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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无比的江津玉作品展、“江
津 玉 雕 ”大 师 玉 雕 技 艺 展 示 ……
2024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第十
三 届 重 庆 国 际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会
上，以“重庆江津玉”为主题的
展厅里，展示展销数千件江津玉
原石、工艺品、文创产品等，以
绽放“玉”彩的方式圈粉无数。

类似这样的展示展销活动，在
江津玉产业发展的历程里屡见不
鲜。作为江津玉产业发展的重要
参与者，区玉石文化产业协会联
合区书法家协会、区诗词学会、
区 收 藏 家 协 会 、 区 工 艺 美 术 协
会 、 区 美 术 家 协 会 ， 多 次 参 展

“中国文化和旅游 IP 授权系列活
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
能大赛、西洽会等，举办首届江
津玉活动周、工艺美术作品展、
江津玉书法作品展、最美江津玉
评选，承办 2024 年全国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第七届全国珠宝玉石
检测制作职业技能竞赛“陆子冈
杯”全国工艺品雕刻工职业技能
竞赛总决赛，不断提升江津玉的
知名度与美誉度，江津玉产业展
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和广阔的市

场前景，2024 年江津玉销售总产
值达 1500 余万元，有望成为我区
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不仅是江津玉产业，在其他
产 业 江 津 区 社 科 社 团 也 有 所 作
为。”区社科联负责人介绍，区花
椒产业协会、区橄榄协会、区柑
橘产业协会、区茶叶协会等社科
社团邀请专家实地指导帮助农户
提 升 农 产 品 的 品 质 和 产 量 。 此
外，区电商协会积极拓展销售渠
道，开展“淘宝主播——大表哥他
来了”等系列直播带货活动，帮
助江津玉、白沙血橙、津地禾葡
萄柚等登上淘宝、天猫、抖音、
快手、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销售，
销售额近 30 万元，让江津商品走
向更广阔的市场。

不仅如此，区旅游协会、区
爱 情 旅 游 文 化 协 会 、 区 文 化 产
业 协 会 、 区 汉 服 文 化 协 会 、 区
民 间 文 艺 家 协 会 对 江 津 区 的 古
镇 、 古 村 落 等 文 化 资 源 进 行 挖
掘 和 整 理 ， 结 合 当 地 的 自 然 风
光 ， 策 划 推 出 特 色 旅 游 打 卡 线
路 ， 优 化 津 南 线 、 津 中 线 、 津
西 线 、 津 北 线 、 津 东 线 五 条 精

品 旅 游 线 路 ， 吸 引 了 众 多 游 客
前 来 观 光 旅 游 ， 促 进 了 乡 村 经
济 的 多 元 化 发 展 ， 助 力 实 现 村
美民富的美好愿景。

“产业兴则城市兴”，区社科联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 年区社科
联将充分发挥协会搭建交流与合

作平台、推动产业融合与创新、
提升品牌形象等在产业发展中的
桥 梁 和 纽 带 作 用 ， 有 效 整 合 资
源，优化服务，为产业发展提供
全方位的支持，主动服务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助力谱写江津现代
化建设新篇章。

产业发展赋能

区玉石文化产业协会组织江津玉有关企业参加 2024第十三届重庆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社科社团百花齐放 江津社科蓬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
服务社会的重要任务。2024 年，区社科联团结带领全区社
科界，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在社科普及、学术研
究、助推产业发展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全区社会科学事
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为全区人民带
来了一场场知识的盛宴、一次次心灵的启迪，也为江津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以生动的讲
述、珍贵的史料，展现聂帅无私奉献
的精神、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市民何
国荣参观后感慨说道。聂荣臻元帅
陈列馆作为国家级社科普及基地，围
绕聂帅生平事迹打造了系列宣教活
动品牌。其中，聂帅生平事迹宣讲系
列活动2024年全年共开展115场次，
受众达22.3万人次。

讲座《诗词反常思维运用》、主
题活动“探寻红色印记中的科技力
量”、展览《“龙舞中华”新春文化

展》……2024年，区内社科普及活动
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在全国社
科普及基地的示范引领下，市级人
文社科普及基地区汉服文化协会、
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以及时英（珞璜）
安全体验公园科普基地等38个区级
社科普及基地，依托区青年志愿者
协会、区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区永
进义工协会的志愿者力量，联合江
津诗书画院、区楹联学会、区书法家
协会、区摄影家协会、区戏剧曲艺家
协会、区舞蹈家协会、区音乐家协
会、区合唱协会、江津棋类协会等文

化文艺类协会组建成一支专兼结
合、素质优良、覆盖范围广范的科
普宣传宣讲队伍，在全区 30 个镇街
广泛开展文化讲座、专题展览、文
艺送演、赛事活动 800 余场次，覆盖
人群 50 余万人次，以通俗易懂的表
达方式，生动诙谐的情景演绎、精
彩纷呈的同台竞技深受群众欢迎。
区新闻工作者协会、区互联网协会
立足行业优势，利用媒体宣传、网
络传播的渠道，以群众易于理解、
接受、参与的方式，多层次、多角
度、多领域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社

科知识，刊发理论文章 30 篇，推送
信息 1000 余条，覆盖网民 30 万人
次，不断提高公众思想觉悟、道德
水准以及文明素养，为江津区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添砖加瓦。

“区社科联将充分发挥社科普
及润心的作用”，区社科联负责人介
绍，2025年，区社科联将组织全区社
科工作者，按照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贴近实际的要求，开展社科普及

“六进”活动，进一步提升全区人民
人文社科素养，为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社科普及润心

作为全国唯一专职从事任应秋
学术思想研究的社科社团，2024年
7 月在津成立的区任应秋学术思想
传承研究会，围绕挖掘中医大家任
应秋的中医学术思维，展开深入考
察与调研，广泛收集任应秋先生的
部分诗书手稿及珍贵遗存资料，组
织开展江津区第一场中医学术观点
辩论赛，激发中医界的学术争鸣；
创编舞台剧 《任应秋》 并进行展
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任应秋的
生平与学术成就；开通任研会视频
号，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任应秋学
术思想；创立任应秋学术思想教研
室，为学术研究提供专业场所；举
办首届全国性的任应秋学术思想研

讨会，汇聚全国专家学者，提升任
应秋学术思想的影响力，推动中医
文化传承发展……

“区任应秋学术思想传承研究
会开展的系列活动只是我区社科社
团 开 展 学 术 研 究 活 动 的 一 个 缩
影。”区社科联负责人介绍，随着
区国际税收研究会、区税务学会、
区吴芳吉研究会、区欧阳竟无研究
会、区中等师范教育历史研究会、
区三线建设研究会、区作家协会等
研究类社团的相继成立，区内学术
类社科社团方兴未艾，学术研究呈
现一片繁荣景象，全国首届“三线
建设英模事迹研讨会”、百年建党
历程中的聂荣臻、江津区传统庄园

保护利用学术研讨会等20余项学术
活动各美其美，其中 8 个学术活动
立项为市级学术活动；刊物 《芳吉
春》《帅乡潮》《沃土》、书籍 《欧
阳竟无在江津》《中等师范学校校
谱》《中等师范教育百年历程》《中
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建设历程》
等系列研究成果相继出版，曾维
惠、舒德骑所著书籍 《中国妈妈》

《科学家精神》 和 《特殊使命——
彭士禄》 入选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2024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研究成果 《关于让理论宣讲成为加
强群众思想建设“新引擎”的四点
做法》 获评重庆市优秀政研成果二
等奖，《新时代县域新型智库发展

的新进展新探索》 等 3 项研究成果
获评重庆市学术年活动优秀论文，

《德感工业园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
研协同创新研究》 等两项研究成果
获评市级社科调研项目。

“学术兴则思想明”，区社科联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 年区社科
联将按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要求，围
绕 区 委 聚 力 打 造 “ 一 枢 纽 三 高
地”、全力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
之城的目标体系，组织区内社科
社团开展系列学术活动，形成一
批有深度、有见地、有江津辨识
度的研究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理论支撑。

学术研究启智

本版图文由解青燕、陈馨竹提供

区播音主持协会为群众表演诗朗诵《你好！新年》

区音乐家协会承办著名艺术家杨小勇声乐辅导交流会

区书法家协会开展送春联活动

区任应秋学术思想传承研究会承办任应秋诞辰110周年暨
学术思想研讨会

区棋类协会协办“四面山杯”第六届“传承红色基因”全国
城市围棋邀请

区花椒产业协会开展无人机植保现场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