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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从无锡市图书馆获悉，
《无锡市图书馆藏地方孤本丛书·第二
辑》由广陵书社正式出版发行。其中的
《夏时考》与《研斋琴谱集录》均为稿本，
分别入选了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与第五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即日
起市民可至无锡市图书馆五楼文史阅览
室阅览。

“该书收录了清代安吉撰《夏时考》、
清代薛丙元编《礼社忠义录》、清代杭肇
撰《研斋琴谱集录》三部古籍。其中《夏
时考》为著名藏书家丁福保先生捐赠，
《礼社忠义录》由薛丙元族侄薛欲立捐
赠，《研斋琴谱集录》为荣德生先生遗命
赠书之一。这些古籍，无论是文献价值
还是学术价值都比较高。”无锡市图书馆
历史文献部副主任朱刚介绍，无锡市图
书馆目前馆藏线装古籍30万余册，其中
不乏地方文献传世孤本、善本，数量跻身
省内前列。为实现珍贵文献藏用并举，
图书馆启动了孤本丛书整理再版工程，
影印汇编馆藏地方孤本。2019年，《无锡
市图书馆藏地方孤本丛书·第一辑》出
版，收录了明高攀龙《周易孔义》、钱基厚
《续修江苏通志无锡征访类稿》、清王颖
锐《西庄遗稿》、清王邦采《读书随记》、明
安绍芳等撰《西林纂》5种珍稀孤本。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图书馆在加
大古籍整理出版的同时，持续开展数字
化工作，“现在已有150余部古籍完成了
全文数字化，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
古籍数字化的力度，更加方便市民来查
阅了解馆藏文献。” （毛岑岑/文、摄）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达15.81
万人，超额完成省定年度目标任
务。全年引进大学生超10万人，
连续4年获得“中国年度引才城
市”、连续3年获得“中国年度最
佳促进就业城市”。

2022年，无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6.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1.8倍。分城乡看，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7.33万元，是全国
的1.5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4.19万元，是全国的2.1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
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 5.8%，快于城镇居民
1.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为1.75，比上年缩小0.03。
（晚报记者 毛岑岑/文 高萌/图）

日前，无锡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无锡调

查队联合公布了2022年全市经济运行“成

绩单”，下半年，随着各项助企纾困政策、

稳经济增长措施的大力实施，全市经济

发展较上半年明显改善、加速回升，全

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GDP）达 到

14850.82亿元，同比增长3.0%，

比前三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

比上半年加快1.4个百分点。

“2022年，无锡在复杂

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全

力稳住经济大盘，全市

经济展现出强劲韧

性，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市统

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2022年无锡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

GDP14850.82亿元，增长3.0%！

全年农业增加值 154.0 亿
元，同比增长1.6%。规上工业增
加值突破5000亿元，达5585.97
亿元，同比增长5.4%，比前三季
度加快0.7个百分点。规上服务
业营业收入逐步恢复至疫情前

较快增长态势，同比增长1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

速9月以来持续正增长，全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337.60亿元，
同比增长1.0%，比前三季度加快
0.3个百分点，消费回暖明显。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比前
三季度加快1.6个百分点。全年
进出口总值7373.07亿元、总量再
创新高，同比增长8.0%。其中，出
口总值4852.64亿元，同比增长
15.0%，保持较高增速。

增加值前十的行业中，8个行
业同比实现正增长，其中金属制品、
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等行业同比分
别增长30.8%、14.4%、14.1%，拉
动作用较大。

生活类消费加快回升，限上日

用品类、粮油食品类等同比分别增长
29.4%、6.3%，拉动限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0.9个、0.8个百分点。
金银珠宝类、化妆品类等升级消费增
长快速，同比分别增长 15.3%、
13.8%。汽车、石油类等商品平稳

增长，同比分别增长4.4%、2.3%。
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增

长，全年增长21%，高于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18.8个百分点，拉
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个
百分点。

“两新”产业占比快速提
升。全年战略性新兴制造业、高
新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产值
的 比 重 预 计 分 别 为 41.5% 、
50.4%，较上年分别提高1.6个、
1.2个百分点。

全市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14.5%，占规上服务
业比重为39.5%，较上年提高0.8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装备
制 造 业 产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1%、12.2%，均快于全部规上
工业，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21.2%、60.9%，较上年分别提高

0.6个、2.1个百分点。
全市规上信息技术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营
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6%、
13.8%、7.4%。其中信息技术服
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幅分别达14.8%、11.0%。

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
发展，线上消费渐成主流，全年
限上网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占比15.1%，较上年提高2.4个百
分点，同比增长24.9%，拉动限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1个
百分点。其中限上批零网络零
售额同比增长24.4%，限上住餐

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9.1%。
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

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产品
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7.6%、
29.8%、4.3倍，远高于全市限上消
费品零售总额平均水平。新能源
汽车零售额占限上汽车零售额比
重达18.4%，占比较上年提高1.0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1.6倍。
全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8.6%、
7.6% ，占 比 分 别 为 23.6% 、
45.5%。民生领域不断投入，全年
社会工作、卫生、教育等领域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 68.2%、53.3%、
35.4%。

持续回稳向好，经济基本盘稳固

行业加速修复，有力支撑经济增长

结构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强劲

新消费引领复苏，新动能彰显韧性

民生保障有力，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地方孤本丛书
新一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