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7月28日，才与市民
见面200余天的《江南晚报》头版
头条上出现了《太极股票在上证所

“落户”》一文。这是江苏省第一只
上市股票，开盘价9.60元。无锡
太极实业（600667）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江苏省首家上市公司。

在当时，股票对于大多数无
锡市民来说还是件稀奇事情。记
得一些单位里动员职工购买原始
股，有些甚至要摊派。许多人不
相信，即使周边有敢“吃螃蟹者”，
也只是暗戳戳地私下议论、讨
论。正如此文中所写：“他（无锡
市太极股票发行指导小组组长、
副市长吴经起）要记者转告股
民，太极股上市是无锡的一件新
事……望股民们在股票投资中增
强风险意识、金融意识，为无锡的
企业股份制改革作出贡献。”

太极实业的上市给许多无
锡股民上了股票投资启蒙课，在
让他们赚到了股市“第一桶金”
的同时，也让众多无锡企业看到
了上市后，通过金融市场的运
作，让企业爆发式发展的光辉前
景。他们纷纷寻找途径，一时
间，上交所、深交所、纽交所、新

加坡交易所等处都能看到无锡
企业家们的身影，上市募集资
金，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产品竞
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路演活动
轰轰烈烈，敲锣声此起彼伏，很
快就在上市公司群体中形成了

“无锡板块”，成为资本市场耀眼
的群星。一批又一批上规模的
实体企业在无锡茁壮成长，由此
登上“福布斯”榜的无锡富豪们
层出不穷。

我们的目光始终追逐着无
锡企业在资本市场奔跑的步
履。2003年9月5日，江南晚报
上一篇《“无锡板块”称雄全国地
级市》报道称，无锡上市公司拥
有数量在全国地市级城市中位
居第一，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无锡板块”在
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影响。

“无锡板块”家族已拥有22家成
员。其中国内上市公司17家，
本地企业异地控股3家，境外上
市2家。2015年 12月11日晚
报刊出《“无锡板块”再扩容》报
道，文中称：据无锡市金融办统
计，目前无锡上市企业共有92
家，到今年底有望达到94家。

其中国内A股上市企业有 47
家、境外上市企业45家。上市
公司总数和首发融资额连续多
年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接下
来，创业板、新三板、中小板、京
交所等等名词频频出现在报纸
上，《江阴市：实力副班长》《“宜
兴板块”日长夜大》等稿件抓人
眼球。股东的奋斗、股市的起
落、股民的热切，被我们真实地
一一记录下来。

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
基石，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从传统媒体时代
到全媒体时代，江南晚报热切地
关注着上市公司的发展，及时地
进行报道宣传，为无锡产业发展
鼓与呼。如今资本市场“无锡板
块”已有169家企业。三年诞生
4家超千亿市值企业，成为无锡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写照。无锡
站在新起点上重振产业雄风，毋
庸置疑，上市公司起到了排头兵
和主力军的作用。如何将上市
公司发展优势转化为区域经济
优势，增强企业发展活力，仍将
是我们晚报一如既往的报道内
容。 （慕容）

无锡老字号，绝大多数创
办于明清和民国时代。“年纪”
最大的是1816年创办的无锡
市玉祁酒业有限公司，其酿酒
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目前，
无锡市有64家老字号单位，主
要集中在餐饮、食品加工、医
药、工艺等行业。而《江南晚
报》，始终关注着老字号的发
展。

早在创刊之年的1993年，
“聚丰园”因翻扩建，临时和华
隆对外贸易公司联手，将店里
的“原班人马”“移师”锡城南
门，取名“华隆”酒家。同年4月
22日，晚报就这一新闻事实刊
发《“聚丰园”移师南禅寺“老
字号”推出新花样》一文。同年
12月28日，晚报《健康参药店
跻身“大陆老字号”》一文，记录
下健康参药店被载入《大陆老
字号精选》丛书的历史时刻，见
证了无锡老字号的含金量。

关注老字号的振兴，晚报
一直在有所作为。当有老字号
遭遇困境时，本报积极采访业
界，共同探讨革新之道。晚报
记者撰写的关于老字号经营状
况的调查报道，曾经被作为呈

给市委市政府的内参，引起了
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随后出
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2012
年，晚报刊登的慎馀肉庄因经
营困难而暂停歇业的报道，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当年10
月30日，晚报再次刊发《经营老
字号如同唱歌要有情感》一文，
采访业内人士为慎馀肉庄把脉
开方、出谋划策。2022年6月
14日刊发的《社会资本碰撞非
遗传承创新，如何让惠山泥人
活得更好？》一文，就耘林集团
接手惠山泥人，打造城市IP、活
化品牌的举措进行了探讨。

老字号的体制改革与制度
创新，始终是晚报关注的新闻
点。从“三凤桥”“王兴记”“聚
丰园”到“穆桂英”“沈广茂”等
等，这些老字号企业的一举一
动、传承发展都牵动晚报记者
的心，都会及时地呈现在媒体
上。近年来，无锡老字号动作
频频，《江南晚报》见证着老字
号擦亮“金招牌”的成就。2021
年 11月 25日，《展创意 得传
人 促联动 长三角老字号建创
新发展联盟》在晚报刊出，锡沪
宁三地的进一步签约让此后的

长三角老字号“朋友圈”越发热
闹。

《江南晚报》还作为唯一受
邀媒体，与老字号学习考察团
一同前往杭州考察学习“浙江
模式”。2021年 9月 9日，《无
锡老字号 破“困”之路》在本报
整版刊登，3天后该文“上线”学
习强国，阅读量火速突破18万，
点赞数超5000，瞬间在无锡业
界与市民群体中引发关注。
2022 年 5 月 22 日，本报刊发
《电商鹊起，“无锡味道”香飘千
里》一文，聚焦无锡美食老字号
通过各路电商发力外销的举
措，为它们记录下成功打开全
国市场、成就新格局的“里程
碑”。彼时，王兴记商品的线上
销售已占据整体销售的40%，
三凤桥的酱排骨在青海、西藏
也能吃到。

老字号蕴含的人文历史、
厚重的传统文化、精湛的技艺
工艺、承载的家乡味道，蕴含着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江南晚
报》将继续关注老字号的振兴
与发展，挖掘老字号传统技艺，
看它们如何进一步凸显历史、
文化和社会价值。 （天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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