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27 星期一
责编 立新 ｜ 版式 郑宙 ｜ 校对 王欣 看无锡/广告 A05

评论

2023年3月1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 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新安花园一区

59~66号，73~77号，85~93号，停

气时间为2023年 3月 1日07：30

至 2023 年 3 月 1 日 17:00，停气

时长9.5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7日

“腿上奇痒，抓得全是血痕，8年来涂
掉了一抽屉药膏。”

“每年腿都红肿、人发热，吃药挂水，
但总是反复发。”

“腿肿了10多年，现在发黑、瘙痒，
挠烂了一直不收口。”

易可中医医院“奚氏脉管中心”朱成
河主任表示，临床上85%的脉管病患者
是混合病症，诊断不仅要求专科医生经
验丰富，还需要上手检查。根据腿部的
颜色、温度、软硬、气味（创面）不同，治疗
方法也会不同。

易可中医医院“奚氏脉管中心”完整
地传承了中国脉管病泰斗奚九一教授的

“奚氏清法”，有69道检查手法和77种内
外用方，对治疗静脉曲张炎变综合征出
现的肿胀、疼痛、瘙痒、溃烂效果显著。

3月1日上午8点，朱成河主任将为市
民免费讲解“腿肿、痛、痒、黑、烂不断加重”
的原因，静脉曲张引起下肢肿胀、疼痛、瘙
痒、溃烂、丹毒、老烂腿、湿疹、糖尿病足等
市民可提前预约咨询。此外，皮肤瘙痒、脚
气患者可免费领取“奚氏祛湿止痒药水”
（自备干净瓶子）。 （江南）

腿肿、痛、痒、黑、烂不断加重，请注意

每月1日“大缸施药”惠民日
免费领药水啦

不顾危险在快速路当
中停车接人，一名驾驶人一
次被交警扣了9分（详见昨
天本报A06版报道）。在城
市快速路上随意停车很容易
造成追尾事故，属于严重的
交通违法行为，如此任性的

“马路风”,该停止了！
文明和谐、畅通有序的

道路交通环境是安全出行的
重要保障。但不得不说，边
开车边打电话、路口不礼让
行人、违法变道甚至倒车等
交通不文明行为在经过多次
报道、曝光后，依然存在。乱
停乱放、闯灯越线、拦头猛拐
等由非机动车引发的“槽点”
也有一箩筐。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底，无锡机动车驾驶人
共有307.8万余人，机动车保
有量达到258.8万多辆。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同样逐年递增，
已经突破550万辆（含江阴、宜
兴地区）。毋庸讳言，多一辆
车，就可能多一分风险；多一
个驾驶人，交通安全管理就多
一个挑战。出门之后，每个人
都是交通的参与者，遵章守
法，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对他
人负责。“交通文明、安全出
行”，不应仅是一句停留在嘴
边的口号，而要成为真真正正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生活准
则。用更直白的话说就是，既
要“知道了”，更要“做到了”。

进一步而言，相当数量
的拥堵都源于不文明的交通

习惯。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
面临着车辆数量爆发式增长、
道路资源结构性矛盾等问题，
对于交通环境的疏导和改善，
大部分还处于“打补丁”的状
态中。如果驾驶人一边抱怨
着堵车，一边又给道路添堵，
交通环境便不会有彻底好转。

归根到底，市民出行体
验的大幅提升，大面上是城市
治理现代化，细节上是城市文
明的积累，每个环节都不可
或缺，每个参与者都有责任
和义务。此外，不妨借助物
联网和大数据等“黑科技”，
打造更为智能的交通管理体
系，不断提升管理的精细化
水平，让交通陋习无处可
藏。 （金钟）

“宜兴虽是个县级市，但已
有15座古桥列入了江苏省文
物保护单位。我的父亲罗哲文
是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毕生从
事文化遗产保护，尤对古桥的
保护和研究情有独钟。生前
曾调查过许多古桥，并拍摄过
许多照片，发表和出版过许多
关于古桥的论文和专著。相
信倘若家父在世时来宜兴专
程调研古桥，一定会有惊喜的
发现和丰富的收获，更会为宜
兴人如此热爱和守护着这些美
丽的古桥赞叹不已。”中央文
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顾问罗杨以《烟浦花
桥如梦里》为题为该书作序。
（晚报记者何小兵 受访者供图）

回清倒影里珍藏着传奇

全媒体地情书全媒体地情书《《宜兴古桥宜兴古桥》》首发首发
2月26日，《宜兴古桥》一书首发式在宜兴市

图书馆举行。每座古桥都有一个故事，在斑驳建
构中抚摸到印记，在回清倒影里珍藏着传奇。

2020年5月，宜兴市档
案史志馆、宜兴市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决定合作编纂《宜
兴古桥》，意在用文化的理
念记述宜兴古桥，用宜兴古
桥的载体传播文化。《宜兴
古桥》编纂人员查阅《中国
古桥志》《江南古桥》等多部
专志，翻阅《毗陵志》《常州
府志》以及现存的8部宜兴
旧县志，整理并编写了18
万字的《宜兴古桥资料汇
编》；查询和浏览1万余张
宜兴古桥图片，从中粗选精
美图照2600多张；踏勘全
境古桥，用现代化工具测量
古桥技术数据；走村串户，
采风和考证古桥传说故
事。通过细致缜密的调研，
确定全境现存较为完好的
古桥182座。

宜兴市档案史志馆馆
长蒋宁鹏介绍，《宜兴古桥》
由宜兴市档案史志馆、宜兴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合作
编著，历时 3 年，修改 16
稿，终于成器。《宜兴古桥》
定义为地情书，她不是志

书，不是史书，也不是谱牒，
就是一方民俗风情的写照，
因而特别适用于全媒体打
造。

“编撰人员的劳苦、艰
苦、清苦、刻苦，成就了这部
全媒体地情书，《宜兴古桥》
堪称‘四苦全书’。”《宜兴古
桥》主编陈有富风趣地说。

据了解，《宜兴古桥》的
编纂摒弃了常规的图解古
桥的创作思路，在内容记述
上突出资料性，在图片展示
上追求震撼力，在阅读空
间上引入全媒体，是一部
多维立体的追寻历史记
忆、赓续古桥文化的如椽
之作。全书收录现存古桥
182座和湮灭的经典古桥
22座，呈现 800多幅不同
拍摄年代、不同取景角度、
不同艺术色彩的古桥照片，
以及用二维码嵌入的17座
古桥视频。这部资料翔实、
图片精致、音像入书、装帧
精美的《宜兴古桥》，凸现出
宜兴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城的张力。

《宜兴古桥》主编、年逾
古稀的宜兴地方志专家陈
有富为该书的出版倾注了
心血。陈有富介绍，宜兴造
桥有辉煌的历史，现存的古
桥绝大部分建于清代，有的
可上溯至明、元、宋代。全
书以宜兴市域内的现存明
清以来的古桥为主体，用
800多张精选图片展示古
桥身姿，诠释“山水风景的
点缀”“水乡古镇的依托”

“民俗风情的写照”“文人雅
事的传承”“诗文楹联的大
观”等古桥文化内涵。

宜兴市考古和文物保
护中心主任蒋苏荣介绍，截
至2021年，宜兴境内民国
以前修建且保存较为完好
的古桥当中，有梁桥90座、
拱桥90座、梁桥与拱桥结
合于一体的2座。从分布
来看，高塍镇境内最多，有
25座古桥。

序言里的文化情怀

任性“马路风”,该停止了！

近日，梁溪区消
防救援大队宣传员
利用消防宣传的工
作契机，在芦庄六
区、广益街道主题公
园利用消防宣传车流
动性强的特点开展消
防宣传活动，向辖区
企业员工、社区工作
人员普及消防常识，
引导大家增强消防安
全观念，提高消防安
全意识。（沈佳婧 摄）

梁溪大队多频次开展宣传活动梁溪大队多频次开展宣传活动

一方民俗风情的写照

宜兴古桥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