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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原三下塘街
道拓宽改造，更名为新生
路。

新生路
发展大事记

2020年 新生路进行
特色街道改造。

2013年 新生路南段
逐渐出现“美食聚集”现
象。

2000年 新生路改扩
建，成为无锡市内“三纵三
横路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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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前无锡城最宽的一条“南北要道”，到如今亲切温馨的“美食一条街”，位于梁溪主城
区内的新生路，见证着无锡从江南小城向现代都市的华丽蜕变，记录着这座城市从过去走向
未来，不断“涅槃”的身影和无限“新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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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发展：新生路一路“新生”
辉煌过往：
曾是锡城缩影

摊开地图，细细摸索新
生路沿线区域的规划发展
变化，可以看到无锡的
历史变革。

从新生路往南，
可至南禅寺附近，无

锡的历史在沿路行进
中，不断从文化雕塑和

千年古建筑中浮现。
从新生路一路向北前

往崇安寺，道路的方向没有
变，人们的生活面貌却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道路两侧的
建筑越来越现代化，路尽头的崇

安寺街区已成为无锡的时尚生活街
区。在崇安寺周边，苏宁广场、大东方百
货、T12时尚购物中心等商业大厦鳞次

栉比，玻璃幕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彰显
着都市的繁华与活力。

“老板，来5个梅花糕！”上午11点左
右，新生路路边一家售卖梅花糕的小店
门口排起了长队。“2013年之前，新生路
两侧大多是服装店，我来这里开了第一家
梅花糕店后，街上美食店就越来越多了。”
老法头梅花糕的老板李先生说，如今的新
生路南段，正朝“美食一条街”的方向发
展。梅花糕、鸡子大饼、安庆馄饨……在
此上演“百家争鸣”。在这里，城市繁华气
息淡去，市井生活气息更加浓郁。

如今的新生路，仍紧跟时代的步伐，
贯通古今，不断涅槃蝶变。从人间烟火
到商业繁华，从历史悠悠到时代前沿，新
生路向新生活方式靠拢的步伐仍未停
歇。 （晚报记者 李旭/文、摄）

2015年 新生路进行
优化改造，主要改造路况、
管网及绿化。

新生路起于县前东街，终于解
放南路，全长约1.4公里。从解放
南路步行转入新生路，映入眼前的
路段有些狭窄，但这条道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却是当时
无锡城最宽的一条道路。

无锡地方史志专家郁有满介
绍，上世纪30年代，一条名为“三
下塘”的街道，在当时县政府的主
持下得以扩建，扩建后被改名为

“新生路”。“当时，这条路是全城最
宽的一条路，也是全城唯一的南北
通衢。”郁有满说，直到1949年，这
条全城最宽的道路也才4至 6米
宽。

“那时候，我去崇安寺买东
西，爱走新生路。因为它的路况
好，骑自行车来往很方便。”郁有
满回忆道，以前的新生路，道路两
侧有很多青砖平房和小洋楼；沿
路商铺林立，还有医院、学校……
一条新生路，可以说是整个无锡
城的缩影。

多番改造：脱胎换骨迎“新生”

走在如今的新生路上，人行道砖块
拼接整齐，围栏将人行道和车行道分
开。车行道平整干净，最宽处已能容纳
几辆车并行通过。在一次次优化改造
中，新生路不断脱胎换骨。

2000年，新生路迎来了拓宽改造，
按城市次干道标准，道路拓宽到14至
20米，其中车行道拓宽到8至14米。拓
宽改造后的新生路和同为纵向道路的中
山路、健康路，横向的人民路、学前街、
县前街一起，构成无锡市内环线“三

纵三横路网”。
新生路上一家商铺的老板陈先生

介绍，2013年左右，新生路路面出现多
处破损。2015年前后，政府部门对道
路进行优化改造。2020年，政府部门
再次对新生路进行优化提升。“我们在
路上布置了一些雕塑、浮雕，让大家了
解新生路的历史。”城管部门的工作人
员介绍，这两年，城管部门对新生路进
行“管线入地”改造工作，让道路更加整
洁美观。

涅槃蝶变：前进步伐仍未停歇

近日，随着全省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片区建设现场推进会的召开，无锡
市三大特色乡村片区——宜南“茶乡
竹海山水画廊”、锡东“稻香吴韵”、惠
山“江南桃花源”的建设蓝图更加清
晰，建设步伐将全面迈开。

在宜兴南部的青山绿水间，宜南
“茶乡竹海山水画廊”片区以其独特
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
着八方来客。272平方公里的片区涉
及新街街道、张渚镇、西渚镇、太华
镇、湖 镇，规划构建“景路相扣、谷
村相生、一环四脉、多核五团”的总体
空间格局，以宜路陶醉茶乡和美环
线，将云湖茶禅田园、太华古村红韵、
龙池茶山康体、离墨人文洞天、竹海

深氧园林五大组团串联起来，培育建
设22个相连成片的省级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重要节点，将片区打造成为国
际山村旅游目的地、茶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区、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
区。

走进锡东，130平方公里的“稻香
吴韵”和美乡村片区的风光同样迷
人。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优
质粮油、特种水产、精细蔬菜、名优茶
果、花卉苗木五大特色产业蓬勃发
展，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荡口古镇、华氏老义庄等文旅资源的
加持，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浓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根据规划，该片区将通
过“一带三线、三园多点”的总体空间

格局，串起锡东生态健康产业园、锡
山大米优质食味稻产业基地等重点
农业产业园，培育18个省级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和多个特色农文旅融合
节点，将锡东打造成新时代鱼米之乡
农耕文化展示窗口、环太湖农文旅产
业协同发展平台和江南水乡生态绿
色科技农业沃土。

惠山区“江南桃花源”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片区以73.95平方公里的秀美
风光，展现了水蜜桃之乡的独特魅
力。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农业
技术，阳山水蜜桃生产水平不断提升，
品种不断优化，连片建设更是让这些
新品种得以快速落地生根，为农民带
来更多收益。依托国家级农业产业园

和阳山省级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江
南桃花源”片区规划构建“两带两心五
片”的空间格局，以一条锡西乡村振兴
风光带串联培育“礼社历史人文片、尚
田文旅休闲片、洗砚生态休闲片、城郊
田园宜居片、蜜桃水乡特色片”五大功
能区，培育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17
个，全力打造苏南农业高质量发展集
聚区，推动环太湖湾城乡融合，展现乡
村治理的新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三大片区的建设
并非孤立进行，而是相互联动、共同推
进，以点带面，串珠成链。连片建设不
仅让乡村敢于着眼未来、有效投入，更
促进了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加快下沉。

（潘凡）

以点带面，串珠成链

三大特色乡村片区建设蓝图展开

（方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