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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陶洁）本周，
无锡的上市公司采取集体行动，以
真金白银的增持和回购展示对未来
经济的坚定信心。截至4月10日，
无锡已有超过 12家上市公司发布
增持回购公告，涉及金额在20亿元
上下。

锡城一家主营纺织面料的新三
板公司大股东昨日表态，美国关税政
策变动后，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大
股东开始回购股票，且该公司提前研
判和布局，将外贸主营业务成功转向
内销市场。该大股东昨日透露：“从
去年开始，公司原来的欧美外贸出口
业务量已下调，生产线进行了新一轮

数字化升级，业务范围也主动转为以
内销和非美业务为主。从去年开始，
长三角城市的制服订单带来了新增
业务。”这种主动调整业务结构的策
略，使企业成功规避了此轮关税战的
直接冲击，保持了经营的稳定性和韧
性。

传统纺织企业通过回购股份、调
整业务结构积极应对挑战，展示出企
业在逆境中的韧性与担当。红豆股
份的应对策略堪称“主动积极”——
4 月 8 日，公司发布公告称，早在
2024年 4月 15日就通过了回购股
份方案，计划使用2000万至4000万
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

励。截至2025年 4月 8日，公司已
累计回购843.48万股，占总股本的
0.37%，累计使用资金 2005.40 万
元。这种未雨绸缪的回购行动，不
仅稳定了股价，也为员工激励储备
了资源。

生物医药巨头药明康德发布公
告称，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A股股份，回购金额高达10亿
元，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注入
强心剂。凯龙高科、华光环能、太极
实业、威孚高科等企业也纷纷跟进，
公布的回购金额在2500万元至1.5
亿元不等。

这一集体行动不仅稳定了股价，

更向市场传递出企业对自身价值和
国内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作为长
三角经济重镇，无锡目前拥有上市公
司123家，资本实力雄厚。面对美国
关税政策引发的资本市场动荡，无锡
企业展示出了十足的底气与信心。
无锡板块中，不少企业是国际市场细
分行业龙头，如药明康德、长电科技、
卓胜微等，它们凭借核心技术构筑的
竞争力，成为中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
的基石。无论是半导体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还是纺织企业调整市场布
局，都反映出企业不再过度依赖单一
市场或技术，而是着力构建安全可控
的产业链体系。

在无锡市农博园的一处番
茄大棚里，一台形似“机械章鱼”
的设备正灵活地伸缩机械臂，精
准地摘下一颗颗红透了的番茄，
并准确放在输送带上。该采摘
机器人出自无锡学院几名本科
生之手，由长度可伸缩的输送带
和机械臂构成，每分钟可摘10多
个果实、采摘成功率90%。随着
其200万元订单的落地，年轻力
量正在智慧农业领域崭露头角。

“传统农业机械只能处理标
准化作物，但在实际种植中，番
茄的位置、成熟度都不同。”无锡
学院物联网工程学院大四学生
张政告诉记者，团队研发的采摘
机器人能根据果实的形状自动
调节夹持力度，抓取精度控制在
0.5毫米——这相当于能精准摘
取藏在叶片后的果实而不损伤
植株。

张政的团队即将成立自己
的公司。该团队已与无锡本地
农业企业签订技术转让协议，小
批量投入商业化应用。在新吴
区的一家农场，该设备展现出惊
人适应性：可匹配不同垄距，能
完成从草莓到柚子的精准采
摘。更关键的是其AI成熟度检
测功能可以避免采摘未成熟果
实，较人工采摘减少15%损耗。

“以前，雇10个人1天能摘5亩
番茄。现在，2台机器就能完成，
成本降低40%。”农场主李先生
说。

这支团队掌握的技术并不
限于采摘，其开发的智能种菜机
器人能完成播种、施肥、病虫害
监测等全流程作业。目前，该设
备已在无锡锡山、新吴的6个农
场实现应用。

“我们计划迭代集群作业系
统，让20台机器人协同管理百亩
果园。”团队负责人张政展示的
蓝图中，这些设备将构成分布式
农业物联网的“神经末梢”。当
年轻工程师与田间地头碰撞时，
或许正如他所言：“最好的技术
不在实验室，而在泥土里。”

（陶洁）

展览台前，无锡市老字号协会副
秘书长宣洁轻抚新出炉的“泓福”联名
泥人一阵慨叹：“以前大家在博物馆里
了解泥人，现在年轻人通过蛋糕上的
泥人认识非遗，这才是活态传承。”此
次推出的泓历联名DIY材料包中，人
们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定制”独一无
二的惠山泥人，这让非遗体验变得可
携带、可复制。“这种转化消解了传统
文化的高冷感。”宣洁评价道。

近年来，通过“非遗+商业”的跨
界实验，惠山泥人厂不仅打开了年销
售额不断增长的新市场，更在DIY
材料包、车载香薰等文创产品中找到
了非遗的年轻化表达，印证着无锡

“以用代保”的文化传承智慧。
身处长三角市场变革的潮头，

目睹了太多“单打独斗”的遗憾。有
的老字号困守匠心却不懂表达，有
的新品牌擅长营销却缺乏文化根
基。而泓历、惠山泥人厂与爸爸糖
的携手，恰恰打破了这种困局——
用设计思维激活文化IP，以渠道优
势赋能传统价值，让非遗泥人走进
甜品店，让文创周边点亮餐饮店。
这种跨界融合，正是老字号与餐饮
业迭代升级都需要的“破圈思维”。

“20年前，无锡餐饮拼的是正
宗本帮味，现在拼的是文化附加
值。”无锡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会长
陈为民分析道。数据显示，2024年
无锡文化主题餐厅占比持续增长，
这种转变在泓历的战略中尤为明
显：从最初聚焦宴席餐饮，到如今通
过文创产品建立用户的情感账户；
从宴席专家转型为文化载体——餐
饮企业正崛起为城市文化运营商。

这种转型与无锡城市特质深度
咬合，折射出无锡工商基因的时代
演进：从满足味蕾到构建情感联
结。“此次与惠山泥人厂、爸爸糖推
出联名款非遗蛋糕以及各类主题文
创，让无锡味道看得见、吃得着、带
得走，用新消费场景为传统文化护
航。”泓历集团执行董事姚云鹤说，

“拥抱变革”一直是泓历的价值观，
这次联手不仅是一次商业合作，更
是一次文化共鸣与价值共创。

陈为民认为，当餐饮人跳出“一
锅一勺”的局限，当文化传承突破

“一墙一馆”的束缚，无锡完全有可
能打造出“美食即文化，文化即生
活”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这座城
市能诞生更多“可以吃掉的文化符
号”“可以带走的美食记忆”。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商
业是城市繁荣的硬支撑。当前，无
锡正全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打造“美食之都、购物天堂”，迫
切需要探索文化赋能商业的新路
径。在无锡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看

来，三方的签约，正是我市推动商贸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创新，不
仅实现了文化IP的商业转化，更构
建了跨界融合的消费场景。

惠山泥人作为中华老字号、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
文化价值。通过这次合作，泥人艺
术将转化为具象的商业元素，可为
合作方带来更多的品牌溢价。而在
泓历集团下辖酒店内，消费者既能
享受高品质的餐饮服务，还能品尝
融入泥人文化的特色甜点。这种

“文化+餐饮”的复合型消费场景，
正是现代商业发展的新趋势。

泓历集团市场品牌部总监陈磊
认为，此次合作标志着本土商业进入

“基因重组”阶段：泓历的餐饮场景、
爸爸糖的零售网络、惠山泥人的文化
IP，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要素重组
后，产生的协同效应远超简单相加，
体现出产业链深度整合的趋势。

通过激活本土文化基因，链接
餐饮、非遗、零售等离散要素，无锡
这座城市正在创造独特的商业生态
系统。这种生态既包含惠山泥人老
字号品牌的百年坚守，也容纳爸爸
糖的年轻创意，更催生出泓历式的
跨界探路者。 （天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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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历泓历2020周年庆跨界合作解码无锡商业基因进化周年庆跨界合作解码无锡商业基因进化————

非遗跃上奶油裱花非遗跃上奶油裱花 老字号破圈书写新叙事老字号破圈书写新叙事

餐饮业的角色嬗变：
从味道供应商到文化运营商

老字号的破茧时刻：
从博物馆展品到消费符号

商业生态的进化论：
从单兵作战到基因重组

昨天上午，泓历皇朝新体店内，一个融合惠山泥人阿禧与泓历
IP“泓福”的三层蛋糕，揭开了锡城商业创新的新篇章。作为泓历
集团20周年庆的年度活动之一，这场由泓历集团、惠山泥人厂与
爸爸糖联袂打造的签约仪式，不仅是一个本土餐饮品牌的庆生序
曲，更成为观察无锡商业文明迭代的鲜活切片——当非遗泥人跃
上奶油裱花，当老字号与新消费品牌共享同一份战略协议，这座千
年工商名城正书写着文化基因驱动商业变革的新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