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0条、第221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经股东决定，无锡正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吸收方”）拟吸收合并瑞年（江苏）生物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吸收方”）。合并完成后，
被吸收方将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债权债务由吸收方承继。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合并方式：本次合并为吸收合并，吸收方继续存续，被吸收方解散。
2.债权申报：请被吸收方债权人自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被吸收方或吸收方申报债权，并提

供有效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协议、债权凭证等）。
3.权利义务承继：合并完成后，吸收方将依法承继被吸收方的全部债权债务。债权人未在公告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于合并完成后向吸收方主张权利。
4.异议处理：债权人若对本次合并存在异议，应在公告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列明债权金额、事实依据

及请求。逾期未申报或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合并。
申报及联系方式：
被吸收方：瑞年（江苏）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亭中路69号数创园一期动漫楼8楼820室
联系人：万晓亮 电话：18951506097 电子邮箱：692428127@qq.com
吸收方：无锡正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亭中路69号数创园一期动漫楼8楼820室
联系人：万晓亮 电话：18951506097 电子邮箱：692428127@qq.com
特此公告！

瑞年（江苏）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无锡正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吸收合并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当夏日的风裹挟着酸甜的果香
掠过防鸟网覆盖的枝头，一串串裹着
白霜的蓝莓在风中摇曳，宣告着本地
蓝莓采摘季正式开启。据了解，蓝莓
采摘季将持续至6月下旬。

走进位于锡山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尚品蓝莓园，半米高的蓝莓树
虽然树龄仅有两年，却已挂满果实。
三三两两的采摘者正挎着篮子穿梭
在田垄间，指尖轻捻，摘下一颗颗饱
满的果实。果园负责人王超拨开枝
叶，指着果实上的天然白霜介绍说：

“这层果粉是新鲜度的标志，我们坚
持‘树上熟’，九成熟才采摘，比市售
七成熟的蓝莓多积累两周风味物
质。”

与产业园的传统露天种植模式
不同，鹅湖镇的50亩盆栽蓝莓大棚
内藏着现代农业的“智慧密码”：通
风设备与温度警报器可实时监测环
境，水肥一体机通过管道将定制营
养液精准地输送至每一盆蓝莓。盆
栽蓝莓用的是进口泥炭土，能精准
调节到pH4.5的酸性环境，蓝莓生
长速度比露天更快。拨开盆土，细
密的须根在黑褐色基质中舒展。这
种盆栽模式打破了大田种植的土壤
限制——传统改土种植蓝莓后，土
地难以轮作其他作物，而盆栽技术
让蓝莓在可控环境中快速生长，明

年蓝莓树就能长到1米多，第三年将
进入丰产期，预计亩产量可达2000
斤左右。“以前，进口蓝莓卖几十元
一小盒，今年尝鲜价120元能采摘3
斤，口感九分甜一分酸，很不错。”游
客李女士带着女儿边采边尝刚摘下
的蓝莓，汁水在口腔中爆开的瞬间，
她的脸上露出惊喜。据介绍，这里
引进了花香蓝莓、L11、F6 等新品
种，搭配菜饼肥有机灌溉，种出了浓
郁香甜的口感，而且无需清洗即可
入口。

当被问及种植蓝莓的初衷时，王
超称这源于一份父母对孩子的心意：

“想让孩子吃到不打药的健康水果，

也想在种植蝴蝶兰的基础上探索多
元发展。”

据介绍，露天与大棚结合的种植
模式将采摘期从传统的20天延长至
半年左右，预计明年可实现“错峰”销
售：春节期间推出“蓝莓+蝴蝶兰”花
果礼盒，瞄准高端礼品市场；春夏季
则开放采摘体验，让市民实现“蓝莓
自由”。此外，几万盆对外销售的成
品蓝莓小盆栽正在茁壮成长，明年就
能出售，供家庭阳台种植或亲子植物
观察体验，通过“错峰上市+精品礼
盒+体验式消费”等形式，满足多元
化的消费需求。

（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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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贵族水果”价平味美

地产蓝莓采摘季开启

荣巷古镇内有18栋历史文化建
筑，位于荣巷西浜212号的老房子，
是其中有着特殊意义的一栋。不是
因为建筑本身有多独特，而是因为它
的主人是梁溪荣氏唯一的进士荣光
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说的就是
如此。

光绪二年（1876年），荣光世中
进士三甲第十五名，这间老屋便以

“进士第”为名。从外观上看，荣光世
进士第是一栋普通的传统平房，灰色
的外墙上满是时间留下的斑驳，如果
不是事先了解，很难将其与“进士第”
三个字联系到一起。在两处门楣上，
没有繁复的雕花，反而是用多种字体
分别刻下了五个“福”字与五个“寿”
字，代表了建筑主人对于家庭、后辈
的祝愿，也与其文人的身份相符。荣
巷历史文化专家荣华源说，传统民居
门楣大多追求对称吉祥，一般都是四
个字，荣光世进士第的五字门楣也是
独树一帜。

走入建筑内部，经过修缮的进士
第呈现出新的面貌，明亮整洁。二重
门上的“传经裕燕贻”的门额清晰可

见，这句话源自一对古联，“树德承鸿
业，传经裕燕贻”，用于告诫子孙要把
纷繁功利抛诸脑后，沉下心专心做学
问。

资深文物保护专家章大为介绍，
这是一栋传统典型的清代时期无锡
地区的民居，屋子共有三进，每一进
都是三开间，加上备弄的形制。第一
进通常称为门厅，第二进为大厅，用
于会客，第三进为房厅，为主人居住
所用。荣氏后人经商的较多，房屋也
多带着实业家的气质，而这栋房屋更
显平和、淡雅，“一进来就能感受到这
是一栋文人的房子”。

既然来到荣光世进士第，那么就
不能不提老宅的“浪漫见证者”——
铁线莲。相传明代大臣华察的后人
华锡琦家中有一棵祖上所遗的铁线
莲，华家对此十分珍视。130多年
前，华锡琦的女儿嫁入荣家，在准备
陪嫁物品时，华家小姐表示不要金山
银山，唯愿带走半株祖传铁线莲，于
是这铁线莲才从华氏来到了荣氏。
神奇的是，移栽荣家后，华家的母株
凋零，而荣家这株却生生不息。时隔

一百多年，再次走进荣光世进士第，
依然可以看到盛放的青白色铁线莲，
一如这文脉的传承。

2024年，荣光世进士第被列入
百宅百院活化利用项目，秉承着修旧
如旧的原则，对这栋百年老宅进行了
修缮。在未来，老宅里将打造清代科
举文化展示、荣光世生活场景复原、
铁线莲爱情主题打卡点等，并引入无
锡非遗大师的工作室，让老宅真正

“活”起来。
老建筑会说话，但需要有人聆

听。当瓦当滴落雨水，当铁线莲再次
绽放，我们听见的不仅是往事，更是
一个关于传承与重生的故事。

（施剑平）

荣光世进士第：

书香门第的浪漫传承

本报讯“半天就拿到施工许
可证，太高效了。”近日，无锡金丰
置业振达路西、锡北卫生院南地
块定销商品房新建工程项目负责
人通过线上提交材料，体验到锡
山区政务服务的“闪电速度”。“闪
电速度”的背后，是锡山区数据局
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创新突破。作
为全省率先开展“大综窗”改革的
地区，锡山区打破以往依据事项
层级的“点状”服务模式，构建起
全流程“链式”服务体系。

从前期依托“云客服”实时在
线答疑，到为重点项目开辟绿色
通道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再到利
用“云踏勘”实现审批现场线上核
验，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让企业和群众办事省心又
省力。锡山区数据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涵盖“云踏勘”“云客服”“一
窗受理”“信易办”等多项措施的
敏捷服务不仅让审批模式更加智
能化，也释放审批改革红利，提高
群众办事满意度。

以数字化为驱动，锡山区在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也实现了新突
破。今年4月，锡山区胶山北新
河一期工程、夏家塘片区畅流活
水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借助长三
角远程异地评标协调系统顺利完
成评审。这标志着该系统在锡山
成功落地，通过打破地域壁垒，实
现专家资源跨区域共享，大幅节
省线下人力成本，显著缩短市场
主体办事周期。

在民生服务领域，“互联网+
政务服务”同样成效明显。家住
云林街道的陈老伯在南京住院治
疗后，他惊喜地发现异地就医医
保报销全程“零奔波”。从政策主
动告知、上门收集材料，到系统高
效审批，“基层高频事项一平台”
让原本需“两地跑、多次问”的临
时外出就医备案，变为“指尖轻
点、即时办结”。这一转变，不仅
简化了办事流程，更让群众切实
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

锡山区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将持续拓展数字化服务
场景，提升政务服务智能化、便捷
化水平，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优
质高效的服务，以数字之力助推
区域高质量发展。（孙暐 卫曦臻）

锡山以“数”破局
跑出惠民“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