待，只要我们还能动，
这个聚会就要一直持续下去。”王均
标坚定地表示，他和他的老同学们，
将继续守望相助，温暖彼此的老年生
活。

（晚报记者 陈钰洁）

茶香四溢聚深情坚持20载

这群老人守望相助度晚年

来到南长街，总要看一看夜
景。南长街的夜从来没有寂寞
过，从明清到现在，从青灯到霓
虹，每个时段都有属于自己最美
的一面。2008年，无锡启动南长
街的保护修复工程，修复房屋近
300间，改造修复后的南长街基
本恢复了旧时面貌。目前，南长
街有上百处历史建筑、9座古桥
梁。经过多轮招商引资，南长街
现有商户460多家，其中餐饮店
150多家，零售店255家，其余为
民宿酒店、工作室、公司等，另有
16家中华老字号商户。可以说，
南长街的繁华，从古至今便不曾

中断过。
走在南长街这一最具江南运

河历史文化特色的示范街区，处
处都有新意，却又处处透着熟悉，
是“最无锡、最江南”的所在。

（甄泽/文 朱浩 张嘉硕/摄）

上塘十里尽开店，下塘
十里尽烧窑。南长街聚
集了米行、地货行，堪
称当时无锡最为繁
华的地方，并带动
了城南商业、造船
业的发展。到了近
代，缫丝更是成为
南长街上的标志性

产业。南长街364号
的中国丝业博物馆原址

为无锡的永泰丝厂，见证
了无锡乃至中国丝绸业发展的辉
煌历程。

“永泰丝厂是中国近代缫丝
业的一个代表性企业，创始人薛
南溟是清末思想家、外交家薛福

成之子。”汤可可说，薛南溟于
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永泰丝厂，
该厂1926年时迁至无锡南长街
上，逐渐发展成无锡具有代表性
的缫丝企业。由于南长街位于古
运河边，交通便利、取水方便，适
合缫丝业发展，因此，无锡的丝厂
大多集中在这一带，这些企业也
奠定了无锡丝都的地位。

中国丝业博物馆大门前的大
公桥，是运河无锡段上最早的钢
筋水泥桥之一。据悉，丝厂和其
他工厂多建于上塘，而工人多居
住在下塘，每天上班靠渡船摆渡
过河，后来为了方便工人过河，工
厂主、士绅筹资建设了这座大公
桥。

自古以来就是“商业街” 曾是中国缫丝业的发祥地之一

焕发新活力的江南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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