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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由于年久失修，棠甘桥上的护栏断裂缺失，
桥墩塌陷。朱长康写信给政府呼吁整修，如今的棠甘桥
就是重修后的了。2011年，在距棠甘桥数十米处建了一
座新桥——东棠甘桥。此后，造福周边村民近一个世纪
的棠甘桥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锡南一带，曾是太湖游击队活跃的地方。有人表示，
这里发生过激烈的西甘棠战斗，太湖游击队的战士奋勇
杀敌。老桥加上红色故事也足以激励后人。一些村民虽
然搬迁，但都希望保护好此桥，因为这座桥寄托着乡愁。

文史专家郁有满前段时间也探访过棠甘桥，他表示，
荣德生当年实现了“百桥会”的壮举，可惜的是其中大多
分桥已拆除或损毁，像棠甘桥这样完整保留的已不多
见。在他看来，老桥作为江南水乡重要的标志，本身就独
具特色，应予维护和保留，不妨活化利用。比如在保持桥
身下段结构基础上，上段重新设计建造新式栏杆，与大环
境（道路、公园绿化、河流）有机融合，还可通过亮化等措
施，做到既美观又实用，延续这些桥的使命。

（见习记者 殷婉婷 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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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岁的棠甘桥盼能活化利用九十岁的棠甘桥盼能活化利用
太湖新城范围内

有一座九十岁的棠甘
桥，近日随着周边村民
陆续离开，这座荣氏家
族“百桥会”所建的老
桥该何去何从，成了不
少市民关心的问题。

本报讯“爸爸，你和妈妈
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等你们回
来帮我过生日呢。”“等打败了
怪兽我们就回来了，宝宝生日
快乐，我永远都是你的大白。”
日前，正在防疫一线做志愿者
的顾俊接到了儿子打来的电
话。顾俊来自锡山区锡北司法
所，他和妻子都在社区抗疫一
线，错过了儿子的生日，也没兑
现对儿子的承诺，只能隔空给
儿子送上生日祝福。

11日晚上11点，接到疫情
防控紧急通知后，顾俊立即报
名成为志愿者，参与到辖区全
员核酸检测的工作中，化身为
社区防疫的“守门人”，挨家挨
户敲门，进行防疫知识的宣讲、
居民信息的登记，确保核酸检
测“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而当
时距儿子的生日已不远，离家
当志愿者，便意味着赶不上儿
子的生日，他只能告诉孩子：

“爸爸是‘大白’，要去守护我们
共同的家园。”

“我们小区怎么管制？啥
情况？是不是今天全部出不了
门了……”面对群众的议论，顾
俊主动承担了安抚大家情绪的
重任。“不要担心，只是封闭做
核酸检测，大家不要紧张。我

也是锡北人，会和大家站在一
起的。”作为锡北当地人，顾俊
主动担下了对居民的解释和疏
导工作，并叮嘱大家积极配合，
不信谣不传谣。

一次，他看到一名老阿婆
推着婴儿车缓缓下楼，顾俊一
边提醒阿婆小心，一边帮忙将
婴儿车抱到楼下。“你妻子是
网格长吧，前两天刚到我家帮
我注册了预制码，谢谢你们夫
妻俩。”阿婆的话让顾俊很意

外，因为疫情，他和妻子在楼
道口多次相遇，但没能说上一
句话。

“小区全阴性！”连续奋战
20小时后，全体居民迎来了振
奋人心的消息。据介绍，解封
当晚8时许，顾俊和妻子刚刚
到家，就看到儿子独自在家安
静地写作业，妻子简单地为儿
子煮了碗生日面，为孩子送上
迟到的祝福。

（甄泽/文 司法局供图）

本报讯 水秀新村通往稻香路的出入口是居
民们买菜购物所经的繁忙路口之一，常能看到络
绎不绝的居民拎着大包小包来来往往，因此这里
也是疫情防控的重点路段。在维持门岗秩序和
扫码测温的工作人员中，有一群身穿黄马甲的志
愿者，他们是来自大学城五星驾培工作室的“老
司机”志愿服务队，不时喊着“疫情防控期间，不
要集聚，注意正确佩戴口罩”的口号，做着扫码测
温的工作。

说起这支志愿服务队，不得不提一个人，他
就是在水秀社区当了两年志愿者的夏添。夏添
今年41岁，是有22年驾龄的老司机，也是“老司
机”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在志愿服务时，夏添
喜欢跟居民拉家常，每次服务结束后，他常把自
己遇到的暖心故事和志愿服务的点滴收获分享
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慢慢地，许多志同道合的教练员跟着夏添一
起成立了“老司机”志愿服务队。驾校教练带的
年轻学员也受到这群“老司机”们的感召，陆续加
入志愿服务中。年轻队员秦柯凡说：“我之前是
跟着师傅学驾驶技术的，后来跟着参与了几次志
愿者服务，结果就停不下来了，就算师傅不来我
也会来！”

据了解，目前“老司机”志愿服务队共有28
人在水秀社区服务。他们分为两队，在工作日和
周末的早8点到晚8点间分别开展志愿服务。“一
天走下来全身酸痛，回家秒睡。累是真的累，不
过很充实、很有成就感”，队员吴陈啸天略显疲惫
的脸上挂着微笑，“整个城市安全了我们才安全，
我们的家人才安全”。 （潘凡）

尽管在地图上能搜索到棠甘
桥，但现场并不好找。巧的是，记者
偶遇78岁的朱三观老人。他介绍，
自己已是村里最后三四户人家了，
过几个月也要搬走了。朱三观家就
在离桥不远处。在他指引下，记者
看到了棠甘桥的全貌。棠甘桥附近
杂草丛生，周边的村庄只剩下几户
留守的村民。棠甘桥是一座拱形
桥，桥面、栏杆都已用钢筋混凝土改
建过，但已饱经风霜，有一面桥栏完
全缺失。桥身、桥墩还是保留着原
样。

“棠甘”这个老地名，收录在《无
锡市历史地名名录》中，上面写着棠
甘桥位于华庄西部，东西横跨棠甘
河上，东堍位于华庄镇巡塘村，西堍
位于雪浪镇陶墅村。

朱三观表示，他们这里曾有“三个棠甘九个湾”一说，说
的是江南河湾之多，桥梁的建设对周边村民意义重大。棠
甘河上原本没有桥，河里有一只摆渡船，但没有摆渡人。河
东、河西两岸往来时，需要渡河者自拉草绳过河。家住太湖
苑的朱长康老人已90岁，他介绍，原本一根麻绳连接东西
两个棠甘，一旦麻绳磨损断裂或遇到极端天气，出去的路就
断了，交通极其不便。

网友“听雨楼主”介绍，当年雪浪人朱毓琪深夜要从东
棠甘过河回家，不巧东岸的缆绳断了，只能拼命叫喊。朱长
康的伯父听到后，拿着竹篙把船撑过来，才使朱毓琪渡过了
河。朱毓琪在无锡公益第一小学任校长，兼任无锡县开源
区区长，和荣德生相熟。听说朱毓琪摆渡遇阻一事，荣德生
决定建造棠甘桥。朱伯谦与地方善士沈映泉等人筹建，荣
德生出一半造桥费用。

棠甘桥于1931年完工，成了华庄通往板桥、丰桥的交
通要道。“夏天天气炎热，农闲时我们这一带的村民就坐在
桥两边闲谈乘凉，甚至有的晚上就自备凉席睡在棠甘桥
上”，朱长康回忆着那段过往，眼里都是笑意。

身为“大白”的他在电话里安慰儿子：

“等打败了怪兽我们就回来”

寻访：
横卧棠甘河上的它颇有沧桑感

历史：
自拉草绳渡河不便，乡绅出资造桥

呼吁：
为留住乡愁，老桥不妨活化利用

助力社区防疫
“老司机”们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