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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2024年度）未缴费提醒公告
无锡市区2024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将于2024年1月31日结束，如未及时参保缴费将影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尚未及时办理参保缴费的户籍居民,请尽快通过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服务窗口、社区办理。已参保但未缴费的居民，请携带身份证件到无锡农村商业银

行、江苏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各行网点办理缴费，或通过“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微信小程序、无锡农村商
业银行和江苏银行手机银行App、“云缴费”微信小程序等方式缴费。

特别提示：1、学生缴费请家长根据就读学校安排统一进行，无需单独办理。2、为方便以后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建议非学生参保居民选择无锡
农村商业银行、江苏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的一家签订扣缴协议。

服务热线：无锡市税务局12366；无锡市医保局12393。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
无锡市医疗保障局
2024年1月 5日

一座座名人故居，不仅将
最富江南特色的美学风格巧妙
呈现，还把这座有着3500年历
史的文化名城的气质娓娓诉
说。尤其是近、现代，到了无锡
成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最发达

的工商业城市后，移居来此的
成功人士就更多了，先后在此
办设无锡初等工业学堂、县立
中学堂、师范学校等，成为无锡
教育之渊薮、学校集中之地。
到如今，学前街依然沿袭了其
人文荟萃、学风浓厚的传统，道
路两旁仍有大桥中学、金桥双
语学校、锡师附小、实验幼儿园
等名校，乃至与学前街相通的
街巷名字也是独具特色：教育
路、乐学路、勤学路。

如今的学前街延伸至学前
东路，是贯穿无锡城区东西走
向的一条主要通道。而学前
东路的建成，直插城东，串连
起诸多居民小区和商业区，成
为城东居民出行的一条快捷
通 道 ，也 将
人文气息散
播开来。

（晚报记
者 甄 泽/文
朱浩/摄）

开栏语：
隐藏在城市深处的小街小巷，承载着最为细腻、广阔而深厚

的文化，彰显着一座城市的人文和情怀。一街一文化，一巷一特
色。本期开始，本报开设“唤醒老街巷”栏目，从街巷的历史人物、
文化性建筑、行业作坊、民间故事等方面来表现街巷的独特个性
和风格，努力让老街巷焕发新风采。

学前街学前街：：无锡书香盛处无锡书香盛处
位于市区的学前街既是城区一条干道，还是无锡文教荟萃

宝地，又是江南名人故居集萃之地。学前街跟过去很不一样，
两边多了现代化的高楼，过往的老宅子散在小街小巷里；学前
街跟过去又很像，它依旧是无锡的书香盛处，漫步在学前街上，
总能与无锡悠久的历史不期而遇。

本报讯 4日上午，塘南新村社区里一场
“多彩非遗进社区，传统文化沁民心”的线下
同步活动。10项非遗的线上秀同时上了江
苏省文化馆的直播平台，全省有上万人次在
线观看。

现场人气最旺的属朱倩静和她的伙伴带
来的非遗技艺“缠花”，用多色丝线在纸板和
铜丝扎成的人造坯架或实物坯架上缠绕出
花、鸟、鱼、果等美术品，栩栩如生。该技艺是
一种独特非物质文化遗产，朱倩静说，自己喜
欢，疫情期间无事可做，在网上迷上了这种非
遗技术，开始学做各种佩饰、头饰。几年下
来，她的丝线绕得均匀而整齐，做出一个个精
美的胸针或是簪子，让女生们都爱不释手。

在太湖学院上大三的陈昊愉是现场最年
轻的非遗爱好者。2018年在市图书馆参加
过一次送福活动，爱上了篆刻技艺，自己还开
过展。中间，他去部队当了几年兵，他的手艺
也在部队受到了欢迎，作品放进了军营的荣
誉室。年轻的他，如今已是西神印社的成
员。“年轻人学非遗多了，技艺才能走得更
远”，陈昊愉表示，现在身边喜欢这些国潮的
人也多了起来。最年长的书法家徐文富已虚
岁九十，现场创作的“金龙迎春”亦书亦画，非
常有创意。

“今天收获真多”，86岁的万玉琴从柴机
新村赶来参加活动。她是个书画爱好者，现
场体验了拓印，制作出了一幅幅作品。“活到
老，学到老”，万玉琴表示，现在有了更多时
间，能发展自己的爱好。现场有这么多非遗
技艺，让她大开眼界。

来自梁溪区溪心时伴志愿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介绍，本次活动是三友非遗传承社团
来组织的，团队由擅长撕纸篆刻的谈闻安、擅
长书画团扇的谈映芝和擅长剪纸绣花的曹亚
平三个好朋友发起。 （黄孝萍）

学前街位于无锡的闹市
区，与中山路交错而过，路口东
北便是八佰伴，一眼望去，商业
氛围浓厚，从路口往西一直走，
就能渐渐感受到不同。走不到
二十米，就遇到了“一门五博
士”的顾毓琇纪念馆。这是一
栋中西合璧的庭院，旧时是顾
氏家祠，顾氏从美国留学归来
后重新设计改造。故居是免费
对外开放的，不时能看到游览
的市民从门内出来，也有家长
带着孩子参观，或许这样便在
孩子心中种下立学的种子。往

前不过两百米，是活化建成的
无锡国专纪念馆。无锡国专，
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道别
样风景，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
唐文治与钱基博、冯振、陈衍、
朱东润、饶宗颐等鸿学巨儒在
此挽国学于衰微。唐兰、吴其
昌、蒋庭曜、王蘧常、蒋天枢、钱
仲联、周振甫、姚奠中、冯其庸、
范敬宜等学人，也是自无锡国
专走出。

穿过一条小巷，前方就浮
现出飞檐斗拱的轮廓，那是人
才三代鼎盛的钱锺书家族故

居。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作
家钱锺书先生，在这里度过了
少年时期。出钱锺书故居，继
续西行不远就是中国近代第一
个睁眼看西方的外交家的“钦
使第”——薛福成故居，被誉为
江南第一豪宅，其府第大门匾
额上的“钦使第”三字为光绪御
笔。来到西侧附近的汤巷，可
见一幢仿西班牙式楼房，红砖
外墙，庭院植有白玉兰、石榴
花、龙柏，把这里装点得格外葱
茏，这就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张闻天晚年的旧居。

学前街为什么会诞生、居
住 过 这 么 多 的 近、现 代 名
人？这得从历史中去寻找，
历史上，无锡筑县城前原是
荒野，本是百姓散居之地。
筑城后，大约在宋嘉祐三年，
即 1058年，当时的知县张诜
在此始建孔庙和大成殿——

这座无锡县学又称儒学、庙
学，是古代无锡唯一的官立
学校，现存的戟门、明伦堂、
讲堂三所建筑为清朝同治十
三年(1874）重建，如今依旧隐
于学前街旁——从此这里成
为了礼学圣地，门旁大石柱
上刻“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

此下马”12字，俗称下马石。
无锡县学的建立，吸引了周
围各方人士诸如文武官员、
商贾富豪来此建房定居，抢
占文化高地，甚至出现大族
移居这里，渐成气候形成一
条街道，因在学宫之前，“学
前街”之名由此而来。

老无锡人文荟萃之地

学前街从何而来？

新无锡学风浓厚之所

10项非遗技艺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