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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山镇位于厦门岛东北部。三千多年前就有古越族人聚居。唐代中期以后，中原大

批汉族人陆续迁移到这里，成为开发禾山的先民。相传北宋时期，厦门岛洪济山一带种

植的稻谷“一茎数穗”，百姓称之为“嘉禾”，称发现“嘉禾”的山坡为“禾山”，禾山

因此得名。千百年来，禾山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辛勤耕作，为厦门岛的开发、建设与

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禾山的行政建制几经变更，管辖区域也多次进行调整，但一直是厦

门岛内惟一的乡镇。1980年，隶属厦门郊区的禾山人民公社辖高殿、马垅、塘边、湖

里、东渡、蔡塘、后坑、五通、高林、钟宅、县后、枋湖、后埔、江头、莲坂、西郭、

何厝、前埔、洪文、西林、曾厝j安、黄厝共22个大队。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在

禾山公社的湖里大队范围内设立厦门经济特区。1984年10月，禾山公社更名为禾山

乡。1987年11月，厦门市进行区划调整，禾山乡从郊区析出，归属新设立的湖里区。

1989年5月，禾山乡更名为禾山镇。

改革开放以来，禾山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社会实现了全面进步，先后被授

予“中国乡镇之星”、“全国民政工作全优镇”、省“明星镇”、“百强镇”等荣誉称号，

综合实力位居全省乡镇第六位，为湖里区、为厦门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赢得了荣誉。

禾山镇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厦门开发建设的历程，也是岛内农村城市化进程的缩

影。

为推进厦门海湾型城市建设，2004年7月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禾山镇，

分设江头、禾山、金山3个街道办事处。至此，原禾山范围内已先后成立了梧村、湖

里、篑笃、莲前、殿前、嘉莲、滨海、江头、禾山、金山等10个街道办事处。这次编

辑出版的《禾山镇志》，翔实记载了禾山的发展历史，热情讴歌了禾山人民的奋斗精神。

它不仅可以存史、资政、育人，还可以在为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寄托乡情、联系乡谊、

寻根问祖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湖里区广大干部群众一

定能通过本书记载的历史变迁见微知著，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

禾山撤镇设街，禾山的历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在《禾山镇志》出版之际，适逢一

代伟人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题词二十周年，让我们铭记

伟人的嘱托，把湖里建设得更加美好，让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安康!

中共厦门市湖里区委书记何清秋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栋梁

二oo四年八月十八日



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禾山镇的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o

2．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2003年12月禾山镇的区划为

准。历史上的区划与现区划不同的地域内发生的事件，则简记或

者不记o

3．本志记述的时限，上溯自唐代建中二年(781年)，下限

断至2003年底，个别内容延伸至2004年9月o

4．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表述形式，以专志

为主体，横排竖写，设章、节、目。文体采用记叙式，叙而不论。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体o

5．本志人物部分以“生不立传"为原则，所收录的人物以禾

山籍人为主，兼顾客籍o

6．本志历史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前，用朝代年号，夹

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后，用公元纪年o

7．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禾山镇政府档案室及各村(居)委会

提供的成文资料，部分选取于历代《厦门志》和已出版的有关报

刊、专著。为节省篇幅，一般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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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置面积区划

第一章镇情综述

第一节地理环境

禾山镇是厦门市湖里区所辖的建制镇，也是厦门岛内唯一的建制镇，位于厦门岛东

北部，地理坐标北纬24。25’，东经118。5 7左右。西临福厦路，南接思明区，东、北两面

临海，与金门岛隔海相望，海岸线长24公里。辖区总面积34平方公里，占本岛面积的

25．75％，耕地面积13788．5亩，其中，水田5530亩，旱地8258．5亩。另有滩涂7300

亩，浅水面积2200亩，未征用土地面积还有45473亩。地表以海拔数十米至百余米高

的低丘为主。境南有洪济山，嘉禾山脉即发源于此。山顶有峰叫云顶岩，海拔339．6

米，为岛内最高山峰。地表除低丘外，大多为6海拔高度在30米以下的红土台地。台

地表面微波起状，土层深厚，多已辟为耕地或各种开发区用地。镇东南有湖边水库，是

厦门岛内最大的水库，库容量745万立方米。常年水面履盖面积3000亩，可灌溉面积

8000亩，其中保灌面积3000亩。至2003年底，全镇辖园山、江村、江居、吕厝、吕

岭、后埔、蔡塘、金山、后坑、高林、五通、钟宅、围里、岭下、坂尚、金尚、枋湖共

17个社区居委会。

二、气候土壤植被

禾山地处北回归线偏北，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是亚热带中的最南带，为

热带向温带的过渡带，具有热带气候的某些特征，受海洋的影响较为显著，如气温年差

较小，秋温高于春温，相对湿度大等，属海洋性气候。禾山的气候特点是：夏季长而无

酷暑，秋春相连而无冬。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20．9℃，年平均降雨量

1143毫米，年平均日照2233．5小时。禾山临海多风，冬季为偏北风，寒冷而干燥，大

致从9月吹到次年3月；夏季为偏南风，高温且富含水汽，在4月至8月份常见。

禾山土壤以红壤为主，分布区域自海拔数米低丘或台地以至300米高顶部之波状起

伏丘陵，覆盖的自然植物有马尾松、相思、苦楝、龙舌兰等。此种土壤质地粘重，酸

性，由于冲刷严重，氮、磷、钾三元素及有机质比较缺乏，宜开垦为旱作农地。此外，

另有盐渍土，主要分布于江头、钟宅、高林等地，这类土壤可栽种水稻。靠近山丘周围

的地区多覆盖着砂，系花岗岩风化细矿碎粒形成的。此类土壤主要分布于钟宅、高林、

五通等地。还有曾塔村沿海地带有小片风积砂丘，因砂层过浮形成漏沙田。在山麓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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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山沟有“烂田”，由于长期受潜水浸润，土层糜烂而层次不明显，不易耕作，主要分

布于前埔、江头等村。

禾山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条件对植被的生长发育有利。组成植被的

种类比较丰富，次生植物类型占优势，多为各类次生林、灌丛、草丛、农田、果园等。

其中，次生林(半天然林或人工林)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和沿海沙地，群落结构简单，

层次分明，乔木层高度较低，主要树种有马尾松、杉木、相思、木麻黄等。灌丛和草丛

主要分布在山丘或撂荒地，多数是森林遭到多次破坏后形成的，主要种类有桃金娘、马

樱丹、牡莉、山芝麻、胡枝子、杜鹃等，组成草丛的草本植物主要有茵陈蒿、白茅等；

农田果园广布于低丘、台地和平原。此外，在滨海的泥滩上，有红树林和盐沼群落；滨

海沙滩上，除木麻黄、相思树等防护林外，还有沙生的灌木和草本群落。水库、池塘发

育着水生植物群落。

禾山的气候、土壤特征为其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除盛产水稻、甘

薯、花生和各类蔬菜外，栽培较多的还有大麦、高粱、太阳麻、蓖麻、木瓜、凤梨、龙

舌兰、木豆和木棉等，名贵树木如木麻黄、桉树、橡胶树及薄壳核桃等均有种植。

三、自然灾害

禾山濒临大海，自然灾害以台风暴雨成灾为多，此外还有旱灾、风暴潮灾、海岸侵

蚀灾害等发生。据民国《厦门市志》记载，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民国16年

(1927年)，107年间禾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30余起。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疫病流行。

道光十二年(1832年)复大疫，施棺木1050具。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初八日，飓风，大雨不止，平地水深尺余，塌屋不少。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初三日，飓风。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十五日，雨雹。

光绪十七年(1891年)禾山大疫，继以水，江头棣、鸟林棣、莲坂棣、吴村棣均

冲断。七八月间旱，苗尽枯。八月二十四日，大雨雹。

光绪十八年(1892年)七月二十九日，飓风，十一月杪，雨雪。

光绪十九年(1893年)旱，早稻失收。八月初二日，风，晚稻伤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秋，疫死者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鼠疫死者千余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鼠疫甚行，一日死五十人。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鼠疫。翌年三月，更甚。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疫历四月之久。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二十三日，飓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疫。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二十一日，飓风。

宣统元年(1909年)赤痢、天花、霍乱、鼠疫流行，地震。

宣统二年(1910年)旱，井水竭。地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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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疫，旱，野无青草，井水干涸。

民国二年(1913年)秋，鼠疫。

民国四年(1915年)四月，涝。秋，旱，发生肿颔大头瘟症。

民国五年(1916年)地震。

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二十六日，大风，树多拔。九月十二夜，大风，全市坏

舢板九百，驳船二百，渔船三十，民船二十余艘，死千人。财产损失尤重。

民国七年(1918年)正月初三日午后二时，地大震，十三日复震。六月三十日，

飓风。十月十一日，地大震，倒屋无数。

民国八年(1919年)地屡震。

民国九年(1920年)六月初一日起，风，连甸不止，舟舶停驶，地震。

民国十年(1921年)地震。

民国十一年(1922年)地震，飓风。

民国十二年(1923年)地震。

民国十四年(1925年)大风。

民国十六年(1927年)飓风，地震。

建国以来，灾害较重的有以下七次：

1954年11月至1955年2月，大旱145天，为40年来未见，岛内绝大部分池塘、

溪渠干涸。禾山全区1954年粮食作物减产28．55％，其中水稻减产55．28％。

1959年8月23日，第3号台风登陆厦门岛，风力12级以上，风速60米／8)，风大

潮涌，最高潮位达7．39米。通航汕头的大船被海浪冲到禾山何厝村农地里，死亡多人。

1960年6月9日，禾山沿海地区暴雨如注，24小时降雨130毫米，蔡厝等地盐堤

多处冲毁。

1962年11月至1963年3月，秋冬旱连春旱183天，为历史上罕见。

1973年10月10日，第15号台风登陆厦门岛，毁海堤、垮溪岸、倒房屋、拔树

木，损失惨重。

1988年9月20日至30日，受第17号、18号、19号台风影响，禾山全境风雨10

余天，蔬菜生产严重受损，3500亩菜地受淹，其中1300亩菜地绝收。

1999年10月9日，第14号台风登陆厦门岛，最大风力14级。禾山镇受台风袭

击，死亡1人，受伤102人，倒塌房屋22间，严重损坏房屋931间，蔬菜绝收3850

亩，经济损失达1．25亿元。

此外，由于禾山东北、北部均为红土台地海岸，受风暴潮影响，海岸侵蚀严重，土

崖呈块体崩塌，土地成片被海浪吞没。海岸侵蚀灾害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

产。建国后，禾山政府多次组织当地村民修建海堤，围海造田，此种灾害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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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

第二节民族与人口

禾山境内最早的民族为古越族，由于历史上古越人三次北迁，禾山境内古越族人渐

稀。8世纪中叶，中原汉族薛令之南迁，及以后的三次“衣冠南渡”，汉族开始成为禾

山境内主要民族，仅有的少部分越人也渐被汉化；直至宋元时期，禾山境内民族一直以

单一的汉族为主。明洪武九年(1376年)，来自江西的钟姓畲族迁入禾山并逐渐繁衍生

息壮大，及至郑成功踞厦期间有部分回族进入，禾山境内才有了民族融合状况，但畲、

回两族人数极少，汉族占主导地位的大局始终没有改变。由于畲族长期与汉族同居一

地，所以习性渐随汉化，只是服饰依然保留异样。清末，朝廷为便于统一，减少民族纠

纷，劝畲改汉俗，畲民也欣然从之。1988年，厦门市民委批准建立钟宅畲族民族村，

这是禾山境内、也是厦门岛内仅有的一个少数民族村。

二、人口

距今三四千年前，已经有古闽越族人在厦门岛上生活。唐朝中叶，内陆的汉族人相

继移民入岛。宋代，岛上已有居民五六千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核查全岛居民

(除僧、尼、道外)人口为144893人(其中禾山“四都”所占具体人数未考证)。

禾山地域人口从民国3年(1914年)开始独立统计。是年，厦门本岛(时为思明

县)共有156295人，其中禾山有51853人。至民国26年(1937年)，禾山区共有人口

53680人，这是建国前禾山人口最多的时期。民国27年(1938年)，厦岛沦陷前后，岛

内居民纷纷疏散逃离，躲避战乱，禾山地区人口大减，据民国32年(1943年)统计，

敌伪占领时期的厦门总人口只有88692人，禾山人口也不及战前的2／5。抗日战争胜利

后，厦岛人口逐渐回升，到民国35年(1946年)5月，禾山人口恢复到29719人。此

后直至解放前夕，禾山人口变化不大。据民国38年(1949年)1月统计，禾山有6942

户、2986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禾山人口稳步上升，

但增幅不大。1951年1月，禾山区有人口32694人。到1963年底，前线人民公社有人

口34396人。12年间，人口净增1702人。

从1963年到1982年的20年间，禾山人口增长迅速。据1982年7月1日的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禾山公社已有12132户、56799人。这是禾山历史上人口增长的又一个高

峰期。这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禾山公社人口中，汉族56774人，占总人口的

99．96％；少数民族24人(其中：回族10人，苗族5人，畲族4人，壮族2人，满族2

人，高山族1人)，占0．04％。文化程度状况为：5岁以上应受教育人口50196人，其

中：大专以上136人，占0．27％；初、高中10502人，占20．92％；小学25449人，占

50．70％；文盲半文盲14109人，占28．11％。80年代之后，国家推行了严格的计划生

育政策，禾山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随着厦门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非农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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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的上升，1987年一次性从禾山乡划走7个行政村给开元、思明二城区，1988年禾

山人口总量减少至36671人。90年代以后，厦门特区经济进入发展鼎盛时期，禾山建

镇，区划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长寿者众，尤其是辖区内住宅小区的成片开

发推进，使禾山人口增加明显。1990年，全镇共有常住人口47596人，到1998年，增

至63679人，2003年底达70338人。

禾山人口变化的历史说明：人口盈缩，因由地方盛衰(排除区划大幅调整因素)。

禾山流动人口的变化情况，也佐证了这一点。解放后，禾山一直是厦门的郊区农村，又

是军事要地，流动人员极少。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之初，陆续有岛外人员来禾山暂住，参

与特区的开发建设。1988年，禾山流动人口3362人，占本地居民的9．17％。随着厦门

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大型投资项目不断落户，外来投资者、管理人员、劳工大量涌入，

导致流动人口激增。1998年，禾山流动人口已达13万人，为本地居民的2倍多。10年

间，流动人口增加37．67倍，而本地人口仅仅增加了0．7倍。至2003年底，禾山镇共

有23．65万人，其中流动人口16．62万人，已成为本地的人口主体。

第三节历史沿革

禾山历史悠久。据文物考证，该地区3000多年前就有古越族人居住生息。但禾山

作为厦门本岛的组成部分，在古代长期没有独立设置行政建制。其境域自西汉以来，先

后为侯官县、同安县、晋安县、南安县的属地。到了唐代，大批中原汉族迁来福建沿海

拓荒。据史料记载，当时有河东薛氏、颍川陈氏、光州孙氏、叶县叶氏等族人来禾山定

居。被后人称为“开厦始祖”的“南陈北薛”，实际上就是唐中叶来禾山落户的颍州陈

氏、河东薛氏的后裔子孙。

相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4年)，禾山境内洪济山一带，稻谷一茎数穗。

岛民视为吉祥征兆，称之为“嘉禾”，因称厦门岛为“嘉禾屿”，称发现“嘉禾”的山坡

为“禾山”，“禾山”二字始用作地名。是时，已在岛上设置“里”这一行政建制，故称

嘉禾里，隶属于清源郡同安县。

北宋元{；占二年(1087年)，泉州港设立市舶司，嘉禾里作为泉州港的外围辅助港，

交通日益繁忙，遂设了两处“官渡”，即五通渡和东渡，两渡均在禾山境内。

元代实行都图制，厦门岛设4个都，即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二十三都、二十四

都，仍隶属同安县绥德乡。同时，将市廛民居划分为4个社，设在二十一都内，其范围

大致相当今天厦门的旧城区。

明代沿袭都图制，仍设4都4社，每个都辖2个图。另外，元明两朝，嘉禾里设有

军事机构千户所、中左所。

明末清初，郑成功父子经营厦门岛，主张“通洋裕国”，大力发展航海贸易，禾山

境内的五通、江头等地成为商埠，出现了舟辑穿梭、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厦门设立海关，对外贸易日益活跃。

清代实行保甲制，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禾山地区有4都、8图，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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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二十一都(一图：五通渡、湖边、黄水桥；二图：店里、高林)

北山保、西宫保、西林保、昭塘保、福相上保、福相下保。

二十二都(一图：曾厝坡、小高埔；二图：塔头、鼓浪屿、东澳)

何厝保、古村保、岭兜保、长塔上保、长塔中保、长塔下保、曾溪保、院屿保。

二十三都(一图：莲坂、豪社、吴仓；二图：中左所、乌石浦、埭头、吕厝)

庆湖保、仙莲上保、仙莲下保、吴豪保、吕厝保、厚西上保、厚西下保。

二十四都(一图：店前、钟宅、竹坑、豪口渡；二图：高崎、石湖、坂上、寨上)

店前保、寨上保、护官保、钟宅保、竹坑保、后莲保、湖莲保。

鸦片战争以后，厦门开埠为通商口岸，岛内出现了出洋谋生的浪潮。禾山人纷纷飘

洋过海到东南亚、欧美等地区谋生，其中到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

加坡等国谋生者为多。

民国元年(1912年)，思明县成立，禾山为思明县郊区，设26个保。

从民国20年(1931年)起，实行联保制，由五六个保组成一个联保，禾山地区共

设5个联保，每个联保均设有办事处。

民国15年(1926年)4月，中共禾山支部成立，这是厦门最早成立的七个中共支

部之一。从此，禾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反对压迫剥削、反抗外国侵

略的革命斗争。

民国22年(1933年)2月，经福建省政府批准以厦门警区管辖的厦门城区(包括

鼓浪屿)筹建厦门市，并成立厦门市政筹备处。3月，改为思明市政筹备处。禾山仍属

思明县。7月，省政府决定撤销思明县。儿月7日，根据行政院训令，禾山正式划入思

明市，设3个区，即第五区(驻双涵)，第六区(驻祥店)，第七区(驻寨上)。11月20

日，“闽变”发生，思明市政筹备工作被迫中止。

“闽变”失败后，市政筹备重新恢复，并改称厦门市政筹备处。民国24年(1935

年)4月1日，厦门市政府正式成立，行政区范围仅包括老城区及鼓浪屿。禾山设特种

区署(驻后院)，隶属同安县管辖。这是禾山历史上首次设立独立的行政区划。禾山特

种区辖美仁宫、豆仔尾、后江埭、美头、西滨、将军祠、文灶社、梧村、双涵、埭头、

莲坂、吕厝、江头、薛岭、后坑、祥店、后埔、乌石浦、西郭、仙岳、湖里、村里、洪

厝、寨上、塘边、殿前、高崎、湖莲、斗门、安兜、林后、围里、墩上、岭下、坂上、

枋湖、钟宅、尚忠、西潘、田里、高林、坂美、霞边、田头、浦口、泥金、马厝、湖

边、塔埔、岭兜、前村、前埔、潘宅、洪山柄、何厝、黄厝、曾厝坡、西边、仓里等自

然村。同时，设6个办事处：第一办事处(美仁宫、将军祠)，第二办事处(江头、寨

上)，第三办事处(安兜、岭下)，第四办事处(黄厝、五通)，第五办事处(何厝)，第

六办事处(前埔、曾厝墙)。原有的联保办事处概予撤销。

民国26年(1937年)9月，禾山特种区改为甲种区，划归厦门市管辖。据民国

《厦门市志》记载，当时禾山有19保，辖178社(自然村)。抗日战争期间，殿前保的

坑园社和后莲保的斗门等13社(除庵兜和林后)的土地被日军强行征用，辟作飞机场，

其他因天灾人祸被废的社有21个。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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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别 所辖社 附 注

湖边、洪塘、黄厝、西头、路下、田头、田中央、后门、
昭塘保

桥头街、昭塘街

东宅、泥金、塔埔、下保、浦口、林边、西林、马厝、莲
西林保 后头、施厝2社后废

山头、后头、施厝

蔡塘、中仑、洪山柄、墩仔、庄厝、苏厝、西林葛、涂楼、
福相保 涂楼、涵前2社后废

涵前

西宫保 高林、新厝边、前头、洪水头、田里、西村、集美 集美社后废

北山保 霞边、凤头、店里、坂美、仑后、浦东

后郭、高仑、西张3社
何岭保 何厝、岭兜、寻边、皇隅头、后郭、高仑、西张

后废

溪头下、塔头社、茂后社、东坪山、傅厝、珩厝、黄厝、
长塔保 沙岗、山仔前2社后废

沙岗、山仔前

前村、前埔、石村、田厝、潘宅、泥堀、古地石、高仑头、 下行、南山、何仔3社
古村保

石茂头、店上、林尾下、古楼、下行、南山、何仔、柯厝 后废

曾厝埂、西边、上李、港口、前厝、后厝、仓里、前田、
曾溪保 全保后并入厦港区

溪边、下边、东宅

后西保 后埔、刘厝、西潘、穆厝、蔡坑、东渡、顾厝、山后 顾厝、山后2社后废

吕石保 吕厝、乌林、鸟石浦、余厝、屿后、江头街、

庆湖保 浦园、江头、薛岭、濠头、枋湖、梧桐、祥店、江头街

莲坂、浦南、埭头、后坑、官浔、溪仔口、双涵街、西郭、
仙莲保 许厝社后废

仙岳、许厝

昊村、文灶、东山、西山、官都、坂尾、沛茂街、塔厝社、 自塔厝以下6社后并入
吴壕保

将军祠、西边、尾头、豆仔尾 开元区

钟宅、岭下、县后、坂上、尚忠、下张、卢厝、墩上、围 下尾、蚵口、潘宅下3
后安保

里、下尾、蚵口、潘宅下 社后废

后塘社后废．坑园社后
殿前保 殿前、珩厝、后埔、马垅、埔仔、后塘、坑园

被日军征作飞机场

寨上保 寨上、塘边、小东山

蔡厝、塘岸、上何、古塘垅、薛厝、高崎、徐厝、湖里、
竹坑保

村里、下茂

安兜、林后、斗门、安人里、陈厝、西宅、刘厝。荚厝、 自斗门以下13社后被日
后莲保

下尾、内英、龚厝、张厝、仑后、竹仔林、后莲尾 军征作飞机场



·8· 镇情综述

民国27年(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从禾山的五通、何厝沿海强行登陆，进犯

厦门岛。禾山儿女与全岛军民并肩作战，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是役，禾山死难

民众达500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厦门市共设5个行政区，禾山区是其中之一。民国35年(1946

年)6月，厦门市行政区划重新调整，曾溪保11个社全部并人厦港区，吴壕保的6个

社并入开元区。禾山区辖20个保，即文灶、双涵、莲坂、吕厝、江头、安兜、蔡塘、

前村、何厝、泥金、湖里、仙岳、高林、殿前、寨上、坂上、高崎、钟宅、湖边、岭

兜。

民国36年(1947年)，厦门市对各区所辖的保进行压缩。禾山区所辖的20个保压

缩至14个保，分为250甲。详见下表：

保别 所 祷 乡 村 甲数

江头保 江头、祥店、刘厝、薛岭、浦园、鸟石浦、余厝、屿后、西郭、仙岳 25

吕厝保 吕厝、乌林、后埔 10

莲坂保 莲坂、埭头、西林葛 12

文双保 文灶、东排山、梧村、东山、派茂、官兜、浦南、双涵、坂美 18

蔡塘保 洪山炳、古地石、前后坑、中山、高仑头、蔡塘、墩仔、文兴 16

潘宅、石村、田厝、前村、前埔、古楼、涂窟、傅厝、石冒头、林美
前村保 22

下、茂后、黄厝、店上、珩厝、塔头、溪头下

何岭保 何厝、岭兜、塔埔、下保、皇隅头、寻边、东澳 23

东宅、莲山头、西林、马厝、林边、黄厝、新厝边、高林、西村、路

金林保 下后、田中央、坂美、仑后、霞边、浦东、田头、昭塘、西头、店里、 25

泥金、浦口、后头
，

湖边保 湖边、前头、田里、洪水头、穆厝、西潘、蔡坑、桥头、洪塘 16

钟宅保 钟宅 13

坂上保 坂上、围里、上忠、下忠、县后、岭下、墩上、卢厝 15

高安保 安兜、林后、枋湖、斗门、高崎 20

殿上保 殿前、寨上、中埔、小东山、马垅、古塘、后浦 25

湖里保 官浔、东渡、塘边、蔡厝、薛厝、徐厝、濠头、村里、长岸、湖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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