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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成功落地江苏省内首笔基于自
主碳核算系统的碳排放挂钩贷
款业务，为推动社会经济绿色
低碳转型注入新动力。

2025年一季度，南京银行
碳核算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该
平台以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碳
核算技术指南（试行）》、国家发
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重点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等
多个权威碳核算方法学为理论
依据，结合南京银行经营区域
产业和经营模式特点，实现算
碳、比碳、用碳等功能全线上化
部署，为后续绿色金融业务开
展筑牢了数字化“底座”。

在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分
行和南京银行总行的关心指导
下，南京银行无锡分行紧密围
绕无锡市绿色金融发展规划，
组织专业团队开展客户摸排和
产品设计工作，充分发挥碳核
算平台的“算碳”功能优势，为
目标客户精准计算碳排放指
标，并协助企业科学设定减碳
目标。2025年4月29日，南京
银行无锡分行向某动力技术有
限公司发放200万元碳排放挂
钩贷款，标志着全省首笔基于
自主碳核算平台和碳账户体系
的挂钩贷款成功落地。

构建碳核算管理体系，是
金融机构助力社会经济绿色
低碳转型的关键一环。此次
落地的碳排放挂钩贷款业务，
既是南京银行碳核算平台赋
能企业低碳发展的首次探索
实践，也是银行通过平台碳管
理场景实现金融产品延伸开发
的创新突破。

下阶段，南京银行无锡分
行将继续贯彻绿色金融发展
理念，持续扩大绿色信贷投放
规模，加快绿色金融服务创
新，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贡献更多金融智慧和力
量。

（小南）

翻开《筑梦路上》，你会惊讶地发
现，这部报告文学中竟然穿插着60多
首格律诗词。包松林把七言绝句、词、
曲、赋、联5种传统文体作为连接古典
美学与现代叙事的桥梁。“这是受《红
楼梦》的启发。”他笑着说，“曹雪芹让
每个人物出口成诗，我也想用诗词为
冰冷的钢铁增添温度。”

作为加入诗词协会30余年的
“老社员”，包松林对创作传统诗词
驾轻就熟。传统诗词与当代纪实浑
然一体，这一创新背后是更为严谨
的创作。“诗词不能喧宾夺主，必须
与内容契合。”在包松林看来，诗词
的对仗美、韵律美与意境美，让报告
文学跳出“工程说明书”的桎梏，让
生硬的铁轨生出生动的故事，成为

“有血有肉的时代见证”。
“地铁承载着无锡交通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是城市转型的标志性
符号，我要让文字成为无锡城市的
立体档案。”包松林认为，文学要紧
随时代，更要服务于时代。城市建
设的每一站都是新起点，每一站都
有独特的风景。作家的使命是让平
凡的人物被看见，让城市的发展被
铭记。未来，他计划将无锡工商文
化、民族工业史纳入书写范畴，让文
学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让文化赋
能助推城市发展。

（晚报记者 李昕昕/文 李霖/摄）

走进无锡阳山休闲旅游度假区
（阳山镇），桃香与咖啡香交织，勾勒
出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在这里，
一群年轻人以青春之名创新探索，
让乡村焕发勃勃生机。

95后青年杨冉是这场乡村振兴
青春浪潮中的先锋。她将目光投向
乡村闲置农房，巧妙融合“图书馆的
氛围、咖啡馆的格调”，打造出阳山
镇桃源村第一家咖啡馆——仙木里
咖啡馆。20余个咖啡品类、3000余

册图书为村民和游客营造出独特的
休闲空间。

85后姑娘俞梦甜则在中式糕点
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在阳山镇，做
麦饼、糕团的店铺竞争激烈。俞梦
甜另辟蹊径，研发出老寿星、小寿桃
等造型各异且融入阳山桃花、水蜜
桃元素的中式糕点，采取线上线下
结合的销售模式，产品供不应求，成
功在同质化市场中脱颖而出。

85后青年付亚涛成立25人的

直播团队，形成“新零售+农场+新
农人计划”的新模式，仅水蜜桃营销
额就超过800万元，不仅自己的事
业蒸蒸日上，还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和村民增收。

在阳山，像杨冉、俞梦甜、付亚
涛这样的青年创客还有很多。阳山
镇积极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支持，成
立“桃缘新联盟”，吸引40余个文旅
项目落地，形成“乡宿经济圈”。通
过一系列举措，昔日的农业镇变身
业态丰富、充满活力的“网红地”，年
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有效带动
富民增收。 （俞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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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松林：
以笔尖触摸城市脉搏
让文学与时代共振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1987年涉足文学创作。作品先后发表在《诗刊》《中华辞赋》《中华诗词》《人民
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星星》《散文百家》《安徽文学》《扬子江诗刊》等
报刊。多次在全国文学征文比赛中获奖，散文集《半岭松风》获太湖文学奖。
长篇报告文学《筑梦路上——无锡地铁发展纪实》被列入江苏省作协重大题
材文学创作工程，是中国第一部地铁题材的长篇文学作品。

包松林的文学启蒙始于阡陌田
埂之间。上世纪60年代末，他随父
母度过了10年农村生活，他回忆
道：“每年初夏，大水冲垮木桥，上学
要顶着书包，用凳子当浮板游过河，
学习环境比较艰苦。”三年级时，他
偶然得到一本《林海雪原》，当时他
甚至认不全书页上的字，只能边读
边猜边查字典，反反复复读了三
遍。精彩的故事像一扇窗，让包松
林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开启了文
学之门。

上世纪70年代末，包松林回
到无锡，继续读书、工作，业余时间
写诗、作词、摄影。图书馆和报刊

亭为他打开了新天地，他沉浸在路
遥的《平凡的世界》中，与书中孙少
安兄弟的奋斗故事产生共鸣，路遥
的笔锋也让他明白：“文学不仅是
风花雪月，更要扎根土地。”工作之
余，包松林加入无锡碧山吟社（现
无锡市诗词协会），开始创作传统
格律诗词。1993年，他的首篇散
文在《太湖》杂志上发表。

“工作是头等要务，写作是业余
爱好，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把下班
后的点滴时间聚起来，像挤海绵里
的水一样，长期坚持写，从未放弃。”
包松林说。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
他，将业余时间悉数投入创作。

2020年，包松林的散文集《半
岭松风》出版，书名取自苏轼描写
无锡惠山的诗句“半岭松声万壑
传”，100多篇文章细致地描摹了江
南的雨巷、老屋的炊烟、运河的桨
声……他将童年的记忆见诸笔端，
把城市的文化基因融入笔墨，用细
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立体的江南
画卷。

在创作中，包松林始终在“小
我”与“大我”间寻找平衡，他的作
品既有童年个人记忆，也有对城市
变迁的宏观思考。随着阅历的增
长，他开始深入思考文学与城市的
关系，意识到作家之于社会的责
任。“散文不能只囿于内心，还要映
照时代。”包松林坦言，他的早期

作品大多聚焦于个人情感，不能
只写春江花月夜，更要写时代变
迁。于是，包松林将目光投向了
地铁工程，在他眼中，那不仅是钢
筋混凝土的堆砌，更是亟待挖掘
的“文学矿藏”。为了获取报告文
学的“在场感”，包松林戴上安全
帽在双休日、节假日深入隧道，与
工人同吃同行。从盾构机掘进到
深夜换轨，从40℃高温下的钢筋
焊接到值班站长与家人的“30秒
拥抱”……他用一幕幕瞬间串联起
无锡轨道交通的成长脉络。

5年间，他采访了180多位地
铁建设者，写下108个故事，最终凝
结成80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筑
梦路上——无锡地铁发展纪实》。

从未放弃写作这个业余爱好

一个作家的破圈与担当

传统诗词与现代文学融合

本期访谈作家 包松林

桃香遇见咖啡香

青春“创”出阳山新风景

作为一个“非职业作家”，包松林坚持“8小时之外”的创作，他用近30年时间完成了从“文艺青年”到执
笔作家的质变。从“小我”的心灵独白到“大我”的时代紧贴，他一边回溯历史，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一
边深入生活、洞察市井，书写劳动者的朴实故事，用文字记录他所热爱的出生地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