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水关桥堍，位于振新路
415 号的无锡中国民族工商
业博物馆（茂新面粉厂旧址）
四周搭起了脚手架， 红色外
墙的麦仓、 制粉车间和灰色
外墙的办公楼均包裹在绿色
的防护网中。 本月起，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工业
遗产茂新面粉厂旧址启动全
面修缮， 一直到 2020 年 1 月
10 日，暂停对外开放。 作为无
锡“双国字” 招牌的文化遗
产， 茂新面粉厂旧址要怎么
修？ 修好又该如何用好？

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
物馆东、西、北三面临运河，
以无锡茂新面粉厂（原名保
兴面粉厂） 保留保存的老建
筑为基础，工厂有厂房、大麦
仓库、制粉车间及办公楼等，
均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建
筑，保存至今。“之前一直没
有大修过，都是小修小补，不
解决根本问题，但外墙风化，
屋顶、墙面渗水严重，一下雨
里面就滴滴答答。 ”无锡博物
院专题馆主任、 工商馆负责
人李文华跟同事们的办公室
就在茂新面粉厂旧址的老办
公楼内。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只见屋角印迹斑斑， 墙皮多
有脱落。

跟着李文华走出办公楼，
他望着外墙说， 这些清水墙
常年风吹日晒， 上面长了很
多杂草，甚至还生出了小树，
植物生长茂盛，根系发达，严
重危及文物建筑结构。 借着
这次全面修缮， 茂新面粉厂
旧址老建筑的清水墙外立面
将得到重点修复。 不要小看
外墙面的加固。 就此，无锡还
专门召开了一次专家论证
会， 邀请了同济大学的博导
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
专家前来实地指导， 外墙修
复的工艺和细节都有讲究。

针对江南多雨的特殊气
候，专家提出，茂新面粉厂旧
址外墙的施工， 要求温度要
在 30 摄氏度以下， 湿度要在
60%以下，要在不下雨的时候
施工， 有利于墙面干透。 于
是，去年 3 月，工商馆就向国
家文物局申报了本体修缮保
养方案，经国家、省、市文物
部门的论证修改确定了修缮
方案， 去年底就传出要修的
消息， 但直到现在才启动修
缮。“就是在等少雨的秋季。 ”
李文华说。

国家文物局划拨了 325
万元用于无锡茂新面粉厂旧
址的修缮， 主要涉及文物本

体建筑即办公楼、麦仓、制粉
车间、 粉库等的修缮及老机
器设备的除锈、维护、保养。
除了前面提到的外墙风化和
屋顶渗水的问题， 建筑内部
也出现了木构件糟朽的现
象。 老楼内的木地板要换吗？

“不，以修补为主。 ”李文华
说，他们坚持文物修缮的“最
小干预原则”，也就是说损害
不十分严重的， 可以不动的
地方就不动，只保护，不改变
文物原状， 保存真实的历史
信息。“就像办公楼里的这些
地板、窗框、办公用具都是以
前的。 ”李文华介绍。

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
物馆年均客流量保持在 8 万
人次。“青少年是参观主体，
我们讲解全免费，这个暑假，
我们的四个讲解员小姑娘，
全都讲到嗓子哑掉。 上海爱
建集团有个规矩， 只要是新
进员工， 都必须先来无锡工

商馆参观学习。 ”李文华的话
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 不管
对于普通观众， 还是企业员
工， 作为无锡首个国家工业
遗产，在工商文化的传播上，
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李文华也有苦恼，因为
工商馆自 2007 年对外开放
后，展陈一直未变，活动空间
受限， 场馆及馆藏的开发和
利用不够充分，有待更新，就
拿展览的时间段来说， 局限
于鸦片战争至公私合营阶
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和当
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应该
得到展示。 ”李文华认为，博
物馆也要与时俱进， 既要守
护历史，也要反映时代，面向
未来。 眼下，工商馆也在编制
陈展升级改造方案， 希望用
好无锡这一“双国字”招牌。
（晚报记者 张月 / 文 陈大春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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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周六中午 12
时刚过， 在无锡市民中心地
铁站内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名老阿姨带着孙子赶地铁
时孩子上了车， 阿姨却没上
成， 不巧的是阿姨的手机还
掉入了轨道， 急得阿姨瘫坐
在地， 好在地铁工作人员及
时赶到将阿姨的孙子找回。

昨天上午， 说起这事时，
钱阿姨仍是心有余悸。 她说，
每周六她都要接送九岁的孙
子上兴趣班， 当天中午 12 时
刚过，她和往常一样带着孙子
准备从市民中心坐地铁回家。
刚到地铁站时正好一辆列车
到站，于是赶紧带着孙子小跑
着上车，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
了，“孙子跑得快， 跑进了车
厢，我在后面跟着。 这时候有
个女的也在跑， 碰了我一下，
把我的手机给撞到地铁下面
去了。 ”钱阿姨说，当时她一着
急，光顾着喊“手机掉了，手机
掉了”， 喊了几声后想起孙子
已经上了地铁，又赶紧喊他下
车， 但是这时已经来不及了，
钱阿姨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厢
门关上了，列车带着孙子向下
一站驶去。

一看这情形，钱阿姨急得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头上的
汗一下就流了下来。 周围的
人立即围了上来， 有的扶着
钱阿姨， 有的端来椅子让钱
阿姨坐着， 还倒了水让她冷
静：“当时我又着急又感动。 ”
发现意外后， 正在执勤的一
名地铁工作人员立即通过对
讲机将情况向值班站长汇
报，很快，几个工作人员也赶
到了现场。

据当天市民中心站的值
班站长刘伟讲， 当时钱阿姨
已经急得几乎要晕过去了，
他一边安慰钱阿姨一边立即
联系下一站的工作人员：“因
为那趟车已经从市民中心往
金匮公园发车了， 我们就立
马打电话给金匮公园站的
人， 又安排了我们一个小姑
娘和保安去金匮公园站，然
后我跟她说， 孩子我们找到
了， 马上给你领回来， 你放
心。 ”刘伟讲，根据钱阿姨的
叙述， 他们很快确定了其孙
子的穿着以及上车的车厢，
金匮公园站的工作人员立即
赶到列车迅速找到了独自上
车的孩子，“我们工作人员到

的时候， 地铁里有个好心人
看到小孩独自一个人， 就在
旁边看着他， 然后交给我们
工作人员，也要谢谢他。 ”根
据地铁监控的时间显示，事
件中的地铁在 12 时 05 分时
离开市民中心站，而 12 时 20
分时， 工作人员就将钱阿姨
的孙子带了回来。

据介绍，钱阿姨的孙子找
回后，手机则没法立即拿到，
刘伟也对此做出了解释：“根
据我们的规定， 因为下面是
带电的，而且地铁不像公路，
人下去会耽误很多时间，我
们都是要营运结束后， 接触
轨停电后再去捡。 ”在刘伟等
人的解释下， 钱阿姨对此表
示理解， 并于前天上午领回
了她的手机， 钱阿姨说她希
望借助媒体表示对地铁工作
人员以及那名好心人的感
谢， 同时她也希望用自己的
经历提醒其他人， 在上下车
的时候切勿拥挤， 有序上下
车。 目前，钱阿姨正在准备锦
旗， 等下次去往市民中心的
时候为工作人员送去， 对此
刘伟始终表示他们只是做了
自己分内之事。 （甄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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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上了地铁奶奶却没跟上
工作人员15分钟找回九龄童

近日，在锡山脚下的树林中，市民在吹拉弹唱，其
乐融融。 （郑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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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茂新面粉厂
茂新面粉厂始建于清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是
无锡民族实业家荣宗敬、荣
德生兄弟创办的中国民族
工商业最早的企业之一，是
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缩影，
又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
一个典型标本。 从创办、兴
盛、被毁、重建到解放后新
生，茂新面粉厂经历了一条
曲折的道路，见证了近百年
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变迁，
在此基础上筹建的无锡中
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具有
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对
于研究中国民族工商业发
展史、保护保存近代历史文
物资料，对广大人民群众实
施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
意义和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