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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统领明确方向 改革创新完善机制

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建立党建统领“885”工作机

制和党史干部赛马比拼制度。完成巡察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落实销号。以问题为导向，定期研判政治生态和意识

形态、党风廉政风险点，筑牢史志工作意识形态坚固堡

垒，激发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工作姿态。

坚持史志研究改革创新，尝试建立大史志、跨部门工作

格局。成立史志专家库，聘请史志专家33名。制定党史教

育基地管理、史志专家库管理等制度，完善史志工作机制。

创造性开展党史方志宣传宣讲，加强“四强”支部建设，创建

“秉笔春秋”机关党建品牌，确保史志工作正确航向。

多方征集史志资料 交流借鉴夯实基础

访谈我区抗美援朝老兵，形成1000余分钟珍贵影像

史志资料。持续开展“我为南川留住历史”史志资料征集

活动，收集南川文史资料和实物、书画等 200余件，收集

文字资料40余万字、图片资料300张。收集《南川公业图

说》等古籍及《唐潜回忆录》等历史人物口述资料共 48
份，红岩英烈古承铄文物复制件10份。

坚持开门办史办志，参加全国地方志机构负责人培

训班、全国地方志系统信息化业务培训班，赴湖北、贵州、

四川等地交流学习考察，与山西乡宁县和平遥市、江西庐

山等地开展线上交流，互寄书籍分享借鉴。接受四川省

华蓥市档案馆等市内外单位捐赠资料20余份。

深化党史方志研究 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公开出版《中国共产党南川 100年简史》《南川三线

建设纪实》《金佛山志》《南川年鉴2024》等书籍。编纂完

成《渝见金佛山（丛书）》之《地情人文概览》《奇峰异岭

108峰》，收集《金佛山之水》《金佛山之洞》等文字资料20
万字。完成名村志《庙坝村志》初稿，启动名镇志《大观镇

志》、名特志《大树茶志》编纂工作。完成《民国本南川县

志》点校工作。指导《城投公司志》《公安局志》《工会志》

等志书修编。编印《南川区历次党代会文件汇编（第二

辑）》。创建内部资料《南川史志研究》，收录作品 30篇，

为史志研究提供交流展示平台。支持出版《远去的天星

沟》《金山流韵掬几许》等文史著作。

《中共合溪特支在渝南黔北边区的历史贡献和合溪特支

精神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南川贡献》等课题获

区社科联重点立项，调研报告《关于“178”环线半程枢纽节点

合溪镇红色文旅建设的思考和建议》，社情民意《关于进一步

加强我区崖墓文字保护工作的建议》分别获区政府主要领导

批示。《南川僚略考》被重庆地方志杂志刊载，《尹珍北上游学

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贡献》入编渝南黔北历史文化论文选。

创新开展宣传宣讲 推动史志资源利用

播出《金佛山下的红色记忆》广播节目 12期，制作

《金佛山下的红色故事》专题片1个，制作《一个紫砂钵背

后的故事》等党史微视频5个，在“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

台展示。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平解放南川入城遗址”“来游关战斗遗址”等15处红色资

源遗址遗迹进行挂牌展示。参与南川革命烈士事迹陈列

馆、中共合溪特支旧址陈列馆等多处场馆建设工作，对展

陈方案和内容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精心策划党史国史主题知识竞赛3期，吸引50000人
次参与。开展红岩精神进校园宣讲和展陈活动 2次，邀

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专家来南川开展红岩精神传承

专题宣讲2次，干部职工深入乡镇、学校等单位开展党史

宣讲11次。获授“红岩文化进校园示范教育基地”“青少

年党史国史教育基地”称号。推动音乐思政课走进校园，

开展思政课观摩活动和宣讲活动2次。

（本组稿件由记者刘晓娟采写，图片由区党史和地方
志研究室提供）

“一把手”招商引领示范

2024年，全区各级领导纷纷带队赴北京、广东、

江苏、安徽、四川等地开展招商活动，考察对接 170余
家企业，主动邀请 360余家企业来南川投资考察，全

区上下形成“走出去”招商的浓厚氛围，成功签约一

批高质量项目。

聚焦实体经济，招“实”引“制”

区招商投资局把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招商作

为核心任务，围绕“332”产业集群体系，聚焦新能源汽

车、中医药产业、清洁能源、绿色化工、新型建材等领

域，引进了一批链长链主企业。全年制造业项目签约

40个，协议引资额达到251.37亿元。

创新招商方式，拓宽招商渠道

区招商投资局在招商方式上不断探索创新，取得

显著成效。一是资本招商初见成效，通过组建产业基

金，吸引优质项目落户。二是深化飞地招商，以“产业

飞地”和“反向飞地”的模式引进项目。三是强化资源

招商，立足南川市场资源、自然资源和现有企业资源

等资源禀赋，持续推进资源赋能招商。

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项目落地

区招商投资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落地投

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一是加强招商项目跟踪服务，成

立多个招商专班，确保重大招商项目用地、融资、要素

等优先保障。二是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加大

政务诚信建设力度，组建招商引资金融顾问团队，帮

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三是实行全流程闭环服务，深

入落实“企业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制度，及时解决企

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本组稿件由记者李崎君采写）

2025年，区招商投资局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
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力争2025年全年新
引进项目70个，协议引资200亿元，到位资金100亿元以上。

持续推进招商专班制度，构建招商、服务“一体化”招商
新格局，确保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不断档。同时，健全完善项
目论证评估机制，实施专家评审制度，把好项目入口关，提
高项目引进质量。此外，还将建立项目快谈快签机制，优化
重大项目洽谈程序，推动在谈项目快谈快签。

围绕全区制造业产业现状和发展需求，以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及配套、绿色建材、先进材料、现代中医药、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5大产业为重点，实施精准招商。同时，保障招
商队伍力量，提升招商干部业务水平，为招大引强、招新引
优提供有力保障。

全方位、多渠道组建产业基金，不断做大产业基金规
模、畅通投资渠道、优化基金结构。同时，与市场化投资基
金深度合作，围绕全区主导产业，深化以投促招模式，延长
引进的产业项目产业链。

加大与商会协会的合作力度，依托平台资源，创新合作
模式，以“产业飞地”模式引进更多项目。同时，依托区内光
伏、风电、砂石等资源，积极推动资源换项目招商模式。此
外，还将依托我区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应用场景资源，策
划应用场景机会清单，以场景开放推动招商引资。

打破“政策招商”传统思维，树立“环境招商”新理念，把
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水平作为招商引资的有力抓手。
同时，分类推进各类项目开工建设进度，实行简单事项立即
办、常规事项限时办等工作机制，助力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
和高效推进。此外，还将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服务，协助企
业解决融资需求，确保已签约项目尽早落地开工。

下一步工作计划

砥砺前行 硕果累累 共绘招商新蓝图
——区招商投资局2024年亮点工作回眸

2024年，区招商投资局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通过强化“一把手”招商、突出招“实”引“制”、创新招商方式以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多
措并举，全区成功签约项目76个，协议引资额达到302.66亿元，取得显著成效。

述往鉴今担使命 资政育人谱新篇
——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2024年亮点工作回眸

2024年，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紧紧围绕中心任务，拓宽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加强
队伍建设，整合史志资源，加大史志宣传，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进一步发挥史志存史、资政、育人
功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第六届西洽会南川展厅。 记者 甘昊旻 摄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区，一座座标准厂房规划有序。 记者 甘昊旻 摄

◀市民走进党史陈列室参观学习。

▲访谈抗美援朝老兵。 ▲开展2024年度史志工作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