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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籍田镇志1986---2005》一书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问世了。本

志不仅秉承“资志、存史、教化"的宗义，而且与时俱进，丰富、翔实、

客观的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籍田镇各条战线取得的瞩目的社会成果，

反映时代的伟大变革，意在传承文明，积淀地方文化底蕴，构建地方

人文地情的信息平台，值得一读。

籍田镇，古称籍县，籍贤(田)铺，属双流县丘区第一大镇，四

川省首批小城镇试点镇和成都市教育强镇。距成都市区38km，处于

成都、双流、仁寿、彭山“一市三县”交汇处。国道213线成仁路段和

锦绣东山观光走廊、“华大籍”路贯穿其境，呈十字型交汇于集镇，相

邻黄龙溪、黑龙滩旅游名胜风景区。幅员面积49．664km2，2005年底

总人口35706人，城镇人口12000人。辖10个行政村和两个社区o，

城镇规划面积6kin2，已建成2．2 km2。综合经济实力居双流丘区乡镇

前列。

籍田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4000年前的蚕丛时代，蜀人

的祖先古氏羌人就在此有了原始的农牧活动，后历经各朝代的兴衰存

亡。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斗转星移，历尽沧桑。1978年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发展至今，

籍田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社会面貌发生了质的‘‘

飞跃。水、电、气、路、市场、学校、医院等基础实施完备。拥有电

子、化工、建材、制革、超市等骨干企业。商贸活跃。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初见成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三元经济结构"，即以城镇建设开

发为依托的城镇商贸经济；以产业结构调整成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

以优势骨干企业为依托的工业经济。

社会的全面进步，使籍田人民的思想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籍

田人民正逐步摒弃传统落后的农耕文化思想观念，吸取新时代先进的

思想理念，以科学发展观规划籍田的可持续性发展，努力构建和谐社

会，全面推进小康。

方志，是地方文明的传承，是地方精神文化繁荣的根基。先人创

造了昔日的辉煌，定会激励当代籍田人为地方跨越式发展而奋发图

强。

江厚全

2006年12月



凡 例

一、本次续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力求融思想性、真实性、客观

性、科学性为一体。

二、本志资料取自籍田镇档案室，籍田镇所驻单位档案室，双流

县档案馆，及调查采访收录的口碑资料。

。三、本志继1985年籍田镇编《籍田镇志》，从1986年续至2005

年。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以专志为主体，分

别运用记、志、图、表、录等体裁编纂；本志按现代汉语的文字、语

言、表达方式规范记述，横排竖写。

五、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用四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六、因行政区划变革，行政机构的名称、企事业单位的名称，本

志按当时称谓。

七、本志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专用术语，特殊用语第一次出现，

用括号加以注释。

八、本志中采用的度量衡单位，与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单位基本一

致。 ’

九、人物篇中采集了1986--2005年籍田镇各条战线市、县级以

上的先进人物。省市级以上作简述，县级只录名。职级表述区、乡(镇)、

村、社区任职人员只录名。

十、1986---2005年中，籍田镇发生的对社会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事件，记于《大事记》中。



概述

籍田镇位于成都东南38km，距双流县城南40 km，座标在东经

1040-10404’1 7，北纬30009’一30031’，海拔437m，东南有大林镇，南

与仁寿县视高镇连界，西南有黄龙溪镇，且与彭山县净皇乡接壤，北

面有煎茶镇，西北有永安镇，与三县交界，四镇两乡环绕为邻。独特

的地理位置形成三县边缘的商贸集散地。1992年前籍田镇曾是籍田

区政府所在地，是籍田区所属十个乡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镇

规模较大，经营门类较为齐全。

籍田镇地形呈梯形状，东北高，西南低，略向西倾。1992年撤

区并乡建镇后，现辖十村两社区，幅员49．664 km2，总耕地面积1897

公顷。1998—2005年经产业结构调整，粮食作物面积为2855公顷(合

复种指数)o

籍田镇境内鹿溪、柴山、落雁河三水环绕萦迪十村两社区，虽

无水运物流之利，却有储水灌溉之便，蕴含休闲度假服务之商机。东

南金华山，西南五根松山，西北高楼山，三山呼应，酷似屏障。

籍田集镇处于镇境内偏西南方向，围绕集镇为凡、贾、彭、杨、

丁、向、张、邹、刘、乌鱼塘十个坝。浅丘窄间为沟。有：鱼鹤、岩

家、豹子、欧家、老虎、泉水、砖房、黄鳝、七里、艾家十条沟。

籍田镇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年平均气

温17。C，年平均空气湿度80％，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905mm；

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1242．5小时；干湿度适宜，全年无霜期为352

天。耕地系紫色潮土、沙壤、黄泥潮土，土质较为疏松，多呈酸性，

适宜耕作。利于粮、油、麻、药和亚热带水果生长，适合各类禽、畜

和鱼类的生长与繁殖。

籍田镇位于新改建的213国道成仁路段中点，上至成都，下达

仁寿、井研、荣县、威远。与2002年新建的籍黄路(籍田镇——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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