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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源源流长，代代相传，绵延不断，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修志工作，早在 1941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关

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了修志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的国成立后，毛泽

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曾积极倡导。 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篡委

员会成立大会上已明确指出"编篡社会主义新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系统工

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镇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拓进取，奋力推进政治

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值得载入史册的

历史精神和文明精神。 继承历史，续修镇志，以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成为

大家所关注的事情。 为续修《中山镇志)) ( 1986-2006 ) ，中山镇于 2006 年 4 月成

立了《中山镇志》编辑委员会，组织人员负责收集资料、查阅有关历史档案，深入

镇内各村(居)、各单位调查采访，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对历史事实，反复印证，坚

持实事求是，编写了这本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山镇志( 1986-2006 )~ 。

《中山镇志》是全面、系统、科学记述和反映中山地域的历史和现状的地情著

述，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依照中山历史发展进程，详

今明古，立足当代，实事求是地记述 1986 年以来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历史

事件，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地方志书。 负责编篡的人员克服诸多困难，在较短

的时间内，搜集了中山地区近六十年的珍贵史料，真实再现了中山镇几十年来的

发展历程。 全志循着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轨迹，不加修饰和遮掩，寓褒贬于记事

之中，给人以启示。 它的价值在于为人们提供丰富可靠的地情资料，对积累和保

存地方文献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其目的在于一是为全镇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

供系统资料，以助人们认识镇情，因地制宜加快建设步伐 ·二是提供历史经验教

训，以资借鉴;三是为一代一方的自然 、社会、人文及百科之业建立资料库，以达

到"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 。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唯有用志，才能体现志书的

价值，才能资政，才能利民，但愿这部镇志能成为大家的案头读物，不时翻阅，从

中得到启示，更好地做好各项工作。 我们期望本志的读者朋友们，在读完本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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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中山古镇的镇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能够记住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一中山 。

在《中山镇志》编写过程中，承蒙各级领导和江津市档案局等有关部门的支

持和帮助，使得志书顺利修编完毕，较好地完成了地方志修编任务。 在此我们谨

代表中共中山镇委员会、中山镇人民政府表示诚挚的谢意。

共中山镇委员会书记 胡卫东

中山镇人民政府镇长 戴容

二00六年十一月



凡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力求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中山镇经济、政

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J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人物等构成。 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

体裁，分篇、章、节等层次，突出地方、时代特点 。

三、本志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主要收录 1986 年至 2006 年的资料，为保

证资料的完整性，对部分章节视资料价值予以追溯。

四、本志记述区域为 2006 年所辖行政区域。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直书其事。 历史上的各种名称均按当时的通

称。

六、统计数据采用公安、计划生育、农经、财政等部门统计数据，无统计资料

的则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

七、本志修编中，参考和引用了《江津县志》、原中山乡、常乐乡、嘉乐乡等乡

镇志和部分报刊发表的文章，为节省篇幅，多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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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述脏
M川

中山镇位于江津市南部，东与蔡家镇、柏林镇接壤，南与四面山镇相连，西与

四川省合江县先滩乡、自怀乡、江津永兴镇相邻北与蔡家镇相接。 紧邻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四面山、国家森林公园大园洞、四川福宝古镇和福宝国家森林公园 。 幅

员面积为 156 平方公里，境内最低海拔 239 米，最高海拔 1555 ， 2 米。 耕地面积为

20631 亩，林地面积 128874 亩。 辖 6 个农村行政村， 1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总人口

27760 人。 镇人民政府驻地三合场距江津市区 62. 4 公里西距合江 13 公里，南

距四面山 21 公里，渝东公路(二级水泥路)在中山穿境而过，西南大通道建成后，

从重庆主城区至中山仅需 60 分钟车程。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一)

中山古镇历史悠久，据南宋《清溪龙洞题名》碑刻记载(公元 1151 年) ，龙洞

场可考历史为 856 年。 清初，属江津县笋溪里管辖。 清朝康熙三十三年(公元

1694 年) ，属十二都管辖。 1892 年龙洞场、老场、马桑娅场三场合并后改为三合

场。 清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为十二都嘉乐乡治所驻地。 民国 29 年(1940 年)

更名为三合乡 。 1958 年 10 月更名为三合人民公社。 1984 年 4 月更名为中山乡，

1993 年 12 月与常乐乡合并组建为中山镇。 中山由于地处渝、川、黔的交界处，自

古为重庆经江津至贵州等地的主要水陆古商道之一，也是长江自秦河至笋溪河

的终端码头所在地。 这里山川秀美、民风淳朴、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自

古为商贾云集之地。 自康熙三十三年以来一直为基层行政机关驻地。 三合老街

是西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最具特色的山地民居古建筑群，境内聚集着密度较高

的古庄园和以唐代宝刹双峰寺为代表的二十余处古寺庙，石拱桥、古基、碑刻、古

船闸等历史遗存较为丰富。镇境内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区唯

一幸存的原始常绿乔木阔叶林和针叶林混生带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的珍稀

动植物二十余种。 境内奇山异石交融，溪泉纵横交错，自然风光秀丽。 2002 年 4

月被评为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2005 年 11 月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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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山农业以粮食、油料、柑桔、养殖业为主。 历年来，中山镇党委、政府始终坚

持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全镇经济发展的基础战略地位，常抓不懈。 坚持开展以

耕作制度改革，良种推广，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和科技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农业

技术推广活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 粮食生产稳中有增，以生猪为首的

畜牧业发展迅速。 生猪出栏由 1987 年的 8696 头增至 2006 年的 18127 头 。 在保

证粮食生产的同时，着力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优质水稻、优质水果、

无公害优质蔬菜及中药材、芒麻种植，积极发展特色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强化以林业生产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努力提高

农业的综合效益。 加强对农民的生产技能培训11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努力增加

农民收入。

中山交通早年主要依靠笋溪河水运 。 1983 年游渡河至中山公路建成通车，

中山人有了一条全长仅 5 公里的碎石公路。 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到 2006 年全

镇公路通车里程达一百三十余公里，极大地缩短了中山与周边地区的距离，投资

环境进一步改善。

中山历来重视教育，热心办学。 据《重庆教育志》记载，早在清朝同治五年(公

元 1866 年)张海门即在太和场创办了私立的双峰书院。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实施

科教兴镇战略，不断深化教育改革，着力改善办学条件，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全镇

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进展顺

利 。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不断改

善，医疗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医疗预防保健网络进一步健全，基本实现了人人享

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实施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国土管理三大基本

国策，人口控制实现了预期目标，多年荣获江津县(市)计划生育工作一等奖。 环

境保护、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多次受上级表彰。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人均产粮由 1986 年的 493 公

斤上升到 2005 年的 825 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86 年的 366 元提高到 2006

年的 3122 元;年末居民民储蓄余额由 1986 年的人均 36 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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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6 元。 全镇居民的住房条件、生活质量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以粮食

为主的食物消费需求逐渐向肉类、禽蛋及水产品等需求转换，彩色电视机、空调、

电冰箱、摩托车、移动电话等已普遍进入农民家庭。

中山古镇素有"商德古镇，民居乐园"的美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为保护

和开发古镇，镇党委、政府按照"重长远、抓基础、强特色、育精品、创品牌"的发展

思路，切实抓好以三合老街为代表的古镇旅游和以自然景观为代表的绿色旅游

开发。 从 2002 年 6 月启动保护性开发以来，始终坚持对中山古镇的有形资源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性开发，深度挖掘、整理中山历史文化资源;坚持高起

点制定古镇旅游运营策划和发展规划，努力打造以古镇、古庄园、古寺庙等古建

筑为核心旅游精品和以十里峡谷画廊、石天井世外桃园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区，

"爱情天梯" 、古镇文化、民风民俗为代表的人文景观品牌。 基本实现了享誉国内、

名扬海外的目标，吸引了大批中外旅客到古镇观光旅游，并成为了绘画、摄影、影

视基地， 2006 年到古镇旅游的中外旅客达 13 万人次。

中山古镇山清水秀，历史遗存丰厚，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勤劳的中山人民热

爱家乡，建设家乡，在历史上曾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今天，全镇人民正通过回顾历

史，认识镇情，继往开来，发挥优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坚持改革，奋

发进取，努力建设富裕、文明的新中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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