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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2024 年 9 月，成都市民政局印发
《成都市民政局关于新增成都市地
名保护名单公告》，全市共33个历

史地名被纳入成都市地名保护名录，涵盖
千年古县、千年古镇、千年古街巷、古建筑
和遗址遗迹等类别。

其中，成都有15个千年古镇被列入了
“成都市地名保护名单”，包括华阳街道（四
川天府新区）、籍田街道（四川天府新区）、
洛带镇（龙泉驿区）、黄龙溪镇（双流区）、唐
昌镇（郫都区）、灌口街道（都江堰市）、平乐
镇（邛崃市）、火井镇（邛崃市）、临邛街道
（邛崃市）、固驿街道（邛崃市）、街子镇（崇
州市）、怀远镇（崇州市）、栖贤街道（金堂
县）、安仁镇（大邑县）、新场镇（大邑县）。

成都又有15个古镇被纳入地名保护名单

街子古镇字库塔

安仁古镇

洛带古镇
客家风情龙舞之乡

传说三国时期，蜀汉后主刘禅在洛带镇游

玩时，不慎将玉带掉入镇旁八角井中，因此得

名“落带”，后演变为“洛带”；另一种说法则是

洛带镇旁有一条形如玉带的河流环绕，因此得

名“洛带”。

洛带古镇是客家聚居地，走在镇中青石板

路上，你能看到许多具有客家特色的建筑，比

如雕梁画栋的会馆。并且这里还有热闹的舞

龙表演，因为这里就是著名的“龙舞之乡”。古

镇里还有许多美味的小吃，如伤心凉粉、油烫

鹅等，保证让游客吃得津津有味。

安仁古镇
中国博物馆小镇

安仁古镇的得名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

中的“仁者安仁”理念。根据《论语·里仁》中的

记载，“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这意味着有德行

的人能够安居乐业，智慧的人能够从仁爱中获

益。安仁古镇的名字便取自这一理念，寓意着

这里的居民和生活都充满了仁爱和和谐。

安仁古镇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朝时期

就已是繁华的集市了。安仁古镇有着“中国博

物馆小镇”的美誉，古镇上很多保存完好的古

建筑，比如刘氏庄园、建川博物馆等，都是小朋

友们了解历史的好去处。

街子古镇
山水间的诗画小镇

崇州市街子古镇之名源于元末明初的兵

荒马乱。到了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这

里百业凋敝，昔日繁华的古镇只剩下味江边的

一条街，所以被叫作“街子场”。

街子古镇依山傍水，风景如画。走在古色

古香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许多精美的古建

筑，比如字库塔、光严禅院，它们都是街子古镇

历史的见证。这里还有一条著名的“味江”，河

水清澈见底，两岸绿树成荫。

怀远古镇
竹编之乡匠心传承

怀远古镇位于成都崇州市，建制沿革始于

1700 多年前。古镇不大，占地仅一平方公

里。古镇建筑多为清代和民国年间建造。

怀远古镇得名来自《中庸》：“柔远人也，怀

诸侯也。”怀远古镇是著名的“竹编之乡”，这里

的竹编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在古镇上，

你可以看到许多精美的竹编作品，比如竹篮、

竹椅，每一件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和汗水。

另外，“怀远三绝”豆腐帘子、冻糕、叶儿粑

为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远近闻名

的美食。

黄龙溪镇
古韵悠长，小吃远近闻名
黄龙溪镇，隶属于成都市双流区。据说，

“黄龙溪”的地名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东汉

末年，黄龙出现在武阳赤水（今黄龙溪镇），并停

留了九天九夜，这被认为是天降祥瑞的象征。

诸葛亮等以此祥瑞征兆，建议刘备建国称帝。

为了维系蜀汉政权的合法性，他们进一步将“黄
龙见武阳赤水”的传说神圣化，铸龙形鼎、建黄
龙庙、立题名碑、籍田祭祀等一系列活动都在黄
龙现身之地——今黄龙溪镇开展。黄龙溪得名
于此，并逐渐成为蜀汉王国的圣迹宝地。

黄龙溪镇历史悠久，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
的建筑，比如古戏台、黄龙寺，它们都是黄龙溪古
镇文化的瑰宝。走在古镇街道上，你可以感受
到那份古朴和宁静，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
步。而古镇里的小吃，比如黄龙溪一根面、芝麻
糕，更是让人垂涎三尺，小朋友们一定要尝尝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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