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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 青～

《东山县地名录》是以国务院国发(1 9 7 9)3 0 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
’ ’

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为依据，在县委，县人民政府

直接领导下，”在各社(场)，大队的积极协助下，经过发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参

考．查阅历史资料，并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做了大量的工作后编辑而成。这

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

通过这次地名普查，我们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需要命名，更

名，取消的地名作了适当的处理和调整。这本地名录；共汇编了全县各种地名五百

九十九条，其中公社，镇七条；生产大队五十八条；居委会六条；自然村一百三十

五条；街巷一百一十五条；新路五条；山峰、山头七十九条；岛屿三十一条；礁二

十八条；水库三十一条；名胜古迹十八条；盐场、社办场十六条；工厂四十条；工

区七条；站七条；仓库八条．

《东山县地名录》的编印，是我县一件具有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

它为实现我县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做出一定的贡献，反映了我县的历史．地理．社

会经济概况；为发掘自然资源、建设。四化。提供参考资料；为国防建设，对外贸

易，邮电、交通，旅游服务；它能激发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

观念，促进台湾同胞和侨胞同祖国加强联系往来。

这本地名录中的地名，都附有汉语拼音。这不仅符合国内推行文字改革的要

求，而且还起着便利国际交往的作用。今后，各行各业所使用的有关地名，凡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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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名不一致的，应以这本地名录的地名为准改正过来．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的

地名，应按国务院(1 9 7 9)3 0 5号文件规定，逐级上报审查批准．

东山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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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山 县 概 况

东山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
～

．

东山是一个岛县，位于北纬2 3度4 2分，东经l 1 7度2 5分。地处福建省

的东南部，广东省的东北面，．北通漳厦，南邻潮汕，西部和西北部与诏安、云霄毗

邻，东部濒临台湾海峡，与台湾省隔海相望。

全岛面积一百九十四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一百四十一公里，是福建省第二大

岛。岛上风景秀丽，四季常青，资源丰富，盛产鱼、盐和花生，甘蔗等农作物。是

祖国东南沿海的军事战略要地，是我省。滨海重镇”，为古代闽海五大水寨之一．

最早地名称为东山。据《八闽通志》、《读史方舆纪要》等有关史书记载：漳

之东有一岛，岛上有一青翠高耸之山，日东山(即苏峰山)。人们爱慕此山，取山

名为岛名，．叫。东山岛”．此山亦叫JII陵山，后来，岛也叫。陵岛“。

东山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一九六O年从坑北龙潭水库出土的石刀，石

砗，石环等石器证明，我们祖先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发这个海岛．公元六八六年

(唐垂拱二年)，唐将陈元光开发闽南，置漳浦县，东山属漳浦县．宋时为漳浦县

安仁乡思政里。明初，为漳浦县五都。公元一三八七年(明洪武二十年)，为防倭

寇，江夏侯周德兴在东山铜钵以东置城垣，建置水寨，因连铜钵，东坑，取名为铜

山。设置铜山守御千户所，隶属镇海卫管辖，行政划为漳浦县六都五图铜山保。铜

山城外仍属漳浦五都。公元一五三O年(明嘉靖九年)，诏安建县，以五都属诏

安，铜山属漳浦，以东坑石桥为界．．从清康熙三十五年至雍正十三年(公元一六九

六年至一七三五年)，这段时间铜山归云霄所管辖。公元～七五五年(清雍正十三

年)，铜山属诏安县。

’公元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东山正式建县，管辖本岛及古雷半岛．因铜山和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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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铜山县同名．县名仍称东山。一九三四年，开始建保甲制度．一九四O年．全县

划为正义，公道，中兴三镇和统一、复兴，西北，西南，东南、古雷六乡，统辖九

十二保、九百七十二甲。这些保甲制度至解放时，才被废除。一九五O年五月十二

日，东山解放，县址在城关，一九五三年县址由城关迁到西埔j解放后，一九五一

年民主建政，全县划分为四个区．一九五二年九月，诏安县的大血产划属东山．一九

五五年十～月，古雷区划归漳浦，这时东山分为三区，二镇．二十三乡，四街．一

九．KJk年成立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全县一百四十一个自然村，组成城关，康美．

西埔、陈城，杏陈五个公社，四十四个大队。一九六一年全县又划分为七个公社，

六十八个大队，‘六百二十五个生产队．上九七五年增设铜山人民公社，一九八O年

又合并入城关镇．现全县有西埔，杏陈，陈城，前楼、康美、樟塘六个公社和城关

镇，六十七个大队，六个居委会，七百多个生产队；有西港，向阳、双东盐场，．赤

山林场四个场．全县二万七千六百多户，人口十五万四千多人。

东山岛人民有着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元末明初，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骚扰：

东山人民奋起自卫，组织。保安堂”，数次设伏歼击倭寇．明嘉靖年间，斗争更剧，

东山人民广泛组织乡勇，抗击倭寇，东山城外南屿渔民陈绰等摆下。暗锦阵。，

杀得寇尸横陈。公元一五六四年(明嘉靖四十二年)，戚继光南巡铜山，派义乌兵

戍卫铜山，称浙兵营，铜山人民协同防守。东山人民不仅战胜东洋贼寇，也战胜西

洋匪盗．一五四九年(明嘉靖四十九年)，葡萄牙海盗入侵，东山人民协同官兵在

歧下的走马溪海面以哨船伪装渔船诱敌，待日出雾散，敌舰已入伏击圈中，全歼萄

葡牙海盗，生俘百余人。公元一六=--年(明崇祯六年)，荷兰海盗来犯，东山人

民与之苦战八昼夜，焚毁了大部分敌舰，敌从陆路撤退，东沈农民唐加春率领乡勇

于东赤港与之奋战二昼夜，俘敌数十人。隔年，荷兰海盗又犯岛企图报复，东山人

民与之血战，迫敌退至宫前湾，将其战舰全部焚毁，杀死其头目，荷盗全军复没．
’

东山人民在协助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业中，也作出了贡献．一六四六

年，郑成功进驻东山，在收复台湾之前，一直把东山做为军事据点，在东山驻军，

造船，训练水师，做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一六六一年，铜山有五百多青年自愿随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又有更多的人去台湾，与台湾人民共同开发宝岛．一六六四

年(康熙三年)清兵占据东山，清政府残酷实行迁界移民，人民不屈，被杀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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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全岛一片荒凉。十七年后复界，被赶出岛界幸存的东山人民回归，七月二十五

日起灶生火，后来，就把这天作为。火烟节’，以纪念先人的苦难与斗争．抗日战争

期间，日寇三次袭击东山，东山军民奋起抗日，痛歼来犯之敌．解放后一九五三年

七月十六日，台湾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窜犯东山岛，全岛军民团结一致，奋起歼

敌．共歼灭蒋宰三千三百七十九人，为保卫祖国海防做出贡献。战后，东山被誉为

。英雄岛。．
‘

：1东山岛全境属丘陵地带，东北高，’西南低．地势从东北向西南倾斜，西北多丘

陵，东南有小平原，沿海有连片风沙地，沙滩三万五千多亩．岛上大小山头四百一

十三个，面积五万六千亩．最高点苏峰山，海拔二百七十四米。全岛四面环海，八

尺门海堤建成后，成为半岛．海岸线啦折，有许多良好港湾．海岛四周有兄弟岛

(即柑，桔屿)，五虎屿，东门屿等大小岛屿三十二个，面积约七平方公里．
、

东山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 0．8。C．最高气温3 6‘C，

最低气温3．8’C，年降雨量一千零六十五毫米．年平均大风日数一百二十三天，

每年平均有五次台风影响，最多达十次．

解放前，由于受风沙的危害，东山岛满目疮瘼．据历史记载，在解放前近百年

问，东山被风沙埋没了十三个村庄，二万多亩农田，毁掉一千多幢民房，风沙灾害

给东山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解放后，东山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同一已，协力，建设海岛，特别

是一九五八年在县委书记谷文昌同志亲自带领下，掀起植树造林，制服凤沙运动．

全县现有树林九万八千一百多亩。绿化率占全县林业用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六．新

造林面积九万七干九百多亩，比解放前一百七十四亩，增长四百六十三倍．在海岸上

筑起了一道长三十公里，宽五十到一百米的防风固沙林带，犹如。绿色长堤。，傲

然挺立于海滨，顶狂风，堵飞沙，保护着田园和村庄．在。堤。内有二百多条护田

林带交织如网．六十公里主干公路绿树成荫，全岛森林复盖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七．

如今，三万多亩沙滩和六万多亩荒山都披上了绿装，基本上制服了风沙灾害．并在

山地，沙滩上发展用材林，经济林和果树共三千多亩．因此，东山被誉为一东海绿

·， 洲。．一

。九七三年，东山和云霄人民共同建设了跨海水渠——向东渠．主渠长八十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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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李置铲誊六卡粤公里．强出云霄漳江上游，到八尺门，陡然凌空，高架着五十
．：妻摩于十誓米高的槽警，S势雄伟咎观．·向享渠的落成，使全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
收益·拿晕水库寻卡?L座．库容量毒百九十万立方．最大的红旗水库，·库容量三百
。趸立方，。季有哆多甲塘，吊窝井、喷灌等水利设施，早涝保收面积三万一千亩． ：

!‘y，植姆萼孳，必修水利．科学种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现有耕地八万
四千八百多亩，其中水田二万多亩，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六千零四十九万多斤，

f=I二■穆粤尊争增长i倍多!花生总产七百五十多万斤，比～九四九年增长近五倍，
．甘蔗总产手千七覃八十多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九倍多．粮食作物以水稻，甘薯
为主，还有大麦、小麦、高梁等．，一 ⋯．，

．：东出县的矿产掌源主要声玻璃砂i型砂!瓷土、矽线石、‘红柱石、独居石以及
辉绿岩铸石和花岗岩石料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些矿产资源正在逐步开

采利用t．解放前，·枣山仅有一家小型的印刷厂．现在，全县有糖厂、，农械厂、电
J_：．印刷厂、．陶瓷厂、玻璃厂．食品厂。．造船厂．绳缆厂、塑料厂、水产加工厂等

工厂企业一百一十五个。一九八O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三千九百多万元。

、～．枣山主要出F丁产品有抽纱、绳缆，网线，金木雕，渔钓i对虾、海胆膏、龙

虫下毫．．鱼露：蔗菇、小椒干。萝I-,生A∥海藻等三十多种，其中绳缆销售五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深受国内外用户欢迎。一九八O年全县出口总额达三百多万元．

·，：，东山县是福建省的著名渔乡．这里海域辽阔j海岸线蜿蜒曲折，有许多良好的

港湾∥渔场广阔?水产资源丰富!盛产鲲鲲鱼，马鲛鱼、黄瓜鱼．鲷鱼、鲨鱼、鱿

鱼，对虾i龙虫下等数百种温水性鱼类，还盛产鲍鱼、牡蛎，紫菜．海带、石花菜等

j皿藻类?#去渔业生产以钓业为主．现在发展了机械灯光捕鱼，流剌网等。全县现

有机帆磐_芦六十七艘，。四千三百多吨位j木帆船七百八十多艘，各种渔网八干四

”酉多墨’j：～九八io年，渔业产量三十七万四千九百多担，比一九四九年增长近三倍。

还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养殖紫菜．海带九百五十多亩，产量一万零八百多担。解放

后?政府关心渔民，建设有水文气象站，，避风港、海堤，渔港码头等．近年来新建

的大沃渔港，是福建省的重要渔业生产基地之一。

东山是福建的主要盐区之一。解放以来，盐区人民不断扩建．围垦盐田，先后

．建起了十四条盐埕海堤．建成了西港，向阳、双东等国营盐场。全县现有二十七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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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场。盐田面积十四万二干九百多公亩，比一九四九年增加四倍。一九八。年，

业产量十二万零三百多吨，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二十多倍，最高盐产量是一九七七年

达十八万零五百多吨。原盐的质量高，销往闽，赣、湘，桂等省以及出口外销。‘

东山是个侨乡，侨胞主要旅居新加坡、印尼i马来西亚、泰国等十多个国家

地区，全县归侨，侨眷四千二百多户，三万一千多人．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关

侨胞，侨胞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后投资兴建

关电厂．面粉厂，县华侨旅行社和修葺庙山，‘南正院风景区等名胜古迹。一九八

年侨汇达一百二十多万元。 ，

东山县和台湾一水之隔，自古以来，两岛人民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东山是

陆和台湾通航通商的重要港口。历史上东山有港西，坑北、留田、前何，马銮，

沈，城关，店宅等村镇的人移居台湾。一九四九年，去台人员四千多人。为了接

台湾渔民同胞到大陆避风、维修船只，探亲、求医治病，省人民政府于一九七八

在东山城关建设一座台湾同胞接待站。几年来，共接待台湾渔船一百六十多艘，

民一千一百多人次。
’

全县文教卫生科研事业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四九年，东山只有一所中学，二

所小学。现在中学有十二所(其中附设中学九所)，小学六十二所，在校学生二万

千多人．还有幼儿园七十六班。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全县现有影剧院五处，电影

映队十队，潮剧团一个，文化馆一个，图书馆一个，文化站七个，县广播站～个

扩大站七个。全县医院从解放前夕的一所增加到九所，床位二百多张，农村医疗

五十多个。全县医疗卫生人员三百五十多人。大队赤脚医生，卫生员，接生员八

八十多人。实现县有医院．社有保健院，队有医疗站。东山县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作，鲍鱼人工育苗和向东渠石砌拱架渡槽两项获全国、省科学大会成果奖；水产

目流剌网获省科学大会成果奖。目前全县有十多个较大的科学试验项目正在进行

解放后，东山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较突出的有八尺门，西港、大炉．南门

西埔湾等大海堤。八尺门海堤建于一九六O年，长六百二十米，宽十七米，高十

米，把海峡拦腰斩断，变天堑为通途，使东山从此成为半岛，是东山通往大陆的

通要道。～九七八年兴建西埔湾围垦工程，建成一条长四千三百五十米的拦海

堤，堤内三万余亩海涂地，目前搞海水养殖，增加东山人民的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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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公路邮电四通八达，公路总长一百三十多公里，以西

埔为中心i通向全县各公社和漳州，云霄，诏安，汕头等地。海运可抵达福建，广

东沿海、台湾各港口及香港等地。一九八O年，全县水陆运输总收入四百多万元．

!一东山岛风景秀丽，名胜古迹较多，是个游览风景区。其中有坑北水库壕仔底山

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磁窑村的宋代磁窑遗址；有闻名海内外的武庙；有明洪武二十年

(一三八七年)江夏侯周德兴营建防倭寇的铜山古城；有明朝著名学者黄道周的故
j ●

‘里和读书处——云山石室和鹰石洞；有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屯兵东山开凿的

大沃万军井，九仙顶的郑成功水操台、龙潭山石洞营房、八尺门营盘；有清朝农民
-●

林美圆起义地址瓮底坑；有宋代兴建的西山岩寺庙遗址；有痛歼荷兰，葡萄牙入侵

者的战斗遗址——东赤港和走马溪；有景致幽静的庙山，南正院；有挺拔壮丽的苏

峰山；有被古代文人誉为。天下第一奇石’的风动石；有虎崆滴玉，九仙石室、石

僧拜塔，天池胜景等名胜；还有纪念东山战斗的烈士陵园。这些名胜古迹、游览胜

地为东山岛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东山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同心同德，建设海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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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埔人民公社概况

西埔公社位于东山县中部，东临大海，北和樟塘公社相连，南与陈城、前

社接壤，西与杏陈公社毗邻。全境属丘陵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东南

有沙滩地貌．境内的山头有亲营山、虎山，公望山等，最高点是东面临海的苏峰

海拔二百七十四米。全社四千八百五十八户，二万四千九百零五人，其中归侨

三百一十户。有三十三个自然村，分为十一个大队、一个居民委员会，一百二

个生产队。

西埔公社所在地在西埔，这里也是东山县政府所在地。为什么叫西埔?原

西埔就是现在的顶西村，因建村于庙山西面一块荒埔上，取名西埔。据《东

志》记载： 。一六九八年(清康熙三十七年)建西埔圩。”因圩建于西埔村(

西村)附近，故称为西埔圩。为了便于区分，原西埔村改为顶西埔，西埔圩正

名为西埔。

清朝，西埔属诏安县辖，为五都山后保西埔村。民国时设中兴镇，辖十保。解

放后，第二区区公所设在西埔镇，辖十一乡(包括现在的陈城公社和前楼公社的岱

南)．一九五八年初，成立西埔人民公社(包括现在前楼公社区域)；一九六一年

划出前楼公社，单独成立西埔人民公社至今。一九五三年东山县委会，县人民政府

从城关迁驻西埔以后，这里便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自古以来西埔圩一直是东山县的最大圩场。这里集市繁荣，贸易活跃，是全县

农哥0土特产品的集散地。解放后已建设成为一座新兴城镇，镇上幢幢新楼房拔地而

起，宽阔的公路上车来人往，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西埔公社属海洋性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2 1．8。C，年平均降雨量一千五百

多毫米，是东山县主产粮食的公社。解放以来，不断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j

先后兴建了蓄水量二百万立方米的红旗水库和梧龙．．崎坑、坑北，龙潭，石埔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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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库．共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一百五十三处，其中机井四十眼，大井十二口，机

管站十四座，共埋地下水管五条，一万四千六百米，新开渠道十条，二千五百二十

米，修建机耕路五十八条，一万二千五百七十五米，平整土地三千一百六十六亩，

农改田三百亩，改造低产田一千八百亩，为实现稳产高产创造了良好条件。全社现

有旱涝保收田面积八千二百五十亩，占总耕地百分之五十。全社耕地总面积三万八

千六百七十三亩，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量达一千四百一十四万斤，平均亩产一千三

百七十四斤，全社各大队都实现了亩产超千斤。宅山大队是我县粮食作物高产典

型，平均亩产一千七百二十五斤。全社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二百二十多万斤。现

在全社山地沙滩基本绿化，共有林木二万三千六百多亩，其中有部份用材林，年产

值达十万元以上。石埔大队林果场种植柑桔年产量一千八百担，产值五万元。坑内

大队种茶八十亩．全社还有葫椒，杉木、橡胶、荔枝、龙眼等七百五十亩。冬古大

队是这个公社的主要渔乡，梧龙，探石等大队也有搞拖山网作业，全社渔业年产量

近二万担。

近几年来，社队企业有较大发展，全社现有企业八十八个，其中社办十八个，

队办七十个，总收入二百万元。主要的社办企业有盐场，海带场．机修厂，锯木

广，木工厂，砖瓦厂，壳灰厂等。此外，西埔地区还有县办玻璃厂，砂矿厂、糖油

厂，农械厂，电厂等。

解放后，西埔地区的交通运输邮电事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县交通中心枢纽。这

里有汽车运输站和公共汽车站．邮电局，公路四通八达，每天有数十班车来往于漳

州，云霄，诏安以及本县境内各公社．
。

西埔公社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现有县办中学一所，小学十一

所，中小学生三千四百四十一人，还有农中六班、幼儿园十二班、业余文化班四十

一班．有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各大队都设有医疗站。

西埔公社的名胜古迹远近驰名。坑北龙潭山壕仔底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一九六

。年，从此处出土的石斧、石砗、石镯等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期就

在东山岛上聚居，过着渔猎耕耘的原始生活。官路尾村是东山县明代金石巡简司遗

址，设有官厅，烟墩等，至今遗迹犹有。官路尾也是当年宋帝器南逃路径的旧址。

石庙山建于明朝，是海外侨胞景仰的风景胜地。目前，已重新修葺扩建，开辟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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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院，为我县最古老的寺庙，景色十分清幽秀丽：1东山战斗烈士陵’园位于石坛埔上，‘

是为纪念东山保卫战而牺牲的烈士而建的。内有烈士墓、纪念碑，纪念亭，整座陵

园绿树成荫，庄严肃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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