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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日，无锡荟聚二楼中
庭，水滴商店经过精心改造后焕
然一新，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广大
市民。这里不仅有价格亲民、种
类丰富的文创产品，更是一个汇
聚公益力量、传递爱心的温暖空
间。

2.29元一个的马克杯，专为
国际罕见病日设计；8元一个的小
布锤，用料扎实，是一群社区残疾
老奶奶亲手制作的解压神器。自
己动手扫一下产品旁边的付款
码，就可以自助购物了。许多路
过这里的市民都连呼“太便宜”，
买到心仪的物件，还能顺手做个
公益。在这里的展示柜台里，还
有许多好东西：孤独症青少年制
作的板蓝根扎染发卷和天然沉香
经络木梳，由助残爱心人士制作
的“希小昕”挂链系列，可益会残
友们制作的各种精油皂。与原来
相比，这里展示的产品突破了原
来仅有可益会旗下产品的局限，
成为锡城更多公益组织展示自身
文创产品的新阵地。

在视觉形象上，水滴商店也
有了很大改变。江南大学设计学
院副教授巩淼森介绍，他们带领
学生团队对水滴空间的视觉等方
面进行了重新打造，期待社会各
界的善意能够像水滴一样聚集在

这里，同时不断扩大影响力，形
成更多爱的涟漪。这次焕新，也
对整个商店的布局进行了调整，
让动线更为优化，空间更为宽
敞。

当天，来自不同领域的爱心
人士也为重新出发的水滴商店出
谋划策，一起制作爱的徽章。残
友阿浩在这里热情地帮忙操作徽
章制作机，形成一个完美的成
品。阿浩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他周末从周新苑出发，换乘地
铁，顺利到达无锡荟聚，和其他残
友开启主理人的一天。在这里，
他会带着小朋友一起画画、做手
工，有了不同的新朋友。他的劳
动收入增加了，从原本的不爱说
话到现在能够热情地和大家打招
呼，家人们也觉得他变化很大。

水滴商店自2024年5月开业
以来，来自经开区的7名残疾人成
为这里的主理人，参与店铺的日
常运营。每周末的手工体验工坊
会推出制皂、香薰、非遗等不同的
体验产品。这里开展了50多场
活动，可为企事业单位定制各种
手工活动，各类产品销售额达5万
余元。同时，有100多名市民参
与了一日店长活动，帮忙一起运
营商店。去年11月，水滴商店在
法国戛纳全球零售商地产峰会中

胜出，荣获零售品牌最佳可持续
项目类别的最终大奖。

来自天一中学的学生张亦伦
在参与志愿活动后，对这个模式
非常感兴趣。在各方支持下，今
年3月，在学校开设了水滴商店的
分店。这个小小的分店由学生小
组运营，摆放了解渴的饮料、精美
的文具，还有可益会的特色手工
皂等。他们将店铺收益按一定比
例定期捐赠给可益会，用于水滴
商店残友店长的培训工作。

水滴商店工作人员牛文元表
示，他们欢迎更多公益组织和爱
心人士参与商店的运营，可以将
产品放在这里售卖，也可以捐赠
闲置物品到这里进行流转，还可
以资助残友进行技能培训，或者
为困难残友来这里体验活动购买
服务，让更多的残友能够走出家
门。 （黄孝萍/文、摄）

宅院形如青橄榄，又似元宝，
俯瞰如同几何中的菱形，有人说
这暗含财源广进的吉祥寓意，有
人猜测与当时无锡发达的工商业
有关。这便是独具无锡特色的建
筑：荣叔良旧宅。

荣叔良旧宅建于1900年，为
二开间二进回楼，有内外大墙门，砖
雕门楼的门楣镌刻有“厚德载福”四
字。这是典型的晚清江南风格，虽
不奢华，却处处透着讲究。“厚德载
福”四个字，既是对后人的寄语，也
是荣氏家族经商立身的写照。进
门有院，院内有老井，整体较为考
究。这口老井，曾是荣家人日常生
活的中心。井水清冽，映照着家族
的兴衰，也滋养了几代人的记忆。

荣巷历史文化专家荣华源介
绍，荣叔良是荣氏的重要成员，不过
因为其子嗣早夭，荣叔良旧宅由其
哥哥的后人持有。宅院主体的回楼
曾是荣家兄弟各自生活的空间。怡
养堂的界碑，默默记录着家族的分
合。第一进的西厢房已被拆除，但
宅院的主体结构依然保存完好。

从高空俯瞰，可以清楚地看
到荣叔良旧宅与宅外道路并非平
行，而是形成一个夹角，房子的轮
廓呈现为菱形，这也是荣巷乃至

无锡地区很多旧宅的形制。资深
文物专家章大为介绍，这种菱形
的建筑存在的时间不长，地域跨
度也不大，基本出现在晚清至民
国时期的无锡地区，其他地方并
不多见。很多学者也对这种现象
感到疑惑：“从实用角度讲，这种
建筑建造成本高，房屋角落不是
直角，也不利于放置物品。”

对于这种菱形宅院现象的形
成有很多猜想，有说是从风水角度
而建的，有说是代表吉祥如意的，
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菱形有招财进
宝的寓意。在无锡地区，菱形又被
称为橄榄形，在传统观念中，橄榄
和元宝是可以画上等号的。过年
期间，无锡人招待客人时会泡上一
杯“元宝茶”，其中放的就是橄榄。
此外，晚清至民国是无锡民族工商
业大发展时期，无论是做生意还是
投资实业，无锡人都希望能做大做
强，由此将“元宝”这个意象隐晦地

放入建筑中，变成了我们如今看到
的菱形房屋。荣华源也对这种说
法表示认同。

如今，荣叔良旧宅被列入“百
宅百院”活化利用项目，即将迎来
新生。无锡市滨湖国有资产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后续计划利用荣叔良旧宅的
部分空间打造荣巷记忆馆，记录
老荣巷的发展变革，作为城市更
新的展示窗口；同时也将围绕无
锡特色打造文创产品，开发多元
化的研学体验。其中，临梁溪路
的一面将打造为荣巷历史街区北
入口的服务窗口，提供旅游咨询、
文创商品售卖等服务。（施剑平）

本报讯 记者从无锡市梁溪区数据
局获悉，该区2025年数字化转型的重
点场景“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三维可视
化模型研究”项目，已取得重大进展并
正式投入使用。这个由梁溪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与文旅集团联手打造的项
目，运用前沿的数字孪生技术，1:1精
准复刻了整个历史街区，为文化遗产保
护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打开了新路子。

技术的创新，让历史街区有了自己
的“数字分身”。项目负责人介绍，这项
历时一年研发的三维可视化系统，创新
应用了“空天地一体化采集+多元数据
治理+数字孪生引擎”技术体系，通过
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摄、地面VR
等多种手段，首次实现街区1:1高精度
数字复刻，不仅包含建筑外观细节，连
青石板路面的纹理、雕花窗棂的纹路都
清晰可见。同时，系统针对历史文化街
区中63处文保单位、127栋历史建筑
形成了数字化资产档案，实现资产信息
的“一图统览、一键查询、全景追溯”。

“原先文保建筑修缮要翻阅厚厚
的档案，如今三维模型就是最直观的

‘病历本’，鼠标点一点就能一键查询
相关信息。”江苏同方房地产资产评估
规划勘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居鹏程
介绍，三维可视化系统集成了文保建
筑的名称、年代、材质、权属、面积、用
途等28类属性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融
合到文保建筑的三维空间中。在三维
系统中，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不
同类型的文保资产都用不同颜色清晰
标注，一目了然。系统通过三维模型
叠加历史影像、专题图层等进行对比，
能够快速辅助完成古建筑修缮方案的
可行性验证，免去了大量的资料收集、
信息整合等基础工作，使传统文物修
缮审批周期大大缩短。

演示过程中，记者看到规划师可以
自由切换不同年份的街区遥感影像，观
察历年来的城市变迁情况。更神奇的
是系统的“时空穿梭”功能——轻触屏
幕，就能看到新建建筑对街区周边历史
景观的影响。目前，该系统已支撑完成
2项重点规划论证和3处历史建筑保护
改造，空间规划决策效率显著提升。据
项目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三维可视化系
统将聚焦单体化建筑，重点关注室内空
间的数字孪生打造。这些文保建筑的
三维数据作为宝贵的数据资产，未来也
将在文旅方面进一步发挥其数据价
值。 （毛岑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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