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生茶歇、棋艺区、书法桌
……走进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无锡
分行营业部的大厅，宛如置身于
一处热闹的老年活动中心。近
日，该行营业网点完成全面升级
改造，除了更新老花镜、医药箱等
便民用品以外，还额外添置了一
批沙发、围棋桌、茶具等设备供中
老年客户休闲娱乐，方便正在等
候办理业务的老年市民们三三两
两闲话家常，获得了市民朋友的
一致好评。

据网点负责人赵磊介绍，此
次升级改造是在充分调研了部分
老年客户需求之后对营业大厅的
一次功能区域调整和设施完善优
化，在金融业务办理之外融入多
元化场景，全面提升网点服务“硬
实力”。近年来，该行营业部还经
常在各类节假日期间组织开展中
老年客户沙龙活动，通过金融知
识宣教、手工艺体验等活动丰富
老年人业余文化生活，加强机构
服务“软实力”。一位居住在附近
的退休职工王阿姨表示：“平时去
菜场买完菜，回去路上走不动了
就会来长江银行歇歇，又有热茶
喝又有杂志看，工作人员也都很
热情，现在这么一弄啊，我们就更
愿意来了。”

于细微之处用心，今后，江苏
长江商业银行无锡分行将继续做
细做实金融服务“适老化”工作，
全面提升重点人群服务质效，力
求为老年客户提供更周到、更贴
心、更便利的优质服务，为增进中
老年市民金融服务获得感、幸福
感和满足感持续发力。

（张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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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舍古村位于无锡锡南雪
浪山脚下，走在村子狭长的巷
道中，两边民宅古旧门窗流露
出岁月的痕迹。饱经风霜的屋
墙，残缺褪色的老字号招牌，见
证了一段段繁华往事。穆氏作
为许舍的古老家族之一，至今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位于金
巷1-2号的穆氏老宅便是家族
兴衰过往的最好见证。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
无锡分行
金融适老 温暖升级

今年4月，无锡市被生态环境
部列入“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
设名单。“无废”的种子已播下，为了
让种子“发芽开花”，无锡创新机制，
逐“绿”而行，培育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沃土。“吃干榨净”建筑垃圾、

“码上”管危废……建设“无废城
市”，无锡按下“快进键”。

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中，拆
除后的建筑垃圾该如何处理？位于
滨湖区的江苏锡城建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通过二次处理，将“吃”进去
的垃圾变成可以二次利用的建筑材
料。记者在生产厂区看到，混杂着
木块与泥沙的建筑垃圾被运到这
里，挖掘机、推土机与几名工人进行
大宗垃圾的分拣。“建筑垃圾在经过
前端的‘人工+机器’分拣后，会被送
进破碎机破碎，然后在传送带和滚
筒上进行筛分和除杂。通过多次处
理后，建筑垃圾就能制成达到建筑
用再生骨料国家标准的粗骨料、细
骨料等一系列可再生利用的建筑材
料。”该公司董事长曹建说。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曹
建看来，建筑垃圾并非一无是处，反
而蕴含较高的经济价值。“建筑垃圾
里包含砂浆、混凝土、砖石、废金属、

木材、钢筋混凝土等成分，具有可观
的回收效益。通过再生利用生产出
的骨料，可以制成再生透水砖、再生
路面砖，在部分运用场景下可以完
全代替天然石料，而且具备更出色
的透水性，成本也下降了一大半。”
据了解，江苏锡城建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胡埭项目是无锡市首例高资
源化率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
年处置建筑垃圾规模可以达到30
万吨，资源化率85%以上，推动建筑
垃圾进行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
置。

信息化监管，是“无废城市”建
设的“利器”，因危险废物具有腐蚀
性、毒性等危险特性，在对其监管中
更需全面谨慎。为此，无锡推广江
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
统，开发建设市级固体废物信息化
监管平台，通过“一张监管网”实时
掌握危废“类”和“量”，一个二维码

“身份证”伴随“产存转处”全过程，
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溯、全程留
痕。

“当危险废物产生后，产废单
位只需现场通过手机软件按包装
输入危险废物重量、类别等信息，
系统便会自动生成带二维码的危

险废物标签，由企业打印后粘贴于
危险废物外包装上，作为危险废物

‘身份证’随其一同贮存、转移、处置
利用。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还设
有GPS设备，全程定位，可实时查询
危险废物位置情况。”市生态环境局
工作人员介绍。

同时，为了实现危险废物“应收
尽收”，无锡利用信息化监管，在全
省率先探索“无微不至、转危为安”
小微收集模式。借助智能包装桶和
信息化收集平台，建立了“全智能收
运、全过程留痕、全规范监管”危险
废物小微收集体系，以智能收集设
备替代危废仓库，信息化监管系统
替代手工申报台账。据悉，目前无
锡市已有5家企业领取了小微收集
许可证，累计覆盖近10000余家小
量产废企业。

下阶段，无锡将进一步推进固
体废物信息化全过程管理，建设“无
废城市”智慧管理平台，助力各类固
体废物日常管理智能规范。此外，
还将围绕“3+2+3”总体思路探索

“无废电子新基地”、“城市资源新工
厂”、“环保产业新高地”等“无废城
市”建设典型路径。 （陈婧怡）

培育沃土，逐“绿”而行

“无废城市”建设按下“快进键”

变废为宝：
“吃”进垃圾，“吐”出建材

数字监管：
给危废办理“电子身份证”

穆氏祖先穆锦章携两子穆勉之和
穆惜之定居许舍初期，并无自己的房
屋，还要依靠他人帮扶。但许舍自古便
是一片繁华之地，聚集着水产、南北货、
糖烟酒、百货、饮食、药铺、茧行、典当铺
子等商行，可谓是热闹非凡。穆氏兄弟
也是很有经商头脑，看准了许舍优越的
地理位置和营商环境，从做小生意开始
到开杂货店，三年后有了点积蓄便经营
起了桐油、麻丝、槽坊，又与上水浜的沈
家合作经营赚了一些钱。穆锦章在城
里布庄当经理收入也不错，生活一天天
好起来。

几年后，穆惜之在东桥堍买了一块
地，造了三开间三进平屋，正式挂起了

“穆义茂”的商号，即在今日金巷1-2号
的位置。而后又在第四进加盖了四间
楼房。前面是三组三合院，最后是一栋
四开间二层楼房，东侧一条40米长的
长廊，已经是大户人家的规模了，并有
了堂号——永德堂。为了子孙读书，在
第二进设了约有50平方米的学堂间，
坐北朝南设了孔子大成牌位，墙上挂着

穆惜之出钱捐来的监生的朝服面像。室
内摆着四张方桌并配有许多方凳，左右
靠墙放了十几张靠椅，平时作为大家用
餐场所，遇到节日和婚丧大事，此处热闹
异常。1940年，该处房屋毁于战火之
中，直至1948年才完成了原址第一进三
间二层楼房的修建，此后再无其他修缮，
一直沿用至今。

穆氏后代里的年轻人自是不愿生活
在乡下，纷纷去到了城里定居，这处老宅
也租住给了外乡人。虽然，穆氏老宅现
下很长时间都空着，但它见证了穆氏家
族百年来的辛勤奋斗。

（晚报记者 殷婉婷/文 李霖/摄）

金巷1-2号穆氏老宅：

商贾之家见变迁

在居民的指引之下，记者在
层层包围的围挡里找到了通往
许舍古村的路。眼前这条不起
眼的水泥路并不宽敞，但其实已
经算是村上的主干道。步行一
段，在桥头处找到了金巷1-2
号。穆氏老宅是一栋面阔三开
间的二层小楼，东山墙两个窗户
上方，各有一个尖角形窗楣和弧
形窗楣，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流行
的样式。顶部单峰屏山墙的造
型和线脚，山墙尖的灰塑装饰、
砖雕垛头、屋脊脊饰雕刻精美，
且均保存完好。与周围很多房
屋一样，穆氏老宅的山墙下碱也
是由黄石乱砌而成，这些取自雪
浪山上的石材，是太湖沿岸居民
尤为青睐的建造材料。据老一
辈人说，这种建造方式可以很好
地阻隔地基里的潮气。

时至今日，三扇老式入户

门还显得很是气派，昔日开门
迎客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推
开尘封已久的木质大门，记者
发现屋内几乎没有什么陈设，
就连通往二层的楼梯也是许久
无人问津。踏过十多层窄长的
楼梯，便顺利来到了二楼。二
楼有一连排的窗户，打开其中
一扇向远处眺望，“小桥流水人
家”之景尽收眼底。整栋房屋
虽看起来有些许破败之感，但
木质的房梁，纸筋灰涂抹的墙
面却胜在保留了最初的原汁原
味。

如今，许舍古村静卧在城市
边缘，鲜有外人往之，任由岁月
荡涤几世繁华。穆氏老宅和许
舍古村一样宁静而古朴，与不远
处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形成了
巨大的反差，有一份独特的“古
董”般的宁静。

堪称大户人家

“古董”般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