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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

行记》中，记述日本国19次派遣遣唐

使，有11次从楚州港出海归国。”“宋代

高丽使臣朴寅亮曾到龟山一游，并作

《过龟山》诗一首……”6月28日，在江

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淮商文化馆，记者

看到，展板“繁荣篇”中，对唐朝时期淮

安对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繁盛景

象多有呈现。

“睿智包容是淮商文化，也是‘淮

商’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中国商业史

学会会员、淮安商业文化研究所所长、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梁枫，是

淮商文化馆的总策划，他认为，繁荣的

港口贸易孕育了包容开放的淮商文化，

滋养了睿智包容的“淮商”精神。

随着隋代大运河的凿成，南北人

员、物资交流剧增，唐朝政府实行对外

开放政策，国际贸易日益繁盛。淮安由

于地处淮河入海口和直达洛阳的运河

通济渠东端，成为朝鲜、日本等国进入

中国的门户，大批日本、新罗、大食等国

商人来淮贸易并定居。由于新罗国有

大批侨民在淮从事造船业和航海贸易

运输业，唐朝政府专门划定区域（位于

今淮安区），将城北运河和淮河交汇的

黄金地段设置为侨民集中经商居住区

——“新罗坊”，这里成为当时全国闻名

的航海贸易信息枢纽和人员物资集散

地。这些来自各国的商人不仅在此地

贸易获利，而且也被淮安人友好接纳，

在淮安居乐业，历数代而习为淮人，淮

商至此演化为一支具有国际化色彩的

商人队伍。

江宁会馆等河下古镇商业留存，是

淮商文化多元化的体现，更是这座城市

开放度的见证。明清时期，淮安形成了

全国性的南北货转输、交易大市场，再

加上官府衙门林立，漕运、治河、筑堰、

造船、修船等方面的用度、花销惊人，使

得全国各地来此做生意、办事情、走亲

访友的人特别多。外地商人为联络乡

谊，维护同乡人在淮利益，纷纷建立会

馆，以便有一个议事的场所。有史料记

载，从淮安区西门城门运河堤至河下湖

嘴周围，不到五华里地段有九座会馆。

如今，里运河畔仍有不少会馆遗存无声

讲述着淮商的精彩人生。

悠悠运河贯古今，济济淮商护安

澜。在淮安，敬商爱商亲商护商的城市

基因已根植，近年来提出的“项目为王、

环境是金”工作导向，更是点燃了这座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吸引了中天

钢铁、天合光能、巨石集团等一大批优

质企业落户，形成了高端装备制造、新

材料、新能源等特色产业集群。当下的

淮安，“新淮商”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中坚力量，正与这座城市携手向阳、

逐梦复兴。

7月3日下午，2023年中国体育

彩票（1+31）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在

人民日报社举行。这是中国体育彩

票第四次以全系统“1+31”的矩阵形

式进行集体发布。

本次发布会采用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

门、人民网、国家体彩中心相关负责

人，省市体彩中心代表、社会责任领

域专家、体育行业专家、公益金使用

单位代表及彩票行业代表出席发布

会，超200万人次通过人民网、中国体

育彩票微信号、省市媒体和实体渠道

观看了直播。

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

中国体育彩票牢固树立责任担当意

识，深入推进责任彩票建设工作，在

为国家筹集公益金的同时，高度重视

并扎实推进责任彩票建设，为社会发

展承担更多的责任。

“30年来，体育彩票出色地履行

了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为推动构建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和建设体育强国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体育彩票

致力于深化责任彩票建设，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责任彩票建设道路。”国

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副司长范文涛在

讲话中，对体彩多年来为体育事业作

出的重要贡献，以及责任彩票建设方

面取得的显著成果表示充分肯定。

国家体彩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徐鸣发布并解读2023年中国体

育彩票（1+31）社会责任报告的核心

内容。去年，体育彩票坚持党建引领，

注重实效、多措并举，从战略高度持续

推动责任彩票理念融入全链条、全业

务、全过程，以坚持不懈的担当精神，

以知责尽责的工作理念，在责任建设、

公益践行、公信力建设和行业生态建

设等方面成绩斐然。未来，中国体育

彩票将带着社会各界的期许与帮助，

向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

国家公益彩票的目标稳步前行。

江苏省体彩中心主任张焕志作为

省市代表，分享了江苏省在履行社会

责任、推进责任彩票建设方面的宝贵

经验和丰硕成果。他介绍，“十四五”

以来，江苏体彩积极构筑多元合作、行

业共促的责任彩票建设新格局。与江

苏警方合作开展“平安法治我同行”活

动，联合开展打击地下赌球和非法彩

票宣传。开展责任彩票主题月活动，

引导理性购彩措施在传统实体店广泛

铺开，合规销售监管体系日益完善，切

实保护每一位购彩者权益。

作为世界彩票协会的一员，中国

体育彩票在持续推进责任彩票发展

方面力求向国际更高标准看齐，成功

获得了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四级

认证，成为内地彩票行业首个达到这

一最高认证级别的彩票机构。世界

彩票协会秘书长、责任彩票业务分管

负责人琳恩·罗伊特和世界彩票协会

成员、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以

视频的形式对此表示祝贺。琳恩·罗

伊特提到，中国体育彩票的责任彩票

工作实施案例是行业的最高标准，世

界各地的世界彩票协会成员均可以

从体彩的优秀示范中学习受益。中

国体育彩票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已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中国

体育彩票将总结并坚持30年发展的

有益经验，胸怀“国之大者”，以责任为

先、以民生为要、以公益为本、以公信

为基，向着“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

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目标稳步

前行，为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增进民生福祉、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言）

穿越千年的回眸
——“淮安企业家日”系列报道之“淮商”精神传承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素有“运河之都”“淮上江南”美誉的淮安，逶迤千里的汤汤淮水与纵贯南北的悠悠运河穿境而过，在其跨越千年的滋
养下，孕育出九省通衢、物华天宝的自然禀赋，涵养出南北并蓄、开放进取的城市气质，也因此走出了一代又一代义利兼顾、心怀天下、包容开放的在淮商人。

盱眙县管仲镇，分金街和桃李街交会处的管鲍分金亭，记载了早期淮安商人的诞生；淮安区河下古镇，古朴悠长的石板路，述说着千年来在淮商人的社会
担当；里运河畔，一座座风格迥异的会馆，见证了海内外商人纷至沓来的繁华和淮安这座城市“淮”抱天下的胸怀。 ■融媒体记者 唐筱葳

2023年中国体育彩票（1+31）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

《帝乡纪略》记载：“管鲍尝寓州（指盱眙县境内古

泗州）北三十里，行贾分金，故店名管公。”

而今，走进管仲镇，古色古香的分金亭立在街心，

青年时代的管仲、鲍叔牙手捧黄金的塑像分列亭阁两

侧，2700年前“义利兼顾”的古淮商形象跃然眼前。

“淮商，我们可以定义为，古往今来，在今天淮安

地区进行贸易和商业服务的坐贾行商。”市政协文化

文史委文史专家朱维明介绍，有分析认为鲍叔牙和管

仲是最早的淮商，这是符合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的。

从分金亭的传说，我们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管镇一带

已经有了商业活动。到了战国末期，通过司马迁《史

记·淮阴侯列传》可知，在古淮阴县一带，至少已经有

了屠宰业、食品业、纺织业、铸造业、殡葬业等工商业

活动，加之古淮阴处于淮泗、淮运交汇处，这里的淮商

定然不少。

淮商因淮安商业的出现而兴起，也因其兴衰而聚

散。于淮安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而言，因水陆转运

而日渐繁盛的商业活动是孕育淮商的土壤，淮商的发

展始终与运河相依存。

作为南船北马的通衢要冲之地，淮安自古以来就

商贾云集，特别是在运河经济时代，身为全国的漕运

中枢，因漕运、盐运、造船、仓储及漕军可免税携带的

“土宜”（各地土特产）交易等原因，淮安商业的繁荣呈

现出“市不以夜息”的繁华景象，从淮安走向全国各地

及全国各地来到淮安的商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

大。

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不少客籍淮商在淮安安家

置业，其中不乏晋商、徽商在河下侨寓，定居者日多。

一些商人在河下买田置宅，并将亲人亲属一齐迁来；

一些商人与当地人经历数代融合、共同繁衍生

息，淮商群体由此不断发展壮大。清代礼

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汪廷珍和天文历法学

家汪椿、文学家黄钧宰、编辑出版家王锡

祺等淮安籍名人，都

有盐商家族的背景。

一座亭的记忆：
“义利兼顾”的淮商属性

经河下古镇北入口沿主道进入，一座拱

形石桥映入眼帘，这就是程公桥，淮安市级不

可移动文物，也是时下各地游客到河下游玩

必去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程公桥的背后是在

淮商人以淮为家、造福一方的善行义举。明

清时期，淮安成为全国的盐业中心，朝廷在河

下镇特设两淮盐运司官衙，负责征收盐税，驻

节淮安的盐商大都是扬州、安徽等地的大

户。传说，当时最大的一户是安徽的程本殿，

拥有多处盐池，每池年产盐2万担。他从淮

安运出去的盐究竟有多少无法考证，但仅他

利用运盐的回头船从江浙、安徽等地运回的

石板，就铺设了河下镇整整九街两巷的路面，

还架了两座石桥，其中一座就是程公桥。

不仅程公桥，在淮安，以捐资建桥行善一

方的淮商义举不胜枚举，有史料可查的有安

徽人程志义、程志仁兄弟修建的方便桥、黄土

桥，乡绅杨绳武修建的放生池长桥，义民罗文

振修建的罗家桥等。另外还有许多未在史书

上留名的建桥者，都以其姓氏为桥命名，如高

公桥、骆家桥、穆家桥、戴家桥、江家桥、韩家

桥等。

在淮阴区徐溜镇徐溜村六组伫立着的吴

朝观碑，记录的也是淮商行善施德的感人故

事。据记载，吴朝观，清河县（今淮阴区）大兴

庄人，因善于经商而致富。清道光十一至十

三年（1831—1833），清河一带连续灾荒，哀

鸿遍野，吴朝观就在自己家宅外开设4个粥

厂，使上万人免为饿殍；又命次子吴以诏到外

省买黍麦数千石，以贱价出售给贫民，民困大

纾。江苏巡抚林则徐听闻，榜其门曰“积善之

家”。

“淮安民风淳厚，性情平和，斯文在兹。”

朱维明认为，除了地理区位等天然优势，淮安

淳厚的民风以及明清以来官衙林立、秩序井

然的社会氛围，是滋养淮商发展壮大且心怀

感恩的沃土。

一座桥的见证：
“造福一方”的淮商义举

一座馆的呈现：
“睿智包容”的“淮商”精神

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河下古镇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河下古镇。。■■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 赵启瑞赵启瑞（（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