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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运河畔南长街上有家新开的书店润生书局，开店
至今不过一年，却已成为一方文艺热土。带着书润万家
的美好愿景，店主武频圆，这位跟大运河有缘的无锡“80
后”，要做一家大运河主题书店，并计划发起成立“大运
河书店联盟”，将运河文化传播四方。

《滨湖文库》分为乡志
地理、景点导游、人物资料、
工商经济、教育、社会风俗、
图书书目、诗文著作、地图
影像等大类。通过文库，将
充分展现滨湖历史，尤其是
近代工商业发祥地、旅游名
胜地、教育先行地、人文荟

萃地等区域特色，堪称一部
地方百科全书。无锡市图
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
朱刚表示，《滨湖文库》地方
特色明显，将是一部能区别
于《无锡文库》而独立存在
的重磅文献汇总。无锡博
物院刊物编辑部主任阎智

海认为，《滨湖文库》所收书
目丰富，各领域都有涉及，
尤其是近现代的内容较多，
而无锡是一座近代崛起的
工商业城市，从这一意义上
讲，《滨湖文库》对于现当代
无锡的意义更大些。

（张月）

这是一次大规模文化出版工程：

《滨湖文库》启动编纂
上周末，《滨湖文库》编纂工作专家论证会在滨湖区委党校举行。无锡

地方文史专家聚集一堂，热烈讨论文库应收书目。文献征集工作迅速展开，
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滨湖文库》的编纂是对滨湖文化的一次系统汇总，也
是为数不多的一次大规模文化出版工程。

滨湖区政协四级调研
员钱江具体负责《滨湖文库》
的编纂工作。他介绍，《滨湖
文库》为地方区域文献荟萃，
所收录著作注重史料、版本
价值和学术性，突出人物；强
调地方性特征，关照普通人
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
哀乐，服务现实社会需要。
所收文献编辑出版时间上

限不限，下限至1949年。
“相对其他区比如梁

溪，滨湖的文化积淀薄弱、
区划调整频繁，区域存在复
杂性，致使‘滨湖文化’的概
念没有沉淀下来。”钱江直
言，表现在文献上，就是存
量较少，区域严重不平衡。
有些地方如荣巷地区，相关
文献存量丰富，但有些地方

如蠡湖、蠡园地区，由于种
种原因，存世的相关文献屈
指可数。据了解，在无锡市
图书馆、无锡市档案史志
馆、无锡博物院、常州市图
书馆、无锡市宗教局、江大
档案馆、滨湖区档案史志馆
等单位以及热心人士、私人
藏家的支持下，《滨湖文库》
已收到160余种文献。

专家论证会上提供的
一份《滨湖文库》分类候选
书目里，“工商经济类”被列
为其中一辑。“《无锡文库》
里，工商类的没有，《滨湖文
库》要补上这一部分。”钱江
介绍，这一部分集中在中国
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一的

荣巷地区相关文献，征集到
了满铁上海事务调查室所
编、在荣巷的调查《江苏省
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
书》，荣德生著《无锡之将
来》《理财刍议》《乐农自订
行年纪事》《人道须知》，无
锡荣氏族益会编的《无锡荣

氏族益会会务汇报》等。还
有《荣氏事业设计图》等珍
贵资料。

钱江表示，“我们很感
动，感谢这么多有心人的
收藏和提供线索，才使得
地方文库的编纂成为可
能。”

运河在身边流淌，思想在这里碰撞

南长街上有家运河主题书店
现已收到160余种文献

突出工商文化填补空白

将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

本报讯 日前，无锡市
举办了2020年新型智慧城
市十大优秀解决方案评选
路演，涉及城市管理、政务
服务、医疗健康、交通出行、
资源能源、公共安全、教育
服务等各领域的15个方案
竞相角逐，相关行业专家、
企业代表共同见证了无锡
市新型智慧城市十大优秀
解决方案的诞生。

据了解，此次大赛共征
集了近50个智慧城市建设

解决方案，经前期的专家初
步评审，15个充分利用物联
网、互联网、云计算、高性能
计算、智能科学等新兴技术
手段的解决方案，着力服务
于市民生活和工作、企业经
营和发展、政务服务与提升
等方方面面，脱颖而出晋级
路演环节。活动现场，选手
们围绕方案的创新点开展
演讲，并与专家就方案社会
需求、创新性和务实性等方
面展开头脑风暴。

最终，智慧水务一体化
平台、智慧城市海量数据集
中背景下的数据安全治理等
10个项目经过线上评选、专
家打分、现场投票，荣获

“2020无锡市新型智慧城市
十大优秀解决方案”，江苏中
科惠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政务服务“一件事”建设方案
在线上评选及观众投票环节
表现突出，同时荣获“2020
无锡市新型智慧城市最受欢
迎解决方案”。 （陈钰洁）

上月新房价格
环比微降0.1%

国家统计局昨
天发布11月70个大
中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
数据。数据显示，11
月份无锡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指数环
比微降0.1%。图为
昨天拍摄的锡城一
处商品房。

（还月亮 摄）

这场头脑风暴助力城市数字化转型

自从在运河边开了书
店，每到一座运河城市，武
频圆会留意当地开在运河
边的书店。他想着，以运河
为媒，借着书店的平台传播
运河文化。于是，他将润生
书局定位为一家“大运河书
店”。接下来，书店做的事，
很多都跟运河相关。书店
成了梁溪区委统战部品牌
项目——“运河同舟联盟”
的首个主席单位，主动承担
起传承、弘扬大运河文化的
责任。书店三楼，一面书墙
的中央挂着文化访谈节目

“运河下午茶”的LOGO。
以润生书局为平台，围

绕运河主题或本土文化，作
家、学者纷纷来做客开讲、
碰撞思想。民进无锡市委

和无锡市妇联共同发起的
“蓝星妈妈”（即自闭症患儿
的母亲）关爱行动的第一个
爱心喘息服务点“进来吧”
也在书局。为扩大活动的
传播效果，书局的视频团队
会把每场活动的精华进行
录制，在网上传播分享。

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的建设驶入快车道，武
频圆计划发起成立“中国大
运河书店联盟”，链接起运
河沿线枕河而居的书店，定
期发布大运河主题书单；参
照院线联盟的做法，只在联
盟的成员书店开展新书发
行、主题分享，让前沿的文
化和思想顺运河水流淌。
对于书店而言，这是一种新
的发展方式。（张月/文、摄）

武频圆在无锡经营着
一家企业。一年前，热爱本
土文化、热衷文化传播的武
频圆，又多了个身份——书
店老板。开书店不难，开下
去不易。当下，实体书店经
营难已是普遍现象，但武频
圆还是在不那么好的时段，
在无锡城最好的地段、世界
文化遗产点大运河清名桥
历史文化街区开起了一家
书店，距离无锡本土老牌
人文书店百草园仅几步距
离。

“书店不嫌多，文化是
需要氛围的”，武频圆笑着
说。大家可以共享资源，
最终目的都是利用书店平

台，为城市营造浓厚的文
化氛围，让爱书人、让愿意
参加文化活动的人有地方
可去。南长街店面的租金
不便宜，武频圆却坚持把书
店开在此，有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的太外公、清末孟河
派名医邓星伯曾在南长街
开诊所，行医乡里五十多
年，医德高尚。他在太外公
开设诊所的原址附近开了
这家书店，一则为了纪念
医术精湛、造福一方的无
锡名医；二则为了传承无
锡丰厚的运河文化、工商
文化。“医馆健康体魄，书
局滋润心智，两者异曲同
工，于人均大有裨益。”

书店不嫌多，文化需要氛围

以运河为媒，探索“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