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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近日发布今年第1号通告，自4月
1日起，无锡全市域“江苏冷链”系统
溯源管理范围扩大至所有的进口冷
链食品。

据介绍，我省自2020年12月30
日起启用“江苏省进口冷链食品追溯
系统”（简称“江苏冷链”）。凡在我省
境内的各进口冷链食品进口商、生产
经营企业、批发市场、商场超市、生鲜
电商和餐饮企业等单位，必须在“江
苏冷链”完成主体用户注册，并使用

“江苏冷链”如实填写进口冷藏冷冻
禽类、畜类、水产品来源及流向等追
溯数据。

为进一步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
的监管，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今年第1号通告，自4月1日起，我市

“江苏冷链”系统溯源管理的范围扩
大至所有的进口冷链食品，严禁贮
存、加工和经营未进入“江苏冷链”追
溯系统的进口冷链食品。通告特别
提示，4月1日前未纳入“江苏冷链”
系统溯源管理的进口冷链食品，4月
1日后仍在我市贮存、加工和经营
的，按本通告要求执行。

无锡市市场监管局提醒，食品销
售经营者（商场、超市、农批市场等）
对进口冷链食品应分区明示、附码销
售。对于不严格执行进口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将依法依规处置；违法情节严重
造成危害后果的，相关部门将从快从
重从严查处，直至吊销相关证照，并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广大消费者购
买进口冷链食品，可通过“江苏冷链”
小程序扫码查询相关信息。如发现
有不严格执行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的和有其他违法违规行
为的，可通过拨打12315热线等方式
举报。 （刘娟）

天元麻纺厂旧址坐落
在梁溪河畔，不难发现，无
锡保护名录上的工业遗产
大多集中在大运河和护城
河的附近。汤可可表示，这
是为了方便材料和货物的
运输、集散，且棉纺业等需
要大量的水资源，沿河设厂
方便取水。高耸的烟囱，见
证了无锡近代工业的繁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
城里最高的建筑。“以前看
城市经济好不好，就看这个
城市的烟囱多不多，因为烟
囱多厂就多。”汤可可笑着
表示，像天元麻纺厂这个烟
囱，有11层楼那么高，因此
加固保护也格外重要。

离烟囱不远的地方，是
天元麻纺厂的水塔所在，汤
可可说：“以前厂里的水塔
是很重要的，利用水泵将河
水抽进厂里铺设的水管内，

方便厂内生产用水，尤其荣
家企业很考虑员工的福利，
所以建有宿舍和食堂，生活
用水也占据了一大部分。”

天元麻纺厂诞生在战
火纷飞、时局动荡的年代，
几度沉浮，有过辉煌，也有
过曲折，是无锡工业遗产很
珍贵的存在。据了解，无锡
目前的工业遗产存在形式
中，有的进行原址保护，也
有的已被改造再利用，通过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工业遗产在当代城市建设
中彰显出其独特价值，它们
或是成为文创基地，或是成
为城市公园，符合了传承历
史文脉、彰显城市特色、推
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多
重需求。

（晚报记者 璎珞 文/
张逸伦、李霖 摄）

办厂办厂6060载载，，““锡麻厂锡麻厂””厂房今犹在厂房今犹在
在无锡，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

“锡麻厂”，天元麻纺厂之所以出名，原
因之一是它为荣氏家族在无锡开办的
国内第一家麻纺厂。其旧址位于现在
红星路28号天元世家旁的天元坊，至
今留存一栋栋颇具年代感的建筑。

1946年，荣德生等人
筹资200亿元（旧币），在
无锡西门外夹城里宋巷购
地97.92亩，筹建天元麻纺
厂；在1947年10月正式建
成投产，分设棉纺和麻毛
两个车间，产品商标为“双
熊猫”，产品主要为麻胶
布、毛布、西装衬布和本色
绒线等，首创了我国苎麻
纺织事业。直到 2007 年
实施关停，起起伏伏经历
了整整60年。“当时荣德
生筹备厂子时，阻碍还挺
多的，所以光前期准备工
作就花了整一年的时间。”
无锡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汤可可表示，当时引进了
不少国外先进的机器，如
英国制造的亚麻纺机、麻
织机等。天元麻毛棉纺织
厂投产时，《人报》1947年
4 月 17 日还做了专门报
道。

记者从天元坊的开发
商处获悉，将天元麻纺厂
重新改造再利用，一开始
的设计理念就是尽量保留
原厂的面貌，所以烟囱、水
塔等设施并未移动，原来
厂内两个大仓库保存下
来，改建后的宅子里的房
屋架构、外层砖面，都沿用
了原本的材料。斑驳的清
水砖墙经历了几十年日晒
雨淋,“你看，这个砖块上
还有铭文，‘85’、‘95’这
些数字应该是砖块的型
号，而‘建’这样的字样应
该是施工单位的名字。”汤
可可感慨，天元麻纺厂还
是很特别的，很多同时期
的厂房用的多是红砖，而
它却用了机器制的清水
砖，整体建筑风格更为中
式，尤其是门窗上还有花
纹，能保留下这么一片老
厂房的旧址，实属不易。

办厂60年，旧址厂房犹在

烟囱、水塔成珍贵历史见证

下月起，
所有进口冷链食品
纳入溯源系统
消费者可扫“江苏冷链”
小程序查询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