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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白沙镇地处东经 106°07′、北纬 29°02′，位于长江上游，重庆西部，三峡库区尾部，

江津市西部，距江津主城 45 公里，距重庆主城 114 公里。主城区沿长江南岸而建，东西长

7.5 公里，南北宽 600 至 8000 米，面积为 5 平方公里。东邻慈云、永兴镇，南接合江县石龙

镇、江津市塘河镇，西与石蟆镇隔河相望，北间长江与石门镇、油溪镇接壤。 

全镇幅员面积 236.7 平方公里，总形貌近似火炬，坐南向北沿江而建，江岸地势平坦，

江流不急，长江沿线长 28 公里。滩盘片区（滩盘社区、横山村、苟洲村）在长江北岸，地

势北高南低；其余辖区在长江南岸，地势北低南高。全镇分山区和槽坝浅丘区，海拔 201—

945 米，相对高差 744 米，最低为滨江路，海拔 201 米，最高为张公山，海拔 945 米。白沙

镇属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地区, 全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年平均气温 18.1℃，极端最高气温 41.3℃，最低气温－0.9℃，无霜期 340 天，空气湿度大

于 30—80%，年均日照为 1273 小时，平均降雨量 1030 毫米，有大风、雷电、洪灾、旱灾

等自然灾害。 

白沙是江津的第一人口大镇。1993-2004年间，经过多次建制调整，原高屋乡、几子乡、

三口乡、河口乡、滩盘镇、鹅公镇、高占乡相继并入白沙镇。至 2007 年，白沙镇下辖 17

个行政村、7 个社区委员会、287 个村民小组、69 个居民小组，总人口 135757 人，其中城

镇人口达 5 万人（含流动人口）。民族以汉族为主，另有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

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傣族、僳僳族、

高山族、羌族等 18 个少数民族 100 余人。全镇现有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庆市、江

津市、泸州市、四川省属驻白沙机构等 200 多个。 
白沙水陆交通发达。是渝西的水陆交通枢纽，拥有两个国家级深水良港、10 个长江客

货运码头，长江航运上行可达合江、泸州、叙府，下行可通重庆，直达上海。成渝铁路在滩

盘社区设白沙火车站，可直达成都、攀枝花、重庆，通全国各地，全年客运量达 100余万人

次。公路可通合江、泸州和贵州的邻近县市，直达江津、重庆、成都，以及县境内各个乡镇。 

白沙城镇基础设施完善。2006 年主城区街道已由原三横七纵拓展为五横九纵，有面积

1000 多平方米的农贸市场 5 个，中兴路、光华路、中滨路、外滨路四条主街道路面开阔、

绿树成荫、灯光璀璨；新建的宝桦街、豆糠市步行街、教育路步行街、阜泰商业步行街，造

型新颖、色彩靓丽；宽阔的人民文化广场、绿化面积达 70%的滨江路绿色长廊，花草树木

茂密，健身器材完备，集人们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耀眼的灯饰工程以点线面相结合的

方式，以线带面，突出点的特色，将白沙镇打造成了津西的“不夜城”。白沙城区绿化面积

覆盖率为 24.06%，人均绿化面积达 4.02 平方米。白沙有自来水厂 8 座，日供水能力为 4 万

吨；水力发电站 7 座，装机 5000 千瓦，供电充足；110 千伏变电站 2 座，高压线路负荷 4

千万瓦，能充分保障工业生产的电力需要；电信、网通、移动、联能纷纷入驻白沙，程控电

话装机容量达 22000 门，实现了村村通电话；有日供气规模 5 万立方米的配气站 1 个；处理

生活垃圾 140 吨的垃圾处理场一个，白沙供气、排水、电力、通讯、闭路、宽带等各类管网

铺设齐备。 

白沙农业发展迅速。白沙镇有农业户数 34695 户，农业人口 103861 人，占总人口的

76.16%，乡村从业人数为 65442人，其中男性为 34756人，女性为 30686人，农业从业人员

为 28251人。耕地面积为 13.96 万亩，林地和果林地 12.5万亩，水域面积 3.3万亩。1983

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印发农村经济政策的基于问题的通知》，全镇农村开始普遍推行

包干到户；1995 年，白沙镇完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30 个社确定了 30 年承包期；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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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使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突破了家庭承包经营的限制；2004

年全镇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为 83921 亩，其中土地流转面积为 8603 亩；2005 年的土地

流转面积超过 10000 亩。2004 至 2006年，白沙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继投放白沙的农业项目达 50个，定植晚熟柑橘 5000亩，发展大头菜、

榨菜 6000亩，定植笋竹 3000亩。在中共中央的“三农”政策指引下，白沙农民的收入年年

上增，2006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3662元。 

白沙工业逐渐兴旺。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全镇的国营工业企业和国营商办企业

14 个，二轻集体工业企业 11 个，街道集体工业企业 14 个，当时白沙的塑料制品、盛极一

时的“浪花”牌油毡等都享誉全国各地乃至国际市场，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油

毡厂、糖厂、棉纺厂等一大批国营和街道企业纷纷停产、倒闭，几乎一蹶不振。2000 年，

白沙镇切实确立了工业经济的核心地位，启动丰富资源，盘活巨大存量，通过改革、改组、

重组、租赁、破产、合伙经营、生产要素跨区域结合等途径，使一部分企业起死回生；川江

汽车与阿塞拜疆合作，产品打入香港市场；柏杉丝绸厂产品出口逐年增长；槽坊街酒获重庆

酒类行业金奖。2006 年，白沙拥有汽车制造、汽修、汽配、机械制造、机修、建材、丝绸、

棉纺、针织、毛纺、服装、皮革、制鞋、塑料、粮油加工、竹木制造、化工、金属铸造、电

缆制造、发电、制糖、酿酒、酱园酿造、食品制作、天然气、家具、煤炭加工、印刷、打字

复印、广告装饰等企业 237家，主要支柱产业为汽车制造、丝绸纺织、塑料、农副产品加工

业和金属铸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有 8 家，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两家。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6.5亿元，占全镇 GDP近 60%，利税 1272万元，占全镇财政收入的 60.5%，解决就业人口 9700

多人。 

白沙商贸欣欣向荣。白沙镇是川渝黔两省毗邻地区物资集散地，又是江津西部农副土特

产品集散市场，商贸甚为发达。集市上品种繁多，大宗产品主要有米粮、食盐、糖油、白酒、

竹木、家禽、禽蛋、水产、鲜肉、蔬菜、水果、花生等各类农副土特产品，共有几百个品种。

改革开放给白沙镇的商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国营、供销社、集体商业三条渠道畅通，一些

经营性的商业服务公司、实业公司、生活资料公司和门市部纷纷开设，个体商店陆续增多，

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崭新体制和格局逐渐形成，市场日见活跃。1995

年后，滨江路、滨江中路的建成，商业网点逐步向新街发展；2001年李白公路和 2006年白

塘公路改造的完成后，白沙与周边各镇的商贸联系日益紧密，人员交流、信息沟通、物资往

来、资金流动日趋频繁，白沙已成为仅次于几江主城区的江津市第二大商贸重镇。全镇商贸

发展如火如荼，市场成效日趋活跃。到 2006年，全镇商品零售总额为近 4亿元，商贸流通企

业有46家，实现年销售服务额6亿多元；全镇私营商业企业已达 143家，从业人员 20000多人。  

白沙教育兴盛。1985 年，白沙有在校学生 6800 人。90年代后，白沙的教育随着建置

的调整日益兴盛。2004 年，高屋初中、鹅公初中与市属白沙中学合作办学；河口初中、滩

盘初中与三口初中合作办学；成教中心与市属工商校合作办学；扩大石坝街小学、双槐树小

学、三口小学、滩盘小学。2006 年，白沙的学校有：重庆工商校、江津师范进修学校、聚

奎中学、白沙中学、三口中学、双槐树小学、石坝街小学、三口中心校、滩盘中心校、河口

中心校、鹅公中心校、高占中心校，各小学均下辖片区集体幼儿园，另有 9所私营幼儿园，

中师、职高、普高、初中、小学共有 45所，幼教 90余班，师生 3万余人。 

白沙文化繁荣。白沙素称文化重镇，享有“歌舞圣地”、“诗书画摇篮”、“川剧窝子”、

等美称，是重庆市 20 个历史文化名镇之一。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振兴，白沙的文化艺

术呈现新的繁荣景象。白沙诗人杨眉、杨平、杜少民、杜师宇、张伯坚、邹泽堂、邹明、凌

宗正等人创作了大量诗词，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了一千多首作品，杨眉、杨平、杜少民、

邹明等人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诗人邹泽堂出席了全国文联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诗

词创作颁奖大会，其创作的作品获全国优秀奖；著名剧作家王逸虹创作了电视剧《山城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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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共和国之梦》、《邓小平在重庆》等大量作品；著名作曲家王锡仁创作《水兵进行曲》、

《父老乡亲》《白发亲娘》、《衣食父母》、《山高水长》、《幺妹乖》等 30 多部歌剧、

400多首歌曲；著名油画家陈可之的大型油画作品享誉国内外；著名书法家周浩然书法作品

闻名全国与东亚，此外，刁焕文的山水画，阎松父的虎、牛画，周盛荣的人物画，朱华平的

国画，陈卓吾的颜体书，杨眉的隶书，邹开华的行楷，王达政的行书，陈沙沙、法平的书画，

皆造诣极深，知名度很高。白沙镇政府举办了第二、第三次万人大合唱，“春满津西”、“滨

江之夏”、“新春文化活动周”等大型文艺活动；各学校、机关单位经常组织以歌舞为主的文

娱活动，特别是中小学，每年元旦、“六·一”、“十·一”都要组织大型文娱活动，隆重庆

祝新春佳节和其它重大节日。白沙的川剧座唱、灯夹戏、舞龙灯、耍狮灯、耍花灯、龙舟竞

渡、曲艺杂耍、打腰鼓、扭秧歌等民间文艺活动十分活跃。白沙地区各校都有图书室、阅览

室，到 2006 年，白沙地区共有图书近 1000 余万册（含个人藏书），有书店 5 家、歌舞厅 8

家、音像店 20 余家，还新建有大文化广场、豪华电影院、广播电视大楼等文化设施。 

白沙人才辈出。有中共地下党江津第一任女县委书记周敦婉；李大钊烈士的学生和亲密

战友谭祖尧烈士；有领导白沙工人运动，在重庆被杀害的烈士程铭海；江津县志总篡程农初；

白屋诗人吴芳吉；教育家、川东师范学校校长聂荣藻；四川省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曹钟芬；

热心公益、资助办学的邓蟾秋；平民教育实验区干事长、江津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吴太仁；

抗日名将 78 军军长夏仲实；四川医学院院长曹钟梁；湖北沙市国医公会主席、著名中医罗

民友；四川商业银行总经理邓燮康；银行货币学博士、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经理刁培然；著名

的工商实业家刘瀛洲、诸子言；有《双喜牌》棕丝、《夜光杯》名酒创制人韩凌云；当代科

学创造发明家张朝吟；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谭炳云；地方史学家、重庆文博事业开

拓者邓少琴；国画家张采芹；书法家周浩然；有青年油画家陈可之；作曲家王锡仁；国家一

级编剧、重庆市文化局影视艺术中心主任王逸虹；原中联部副部长、党委书记李初犁；原中

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李亚农；指挥中国女排获取世界五连冠的主教练邓若曾；军中

之花邓敬苏；核医学专家邓敬兰；抗战时在聚奎中学就读过的现中科院院长、理论物理学家

周光召；抗战时在白沙中学就读过的解放军上将、国防科工委、聂云臻元帅之婿丁衡高等，

此外，还有一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才，他们在在各自的岗位中，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作处了杰出的贡献。 

白沙自然环境优美，文物名胜良多。白沙大江奔流、溪水环绕，明清寺庙、洋楼书院、

古街老巷、古墓陵园、造像石刻，文气厚重，古朴典雅。古镇东部的传统街区景区，留有众

多清末民初的传统民居和部分寺庙及西洋风格的洋楼，夏公馆向东至东华街一带，是理想的

抗战文化拍摄基地。古镇西南的驴溪河景区，以“飞瀑坠地、青竹环水、半岛花影、东海日

出、江边晚霞、石笋奇峰、驴溪渔火、荷亭月色”的驴溪八景让人陶醉。重庆市级风景名胜

区黑石山，神奇秀俊，石怪林茂，鸟语花香，文物众多，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入选美国出版

的《世界风景名胜辞典》，被列入《美国旅游辞典》，堪称西部一绝。白沙南部的磙子坪景

区，有数十万亩原始森林，林海茫茫，人迹罕至，自然风光十分优美。磙子坪景区连同黑石

山、大圆洞、塘河古镇，组成了一个理想的旅游避暑胜地。为江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西

蜀胜境邻母洞，汉代崖墓千担岩皆是研究巴蜀文化的宝贵资料。 

古镇白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壮大。继 1984 年被确定为重庆市小城市建设试

点镇之一以后，1992 年居四川省乡镇企业 200 强的第七位，1995 年被列为全国小城建设试

点镇，到 2000 年被评为重庆市 20 个小城镇建设示范镇之一，2002 年 4 月又被评为重庆市

首批历史文化名镇，2003年列为中心镇百镇工程镇，2004 年 10 月被列为重庆市两个重点小

城镇建设试点镇之一，2006 年获全国小城市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镇，2006 年被江津市确定

为区域性中心大城市发展战略中的两个小城市之一。 

白沙，历史悠久，山川秀美，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教育兴盛，文化璀璨，人才辈出； 

http://www.woaicn.com/fujian/8096.html
http://www.woaicn.com/anhui/2740.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www.woaicn.com/chongqing/3449.html


概述 

 4 

白沙，工业发达，商贸繁荣，交通方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设施完善、人民安康。 

白沙，伴着悠悠岁月，踏着漫漫长路，枕着滚滚涛声，奋发图强，日新月异，现已发展

成为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长江上游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