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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籍田镇志》一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本镇志的编撰很有意义，值得称赞。

籍田镇，古谓籍县，籍贤(田)铺，今称籍田镇，从古至今享有一定名气，它是四川省

府东出东进的要塞之一，双流县之南大门，是一座有悠久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农村集镇，它还

是籍田区231平方公里、9乡l镇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交通运输之枢纽，亦

是方园百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集散地。

《籍田镇志》的编撰，作者们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的原则，以翔实的资

料，丰富的内容，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籍田地区的建置沿革、自然概貌、政治、文化、

经济、军事及风土人情的古今状况。此志是在群众中开展“熟悉籍田，热爱籍田、建设籍

田”的一本好教材，它将为今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颇有参考价

值。

籍田镇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新中国涎生以前的漫长岁月中，虽有一万二千多人口，但

地多田少，自然条件极差，生产力的发展极为缓慢，经济力量十分薄弱，没有大型的工业，

只有些手工业作坊，人民的生活贫苦，集镇设施破烂、简陋。新中国成立以后，给人民带来

了新的转机和希望，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籍田人民沿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的道路从事各项政治，经济活动，使籍田的政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

林、牧、副、渔，工业、交通、运输、建筑、服务、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广播电视等

各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飞跃前进，可谓日新月异，方兴未艾。乡村集镇多方面的

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大，辐射力越来越强。

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再接再励，顽强拼搏，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发挥先辇光荣传

统，为籍田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谱写新的篇章。

邹应坤

1988年7月19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坚持马列、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求融思想性、科学性为一体。

二、本志资料取自镇档案室、仁寿县、双流县档案馆、籍田区公所、派出所资料室以及

调查采访收录的口碑资料。

三、本志除历史沿革一章上溯至三国，其余以1911年至1985年为时限，专记1988年竹林

村发现古墓、新辟公路事。

四、本志坚持实事求是，亲笔直书，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6年现状，详细记述

1978年后的状况。 ．

五、历史纪年按当时称呼，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建国前，成立后呼建国后，书。文

革”为“文化大革命。简称。

七、因行政区划分合，行政机构名更变，本志按当时称谓，并加括符注释。

八、本志横排竖写，除篇首概述全貌外，经济篇前写综述，意在弥补分多合少。

九、人物篇中，收录了明、清历史名人，采编了民国时期各方面知名人士，筒述了建国

后市级以上先进人物，撰写了两位革命名人传略，职官表述区、乡(镇)级名录，保、村

(大队)级则只录名。

十、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未立专章，记于《大事记》中。





概 述

籍田镇位于双流县城南43公里，座标东经104。一104。037，北纬30。097—30。307，海拔

437米。集镇籍田铺东7公里有集镇玉皇楼，北lo公里为煎茶溪，东北5公里有洪湘寺，西

6公里是古镇黄龙溪，南10公里有仁寿县视高铺，西南10公里还有彭山县半边街。籍田铺比

四围集镇规模大，经营门类齐，生意入、农民愿就远赶籍田，因之籍田贸易兴隆。

籍田镇地域似梯形，南面不甚规则，北宽南窄。东北高，西南低，略向西倾。有27个自

然村，幅员面积28．3平方公里，农耕地约二分之一，合21000亩。镇境内芦溪、柴山、落雁

三水潆洄流淌25个村落，虽无舟辑之利，但有提灌之使。西北的高楼山，东南的金华山遥相
呼应，酷似屏幛。

集镇籍田铺处于镇境偏西南方向。围绕集镇为彭、杨、贾、凡、丁5个平坝’浅丘窄闻

为槽冲田，镇民呼为沟，有七里、黄鳝、艾家、豹子、欧家、老虎，砖坊等7个沟。

籍田铺距省会成都48公里。仁成路穿籍田铺南宁、北平街道南下53公里为仁寿县城。成

都、仁寿、井研、荣县往来的车辆频频通过’仁成路于集镇十字口拐道穿西安街可通103、

401两厂。县i乡级公路连接，亦可通黄龙古镇及彭山县半边街、江口及彭山县城鼍籍田铺

向东、东北、西北、西南方向各有乡级公路通车，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各型车辆，每日高

达3800辆次奔驰于街道，喇叭声声，使人烦燥，灰尘飞扬，直扑眼鼻。镇境内机耕道村与村

通，小型机动车可运行，自行车则畅通无阻。

。， 籍田镇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平均气温16．9℃，雨量充沛，年平均

降水905．5mm，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1242．1小时’千湿度适宜，无霜期351天。农耕地多

系紫色潮土，I黄泥潮土，土质疏松，利于耕作，宜粮、油、鱼、药、麻生长繁殖，盛产稻

谷，1976年前，有“仁寿乌克兰”的雅号。 ，一 一

i籍田镇辖11个行政村及1个集镇。1985年统计，居住着23942人，其中城镇人口6595人，

随厂迁天少数民族28人外，皆系汉族。镇人民政府驻南宁街70号，区人民政府驻北平衡，、之

闻约1200米。1951年，国家投资整修仁成路，集市石板路面被碎石路面取代。此后政府机关

学校厂矿社店陆续兴修砖木结构房屋外，街道两旁房舍均陈旧低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搞活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施，贸易日趋活跃：商家改建铺面，居民改善住宅，机关学校

厂矿发展壮大，营造新楼，旧房日渐减少，新房楼屋不断出现。特别是四条街尾公寓、商店

楼排列道旁，街道延伸，以南北二街为盛。

籍田铺早在公元221年开始形成。梁武帝予此置席郡，周武帝废席郗置籍县，一以后七冒

淖闻，籍县二立三废。781年县治所在，划备封地，多少留下些许痕迹。民国时期，集’镇肉

：有南_隼喀，禹王宫、文|昌_宫、万寿宫，它们纯属中华民族建筑；雕粱画楝，工艺精美，宫肉

、泥塑偶像或站或坐，．碑坊直立，，吉树参天。、刑司庙内楼台亭阁俱备≯七崖蛊鼎蠢立十字街

斗，t东岳庙泥塑群像，‘栩栩如生，东岳大主，四大金刚高犬雄壮，，飞来庙之奇襁各部件擒置

而蒯；?传说。夜间；飞来，东鲆罗汉寺+虽无踪迹，但萝汉井永甘质漓0闻淄越逖“涓牙苍拱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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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桥，横跨柴山河上，桥上有石狮、土地，桥头西两棵榕树遮天蔽日，镇民纳凉游览好去

处。星移斗转，苍海桑田，宫、庙、鼎年久失修，荡然无存，唯罗汉井、石拱桥尤在，但失

了光彩。公元1283年，籍县废为仁寿县辖乡，1976年出仁寿县入双流县，1984年，经双流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县建制镇。民国以来≯”镥田枥而≥瞥真蒎丽焉覆浠斋矗港瞧溺漱所
外，还驻有双流县人民政府派出的公安、司法、工商税务、房管、交通、粮油、食品、邮

电、农行等所，还有县电影院、区卫生院、籍田中学、区农机站、商业批发部。镇级公民办

初级中等‰‘、第一中心小学、乡农机站、基建队、供销社、酱园^糖果、酒厂≮油房、“卫生

院⋯幼魑曰埠驻各街道。’1H合作商店、饮食．店、手工修造、个体摊应有尽有。籍田铺可糯籍硒
区政肃氛、经济：i1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商业网点j农副产品集散地。 ‘、·’

一．

1950年，农民扬眉吐气参加了农民协会，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土

地改革。1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农民成了土地的主

火，?安居乐业，以十倍的辛劳、资金投入田地，‘寿日翠绿·片一片，秋天金灿灿≯+稻谷’飘

。香，顼果垒垒，，泰部份农民不再挨冻受饿；了。但是那劳力资金缺乏者，l不善运筹者，．偶遇天
灾人祸者仍需扶持一把，农业机械化前景在召唤，党和人民政府号召组织起来。1 1957年，一全

镇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堵住了农人贫富悬殊}土地入社便于困地致宜，兴修水

利，人多势众≯抗御天灾力量大，春种秋收不误农时，当年粮食亩产上升到365斤，，比1949

年增加蝎2斤，增长率80％。1958年，舔鼓喧天彩旗飘，籍田区成立了长征人民公社∥籍田

镇为它的管区之一。人民公社号称“一大二公”，被誉为“金桥”茸艨胧中，，人们似乎已进

入了人类天堂共产主义社会。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平二调。产生了，．⋯青壮年农民

调出’“大炼钢铁”，山上农户迁入坝区，搞少种高产多收，农人进公共食堂吃大错饭i总

之，生产兼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农业严重减产，加之三年连续自然灾害的袭

击，农业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1961年，粮食亩产仅140斤，比1949年少63斤，。较1957年少

225斤，下降110％。：农民食堂缺粮下锅，瓜菜充饥，农人饥饿难耐。饥饿的折腾，使全镇干

部人民回过头来；．姆踏实地，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90条整顿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

算单位，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医治好创伤，农业逐渐恢复生机，1964年，粮食亩产327斤，

比1957年尚少38斤。水仍农业之命脉，六、七十年代，籍田镇干部农民一齐动手，兴建东风

渠射水渠道93公里，取都江堰水自流灌溉农田7841亩；’沿三水筑石河堰“7座，水泵19台，灌

溉农田6753亩，并兴修小二型水库4座，灌田35lO亩。1970年，国家电网伸入镇境，兴建龟

力提灌站48处，可灌农EEf9220亩。1985年，1．5万亩农田达蓟了自流灌溉，高于渠道的田地

也可传递输水，都江堰不枯涸，镇境90％的农田排灌自如，．早涝保收，水利建设为农业立下

了千秋功业。值得一提的1966一1976年的“文革动乱”，曾喊出。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

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前车之覆，后事之师，农民深深记住那饥饿的滋昧，，不听鬼话i坚

持春种秋收，但因4文革”干扰，粮食亩产徘徊于450斤左右。真正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党

的十_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的策略，使籍田镇跨入了新构历史’旅程j农业社实

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似春风绿了原野，如阳光雨露肥了秋实≥?农人之心．拴在责任_母上

了。。1978年，粮食亩产激增至529斤，比第一次农业飞跃的蕊点365斤高“出164厅，增张

45涵％_10农醴改革继续深入，因地致宜，重视经济效益，引进高产品种及科学技术苫：跨入八

牛年代，粮食亩产由_；529斤增至700斤，以后的；年间，每年平均递增4善行多，实践诞搠，。农

业改革之路利国富民。‘1郎g_绎，农业结构出现了商摄性变化每：餐蒲作物种薄增加葶掣却8囊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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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49年1047亩的4倍。农人立足责任田，种果养鱼编织加工，从事商业、运输、建筑、经

济收入显著增加，1985年，人圪经挤收入达2擤3元，为197Z牟曼7元的3倍多。中国历代王朝

所不能解决的农民温饱基本解决了。
。j

建国前，籍田镇工业为零，仅有手工业铁、木、泥、石、篾工，亦为个体经营，专营者

集申母镪遘，。计4l户煺种行业，更多鳆手工业者亦工亦农，遍布镇域，农闲时，?他们予街头

巷尾摆摊作业，或走村串户服务上门，也有求之则来，完工便走的。1954年，街道组织铁木

酒缝纽4个手工业合作社，1956年增加了糖果、酱油、油房3个合作社，1962年，籍田镇建

筑队，‘农机修璎站成立≯i商办糖果，酿造、。酒厂移交镇管理，亦工亦农工人达到132人，资

产10万元。1976年，籍田镇机制砖瓦厂、化工厂投产，镇办工业从此起步。党的十一届三中

金禽决定的搞活开放的实施，镇企业办公室成立，为镇办工业添翼。198上年，企业发展到13
家，1984年，企业办公室更名镇工业公司，领导管理日趋完善。是年修建玻璃厂．，翌年投

产。自己的技术人员没培养出来，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产品质差滞销亏损而哲遭挫。截止

1985年，镇办企业13家，职工1076人，固定资产157．32万元，总产值393．54万元，收入

263．64万元o ；‘ ．． 。

．，。建国后，、籍田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在简陋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1985年，全镶共计

办有公民办小学86班，年满7周岁儿童就近入学，学龄儿童入学率98．3l乡手，普及率95．9％。

力满足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农业输入新鲜血液，镇新创办了公民办初级中学各一所．，共13

个班规模，每．年可培养出初中毕业生200名左右。幼儿教育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办4个幼

儿班；民办13个，．共收351名幼儿入园。在荣获脱盲镇证书的基础上，对成人实行科学技术

教育r推广农业科学知识，共办了、12班，学生600人。

经济发展，镇民生活改善，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兴起，镇文化站应运而出。文化站矛设了

美术俎、电影队0业余宣传队。广播线路遍布11个村，入户3600家，入户率90％，1暑个高音

喇叭笼罩全域，，每眉早、中、晚，镇民能听到中央，省市县的声音。镇电影队巡回于镇区放

映，县办籍田电影院3日换一次片，镇民眼福不浅。书店图书上柜品种数量增加，镇民精神

粮食丰富。 一
一

。。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群众疾苦，大兴医疗设施。现有区卫生院，镇卫生院各一所，私人医

药店2家，各树有合作医疗站，供销社药店中西药有售。医疗网点密布，区卫生院检测手段

较完善，能作申下碳部手术。镇民生疮患病，一般就地可得到治愈。‘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防疫加强，7镇苌健康增进。

镇民物质生活显著改善。1985年，农民人平口粮876斤，为1949年的4倍，90％的农人

新谷上市陈谷未完，白米精面蛋菜自给有余，集镇居民、国家干部职工生活则更胜一筹。农

业商品经济的开拓发展，农人进入交易领域，经济显著好转，出现了整修家园，改善服饰，

添置用具的可喜局面。截止198§年，、农村新建楼房155座，收音机、自行车、手表为农民普

遍拥有，7鼬部电视机进入农家，416台电风麝为农人吹风散热。民国时候，i官商绅、=圭“没有

的，而今农家享用了。

回顾历史，：，驭服祖宗先辈勤劳智慧，为今天奠定了物质文明基础I面对当今，共产党救

国富民，．撸斟镇民跨入信息时代，注重科学，发展生产，创建更高物质精神文化境界。

镇民在探索、开拓，奋斗。20世纪末，籍田镇定会同神州大地一样，披新装，换薪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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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一一记

遭光六年e埔26年)，监生陈伟功、陈忠英，贾蒙良，捐银创办荟英书院，院址镇茵衡．

文昌宫_ 。．_
‘

1911年，籍田初等小学校予镇西街文舀宫开办。 。 j，

1914年，中国国民军工兵独立营二营驻扎籍田，营部设籍田镇江西馆，任务是清查镇压

匪盗。三年杀了匪盗108个。

1919年，菜堰五组财主邹绍南独捐资修建观音堂石桥。竣工举行踩桥仪式，并唱戏一零。

1929年，成都至籍田公路修通。 ，

1936年，镇北平街保安堂开设邮政代办所。

1938年 、‘

金铃村士绅傅炳德、傅炳勋弟兄俩出资兴建私立德勋小学竣工开校。 一

仁寿县参议员许茂云赴成都，路过籍田高店子，邹树平使人枪杀了他。镇人邹树乎，彭

鉴争当乡长，许茂去支持彭鉴得逞，邹树平怀恨，故使人杀之。 ‘，

1941年阴历7月，国民军空军一架飞机盘旋子籍田上空，拟降南华宫坝内。是日集市，．

万头撰动，飞机低空飞行，人们只知仰望，不知飞机欲降而散开。降落未成，遂降手菜堰村

稻田中，机头触田坎，起火爆炸，．机毁人亡。飞行员欧阳鼎执行任务返航，因日军空袭成

都，无法降落新津机场，降镇南华宫将伤害百姓，改降稻田而牺牲。遗体停放第四初级中

学。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其妻亲到丈夫遇难地凭吊。

1942年夏季，集镇暴发霍乱，传染迅速，无药可治，患者短时死亡。商家关门闭户，四

门关栅，往来绝迹。北街翟姓七日死六，曾姓五口留一，每日死亡10余人。驻东岳庙桥公所’

国民军某连，被霍乱夺去三分之一生命。半月方罢。

1944年下半年，中共籍田镇党支部成立。支部书记苏世沛。

1947年阴历正月，籍田哥老会集安宫与凌聚宫为烧龙灯口角纠纷，发展成为两大组织争

雄。翌日，柴山河板板桥为界，明枪火炮对峙半日，区长出面调停方休。未伤人。

是年端午节，中共籍田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3000多人。吃大户”，打开地主粮仓多座。、

7月21日夜，中共籍田地下党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战斗打响，迅速占领了区公所。恰‘

遇仁寿县警第三分队驻北街荣升店，当即接火，力量悬殊，起义领导人杨奎龙牺牲，丁地平

负伤，起义暂败。

。是年，仁寿县第四初级中学于镇南街禹王宫开办。 一

1949年下半年，陆军104师于籍田组建别动营。营长刘明哲不听指挥。104师派兵缴了别：

动营军械，瓦解了别动营。镇人苏国柱，104师某部官佐，担任瓦解别动营指挥官之·、，、苏

从中周旋，避免了火拼。 ，．’!。． √i j

是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队进入籍田镇。10日，新任乡长就职上任。、

1950年，农民协会建立。同时组建了农民武装自卫队。同年，镇压了11个反革命分子≤j
。4 l’簪5：2年， ．一 。 0。； 。”i。‘，‘0～．，

春，全镇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了富农多余的土地，然后

一'4，卜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按人口平均分配。同年秋，进行了土改复查一颁发了土地证，结束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

土地所有制，土地回到了劳动者手中。

9月，中共籍田临时支部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籍田团支部成立。

1953年。

春，新华村(现观音村)苏羽春为首组织了第一个常年性互助组。秋，以它为基础办起

了全镇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

籍田乡人民政府氍生。同时武装委员会成立。

1954年。

铁、木、酒、缝纫组成了4个手工业合作社。

4月，籍田乡信用社成立。 ～

籍田乡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总入口13447人。并结合选举了人民代表，开了首届人

民代表会，选举了乡长。

1955年，籍田乡巡迥医疗队成立。(卫生院前身)

1956年。

以自然村为基础，．联合范围内若干初级农业社，建立联社。冬，除极少数农户，全部加
入了农业社。联社取消了土地分红，变土地私有为集体所有，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手工业实现了合作化。成立了五金、木、酒、油、缝纫、酱园、糖果、理发8个合作

社。

12月，召开了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73名，选举了乡长。

镇卫生院妇幼保健站成立。

镇区内开始种棉花。光、温、水、气不适，得不偿失。

1958年。

菜堰村建立了农业科研组。

籍田农具厂以火力发电机生电，供应街道动力、照明。

3月，召开了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61人。

长征人民公社敬老院于镇竹林村成立，体制变更，、籍田乡人民公社接管了敬老院，更名

为籍田乡人民公社敬老院o

9月，长征人民公社成立。籍田乡为长征人民公社管区之一。 “一平二调”，农民进食

堂吃大锅饭。

星光村粘虫成灾，吃光了庄稼叶，树叶也被吃光，全镇农村猪儿虫特别多。

1959年，洪水冲毁了鱼箭滩装机容量10豇的发电设施。

1960年，中共籍田公社委员会成立。

1961年11月，召开了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0人。

1962年。

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建立了籍田人民公社i重分自留地给农

民，撤农民食堂，退赔平调物资、房屋，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按劳分配自
负盈亏。

4月，籍田基建队成立。 ．，

1963年3月，召开了第五届人民代表会，：出席代表9蚤人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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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耶4年。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总人口1n60人d

1965年，贫下中农协会成立。

6月，于镇南华宫兴办镇农机站。

是年，成立了镇政治技术学校，设畜牧、农技、政治3个班，校址籍田一小学，i每周星

期目上课。

9月，镇组织劳力1500人，兴建东风渠鸡公嘴水利工程，年底完工。

1966年。 。、

是年，推行麦稻稻三熟制，三季收入900斤左右。

9月，全区公民办小学教员集中籍田一小学习文化大革命有关内容，扫清思想障碍，敞

开思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露“牛鬼蛇神”。校院墙壁贴满大字报，礼堂、走廊、

院坝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为武器“烧”别人，互相揭短，半月方休。

10月，破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开始了。首先由各级党委政府自己

破除四旧，接着红卫兵冲击帮助破。一时间，雕梁画楝锯掉了，古书典籍烧毁了，毁菩萨、

搬神像、土地庙，封茶馆，剪女士长辩，反对奇装异服。

12月，工农兵造反总部成立。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战斗团、塑红魂战斗队、贫下

中农造反兵团相继成立。

1967年。

2月，拘捕造反派头目7入。

5月，籍田四中校师生上街游行，拥护中央文革《关于解决四川阿题的十条意见》。队

伍游至北平街农具厂门前，工人农民泥土，竹片摔打，两位教师受轻伤，游行队伍被冲散。

7月，造反派头目徐炳成主持召开批斗大会，地址籍田电影院。批斗对象有区长、区文

教助理员、党委组织委员、卫生院一医生，共计12人。批斗之后，强迫区长带头，12个批斗

对象口含尿泡稻草，爬街示众。

10月一个晚上，镇民张云青、丁显志、张泽发同行至黄毛坡悬崖旁，张云青、张泽发用

铁棒猛击丁显志头部致死，掀下悬崖。后经割草人报案，公安机关侦破，张云青杀人夺妻，

法院判处张云青死刑，张泽发徒刑10年，丁妻卢淑芳判监外劳改管制2年。

1968年。

1月26日，籍田中学，造反头目主持批判“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坏头头”。会后将

汤某某3人掀下池塘，名日痛打落水狗。时间达10多分钟。 ：；

5月，8名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人员与籍田造反兵团日角斗设，发展为于邮电局门前开枪

射击，籍田兵团成员杜世江被击毙，成都造反兵团2人受伤。籍田区武装部长徐振江出面调

停方罢。籍田兵团组织捐献2000余元安埋死者，处理后事。

是年，星光一队农民张孝华，纠集g人，组成“沙梵仁”，自封皇帝。下半年，仁寿县

公安局侦破逮捕张孝华等，判处张孝华20年徒刑，其军师判死刑。

是年，东风渠水输入籍田镇境。

1969年。

是年，镇农机站开始以机牵引犁，耙耕作于田间。

五四小学(西安小学)被评为乐山专区勤工俭学先进学校。一

成都市文化宫中学60名学生下放镇各村，1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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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国家电网伸入镇区。

自贡市140名知识青年来籍田镇落户p

1971年7月，镇广播站成立。⋯

1972年。

8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仁寿县籍田人民公社委员会嚣生e

是年，镇各学校、厂矿．单位、开展批林(林彪)批孔(孔丘)运动。

1973年。

是年，川棉厂知识青年60人落户镇境各知识青年居住点。

镇政府设农技员1人}各村设农技员1人。

镇农机站木锯翻沙组被评为乐山专区先进单位。

1976年。

是年，四川省政府批准，籍田镇出仁寿县入双流县辖。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党政军民纷纷设灵堂”沉痛博念．。

冬，将落雁河肖家坨至新桥牛角弯河段填为农田，另辟直线河道。品迭增加农．田70亩。

1977年。

春，改河造田竣工。

是年，横跨芦溪河籍红桥竣工通车。

11月，籍田被命名为成都市大寨式先进公社，胡全初带队出席表彰大会，接受锦旗一

面。

1978年。

是年，农业实行小组或联户承包生产责任制。

于地平村踏水桥创建机制砖瓦厂：

’籍宙镇化工厂于西安村筹建。

籍田区供销社撤销，籍田镇供销社成立。

8月，镇电影队成立。

10月，召开了第八届人民代表会，出席代表220人。

1979年。

镇化工厂竣工投产。

镇企业办公室成立。

籍田镇供销社转移巴蜀食品厂、酒厂、酿造厂为镇办。

12月，政府为72名地主分子、28名富农分子、23名反革命分子、13名坏分子摘了帽，取

消了管制，成为合法公民。

1980年。

对全镇土壤进行普查，测定全镇有5个土类16个土种。

抛弃麦稻稻三熟制，推行麦稻两熟，收入1000斤以上。

停止种植棉花。

改横跨赤水河上的板板桥为石质混凝土平桥。

镇文化站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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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召开了第九届人民代表会，出席代表140人。

1981年。

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为集体所有，

8月，镇政府筹资52’000元，于西安小学侧新建民办初级中学。

镇农技站成立。

籍田镇被评为成都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四川省计划生育先进单位，潘清泉代表出席表

彰会。

1982年。

是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总人口23978人。

民办初级中学竣工开校。分散民中班集中，镇民办初级中学甏生。

1983年。

1月，经考试合格，双流县政府批准籍田镇为脱盲镇，荣获证书。

籍田镇中学左益成被评为成都市先进工作者。

双流县文教局，籍团镇政府共同拨款，新建校舍，镇初级中学正式单独开办。

1984年。

3月，召开了第十届人民代表会，出席代表100人。

街道治安联防队成立，工作人员8人。

1985年。

镇玻璃厂于地平村踏水桥竣工投产。

镇农技服务站于北平街尾建成饮料厂投产。

镇区内，3852户全部用电照明。

3月，镇政府新楼落成。潘青泉、周宝英、廖惠彬等人子院坝栽榕树一棵，成活，

1988年1月22日，竹林村6组退休工人李松云于房侧竹林拙土护竹，发现古坟。市、县

文物部门于2月1日发拙结束，出土文物24件，已送市文物部门进一步研究。

1988年5月，从跨河坎沿集镇侧至正阳桥，新辟宽25米，长1700米的公路，六月，正式

移交县交通局。待铺油面后使用，南来北往的机动车辆不再行驶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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