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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县概况

崂山县位于胶州湾畔，东临黄海，系青岛市的一个郊区县，西、北与胶县，即墨县

接壤。地处北纬三十六度零三分至三十六度=十三分，东经一百二十度零七分至一百二

十度四十三分之间。总面积八百七十点四平方公里。现辖十三处人民公社，一个街道办

事处(李村)，五个居民委员会(李村四个，铁路新村一个)，四百一十二个生产大队，六

百七十六个自然村，三个片村，两个农点，十六万七千三百四十八户，总人口六十四万

八千一百一十五人(其中城镇非农业人口五万零七百三十人)(1982年底统计数)，内有汉

族六十四万六千二百四十五人，回族四十八人，朝鲜族九人，满族一百一十人，蒙族七

人，苗族二人，白族一人，土家族八人，高山族一人，藏族一人。县人民政府驻李村。

崂山县正式建置于1961年10月，因境内有驰名中外的崂山，故以山命名。

(一)

历史沿革与政区变化概况：

崂山县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隶属即墨。1898年3月，德国迫清政府订

立胶澳租约，将南窑半岛偏东海岸处起，向北沿山脊经砖塔岭西南山口之山神庙，再

沿东北向山路平折而东，经五指峰西略作弧形，折向西偏北，经蔚竹庵背后山坡，北向

土蛉口子前，由此西北沿棒石山脊，抵北窝落村北之以西地区，再经瓦房南山沿自沙河

以南地区及海西之阴岛划归德国租界。青岛区以东地区为德租界李村区，以西为海西

区。其余地区仍属即墨县。1922年12月中国收回胶澳租地，设立胶澳督办公署。1931年

国民党政府将市郊地区扩大，设立李村，崂西、崂东、夏庄、阴岛五个区。1938年日本

占领青岛，将原李村、崂西，崂东三个区，改划为八个区一个镇，归八联区联合办事处

领导。将原属夏庄区的黄埠，源头、丹山以西地区和原属四沧区的石沟、大枣园、宋哥

庄以北，至自沙河以南地区，划归仙家寨区，阴岛区原制未变。以上三个区均属青岛市

领导，1941年末撤销八区联合办事处，设立青岛市崂山行政办事处，又将夏庄、仙家寨

两区并入，共辖十个区，一个镇(李村)。1945年日降后，国民党政府仍恢复1931年时期

的五个区。1949年6月解放后，设南海专区崂山行政办事处，将阴岛区划归即墨县，接

管崂东，崂西，夏庄三个区及原即墨县辖的流亭，宅子头、牟家村等=十三个村，分

设八个区。1951年4月划归青岛市，改称青岛市人民政府崂山办事处，将原八个区与市

辖的李村、浮山两个区及四沧区的部分村和即墨县辖的果园、东铁骑后、西铁骑后等十

二个村划入，合并成立九个区。1953年6月，改称青岛市崂山郊区人民政府。1956年8

月撤区(保留崂东区)并乡，共划三十二个大乡，由郊区直接领导。1958年将三十二个大

乡组建为八处人民公社。1961年3月，将原属即墨县的城阳，棘洪滩，马哥庄、河套

阴岛(现红岛)五处公社划归崂山县人民委员会领导，1967年2月，改称崂山县革命委

，



会。1981年2月，召开了崂山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螃山县人民政府。

，，一、
＼一／

自然地理条件s崂山县位于青岛市郊，三面环海，一面与陆地相连，海岸线长一百

五十五公里。沿海有大小岛屿二十个(均无居民)，其中面积较大，对国防、航海、渔业

有重要意义的有潮连岛(沧舟岛)大福岛、长门岩，大公岛等。有大小港湾四十五个，其

中对国防、渔业有重要价值的有胶州湾、仰口湾、青山湾、登瀛湾，沙子口等。

县境地形是东高西低，东部山区以巨峰(崂顶)(海拔一千一百三十三米)为中心向西

北、西、西南方向延伸，形成标山、石门山、午山——浮山三大支脉，区内峰峦耸立，

怪石嶙峋，川谷深陡，组成三百八十四点一平方公里山川地带，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

四十四点一。海拔在二百五十至一千一百米之间，石质多为合成岩，片麻岩、花岗岩

等。全县三十一点四万亩林区，草地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

中部浅山区，属丘陵地带，面积为一百九十点四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

二十一点九，海拔在五十至二百五十米之间，地质多为沙，砾，壤土，黄，黑色粘土。

西部平原，系即墨县西南部平原之延伸，地处墨水河，洪江河、桃源河两岸，地势

较低，海拔约在三至五十米之间，地质多为黑粘土、沙砾，土壤，土地较肥沃，面积为

二百九十五点九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四，是县内主要产粮区。

全县境内有大小河流二十四条，多属季节性河流。发源于崂山及其支脉，为山洪河

道，坡陡流短，雨季山洪倾泻，水流湍急，旱季源断流绝。较大的河流有白沙、李村，

张村三条河。为了供市区用水，自1909年德日占领以来就先后在李村河下游挖深机井三

十一眼，建阎家山水厂。在白沙河下游挖深机并五十余眼，建黄埠和仙家寨水厂。解放

后在黄埠、仙家寨又增挖深井三十余眼。并新建了流亭和中韩两水厂，分别挖水并二十

眼和十五眼。其次是洪江，桃源、墨水三条河，因地处平原，坡小流缓，不遇大旱之

年，一般水流不断，两岸多得灌溉之利。但桃源河在汛期泄洪时，往往受大沽河水顶

托，造成河水泛滥，易受洪涝灾害。

气候概况。属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变化明显，夏季东南风来自海洋，空气湿

润，气候温暖，无高温酷暑，冬季西北风多来自欧亚大陆气候较冷，雨雪稀少，大陆性

气候较明显。

年平均气温摄氏十二度左右。最冷为一月份，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二度左右，但县

境北部及西北部地区一月份平均温度却在摄氏零下三至五度之间。最热为八月份，平均

气温为摄氏二十五度左右，南部与北部温差在摄氏一至三度之间。

极高气温摄氏三十六点九度，极低气温摄氏零下二十点五度，积温值历年平均为四

千四百九十三点八度，1980年较历年平均略低，为四千四百七十八点三度。

年平均总降水量七百五十至八百毫米，雨季开始于六月下旬，结束于九月上旬，历

时两个多月，一般降水量约四百五十毫米左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多

集中在七、八月阊。初霜期为十月下旬，终霜期四月上旬，历年平均有霜期九十天左

右。年平均风速为每秒五点七米，夏季风速较小每秒四点五米，年大风平均天数约=十



至：十五天，沿海可达三十至三十五天左右。

建国后，三十年来，年平均日照数为二千五百一十五点一五小时(最多年份为二千

七百七十四小时，最少年份为二千二百四十点八小时)十二月份最少为一百七十七小时。

由于春冷回腹晚，再加冬春两季雨雪稀少，常常出现春早，影响冬小麦的正常生长

和春耕播种，有时汛期提前，影响小麦的及时收打，造成霉烂。秋季气温高，冷的较

晚，且时有阴雨天气，影响秋收秋种和切晒地瓜干。冬季由于多西北季风气候寒冷。但

又因受海洋影响，寒冷程度比内陆稍缓，故有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净之说。

自然资源和经济状况t口崂山矿泉水。，含有多种营养的矿物质，加工制成高级饮

料，畅销国外，誉满全球。石英石，是防护耐热用具的主要原料，解放初期，曾在王哥

庄公社一带开发过，后因防护设备不佳工人得矽肺病者颇多，遂令禁止开发。峰山脚下

近海处之碌石滩盛产碌石(又名海底玉)是用作石雕之佳品。水晶石尤为崂山特产珍品多

属黑、茶、紫色(无色透明者极少)故称墨晶、茶晶，可制作墨镜、首饰、印章等。螃山

的岩基主体为花岗岩，是很好的建筑材料，首都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

堂等建筑多用此石。胶州湾之海水是制作原盐的自然资源，解放后盐业有了很大的发

展，县境西部河套，马哥庄，棘洪滩，仙家寨公社沿海地区之盐场，1980年产量已达三

十万吨。至于其他金，铁，锰等矿物，皆因含量稀少，无开采价值。野生植物；崂山盛

产细辛，柴胡、桔梗、远志，半夏，酸枣仁、紫草，藁本，单叶草、玉竹、灵芝等中草

药。野生动物有四脚蛇，蝮蛇，狼，獾，狐狸、黄鼠狼、石鸡、鸱，鹗、土鳖、蝎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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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全县耕地总面积为四十一点一万亩(其中平原地二十点一万亩，约占百分之

四十九，丘陵地十三点六万亩，约占百分之三十三，山地七点四万亩，约占百分之十

八)，粮田面积三十点七万亩。农作物以小麦、玉米、地瓜为主(1980年小麦播种面积

十八万八千五百亩，单产三百七十七斤，总产七千零九十九万斤。玉米播种面积十三点

五五万亩，单产八百零三斤，总产一亿零八百八十三万斤。地瓜栽植面积十四点零二万‘

亩，单产七百八十五斤，总产■亿一千零二万斤)。全年粮食亩产九百七十一斤，总产

二亿九千七百八十三万斤，较建国初期的1949年亩产二百五十三斤增加了近三倍，总产

量增加了一点五倍。

为了贯彻郊区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蔬菜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莱田面积1980年

增至四点五万亩，亩产一万一千零八十斤，总产量四亿九千八百五十八万斤，总产比

1949年增长四点三倍。特产啤酒花，全县种植二百八十四亩，总产三十二万斤，每斤零

点四八元，产值一百五十三点六万元。

果树占地四点四万亩，果树一百七十万株，大部分布在东部山区和丘陵地带。品种

主要以苹果为主，梨、桃，杏等为次。1980年总产量二千七百～十三点一四万斤，较1949

年增长一倍以上(最高年产量四千七百万斤)，其中苹果一千四百一十七点四二万斤，

梨八百五十八点六五万斤。

林业。建国后历年造林三十点七万亩(其中有琉林地五点三万亩)尚有宜林地七点三



万亩。农田林网面积八点八万亩。四旁植树五百九十四点四万株

槐、泡桐、落叶松，黑松等三十余种。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的百

之二十三，1980年树木采伐量二千三百九十九立方米。同时木本

十六点六万株，并初步开始收益，年产板栗九万斤。茶树一百三

二千零四十三斤．南竹北移栽植技术已初获成功，现已开始推广

，．畜牧业t 1980年底，生猪存养十八点四五万头，年为国家提

比建国初期增长十六点三七倍。。羊八千三百只，年产奶二百五十

万只，年向国家交售鲜蛋三十二点七万斤。大牲畜年底存栏八千

头，马三百头，骡八百头，驴一千二百头)。 ，

渔业t我县海岸线长，港湾多，水产资源丰富，鱼类主要有鲅鱼、带鱼、白鳞鱼、

鲐鱼、黄花鱼、梭鱼、海蜇等，还产少量的鲍鱼，海参、对虾、石花菜和各种贝类等名贵

海产。全县渔业大队三十五个，有机动渔船九百零八艘，一万七千一百二十二马力，非

机动船一千三百五十一只，总吨位四千零三十三吨，1980年捕捞水产品二万零五百四十

四吨。

副业：我县一是地少人多，劳力充裕，二是靠山面海，多种经营门路广，三是城市近

郊可为大工业服务，四是有些传统的手工工艺生产，如绣花边、制假发等，有较久的传

统。因此，工、副业和多种经营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1980年队办

工、副业收入一亿六千二百四十二万元，人民公社总收入为三亿零七百九十四万七千四

百元(包括社办企业收入七千五百八十一万元)农、工，副业经济收入和各项分配所占的

比重，具体可从下表中看出。

1980年农工副业经济收入分配情况表’ 单位。万元

数＼丽 占总收 纯收入分配 每人平均 社办企业

＼嬲、目 总收入

类N 入的％ 合计 国家税收 集体扣留 社员分配 (元) 收 入

合 计 23，213．74 100 14，561 693 2，556 11，312 192 7，58l

粮 食 2，932．87 12．63

蔬 菜 1，648．34 T．1

水 果 329．62 1．42

林 业 133．98 0．57

畜 牧 399．T8 1．T2

工副业 16，242 70 7。58i

渔 业 888．5 3．82

其 他 638．65 2．74

说明I I·社员家雇副业收入，人均十五元，加集体分配致，共计二百霉七元·

2·总收入加社办企业收入为人民公社总收入，计兰亿零七百九十四万七午四百元．

水利基本建设。从1958年公社化到1980年底，建成水库六十四座：其中中型的有崂

山水库(蓄水量为五千八百九十万立方米，多为城市供水用)，书院水库(蓄水量一千五

0



百八十万立方米)，小(一)型三座，小(二)型五十九座，塘坝六百五十四座，总库容量为

一亿零七十一万立方米，打电机井三千二百九十五眼，机电排灌扬水站二百五十九处。

有效灌溉面积二十九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使二十四点六万亩土地得到高

产稳产、早涝保丰收。 一

一!农业机械：1980年全县拥有机械总动力=十点六万马力，平均每个生产大队五百零

四马力，主要有；大、中型拖拉机一千零三十七台，小型拖拉机一千八百三十一台，磨面

机八百八十三台，粉碎机一千零六十一台，碾米机二十六台，榨油机四十五台，铡草机

一百五十八台，播种机六百七十七台，收割机四百零五台，脱谷机一千八百二十二台，

扬场机五百八十二台，农用汽车三百零一辆，三轮车四十八辆。全县村村通电，全县用

电总量九千八百四十万度，从耕播、收割、脱粒、加工，运输、照明，基本上实现了机

械化和电气化。 -：’+‘
“。

(，四’)；

． 工业s解放前工业基础微薄，全县仅有四十至五十家个体手工业。如榨油、制砖、

瓦、硫磺、衣服，鞋、帽、铁匠炉等小型店铺。解放后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有轻

工业，而且有重工业，现有钢铁，拖拉机，造船、汽轮机配件、农机修造，汽车修配、

脱谷机，电机、机械、化工，水泥、砖瓦建筑材料、印刷、纺织，木器、搪瓷，乳品加

工、食品、酿酒，粉丝、被服、花边等二千一百九十六个厂(组)，其中县办厂二十九个，

社办厂六十八个，队办工副业厂(组)二千零九十九个。1980年工业总产值一亿五千三百

零六万元(不包括队办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五，崂山花边厂生

产的4镶边大套希历史悠久，和新产品“百代丽”都闻名中外，畅销欧，美，亚等五十多个国

家，颇享盛誉。食品厂生产的糕点，酿造厂生产的“崂山特蓝”白酒均列为省内优质产品。

交通：胶济铁路贯穿本县所辖仙家寨、城阳、棘洪滩三处人民公社，青岛通往济南、

烟台、石岛、临沂，连云港等公路，均经我县李村，仙家寨，城阳、棘洪滩，马哥庄、

河套等公社。县内公路全长五百余公里，以李村为枢纽，四通八达，货运量1980年三百

零三万吨。货运周转量四千四百三十九万吨公里，县内客运交通，由青岛市人交公司

经营，以李(村)台(东)路，李(村)沧(口)路两路连接市内各区。以李(村)王(哥庄)、李

(村)沙(子口)、李(村)崂(大崂)等公路干线连接县内东部各社队，日乘客二万六千余

人次(含市内二万人次)。有青(岛)胶(县)公路连结县境西部五个公社。由板桥坊车站发

往城阳、棘洪滩、马哥庄、河套，红岛公社班车每日十余次，日乘客一千五百余人次。

邮电通讯：县设邮电局。县城李村及李村公社所属大队全部安装了自动电话机I其

它各公社都设电话总机，摇转各大队。各公社有邮电支局或邮电所。书、信、报、刊、

电报等传递及时。

(五)’。

文教卫生z解放前境内中等学校只有李村师范和崂山中学(驻沙子口)。有学生五百四



十人，教职员八十四人，初、高级小学一百三十七处，在校学生二万四千一百九十五人，教

职员工八百二十八人，解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据1980年底统计，完全中学十四处，中等

师范学校一处(1983年改称十五中学)。初级中学和小学附设初中班十六处，小学一百九

十处，教职员工六千三百九十七人(其中民办=千六百三十八人)，在校学生达十一点

一万人。现有影剧院四座(有座席四千零七十六个)，县成立了电影管理站，放映队十三

个(放影机三十五毫米四个，十六毫米九个)。年观众一千八百五十九万人次，吕剧团一

个，年观众三十一万人次。县设立了文化馆、图书馆、展览馆各一处。公社成立文化站

十三处。公社、大队、城镇居民较普遍地购买了电视机、收音机。县建立了广播站、公

社有放大站，有线广播遍布农村，全县广播线路达八百三十九杆公里，广播喇叭十万零

五千个。
‘

医疗卫生。解放前境内仅有李村区卫生所一处，医护人员十余人，设备简陋，条件

极差。城阳，流亭、晓阳、沙子口、河套，惜福镇等还有私人开设中西医诊所八处，中

西医生二十五人。其它村镇有私营个体小中药铺五家和串乡治病的中医共一百零二人．

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现有县人民医院一处，县分院四处(北宅、惜福镇、马哥庄，城

阳)，公社卫生院九处，卫生医务人员共九百六十人(其中中医七十二人，西医师九十九人，

医士二百四十二人，护士一百六十八人)，总床位七百一十九张。机关、学校、工厂、企

事业等单位建立卫生室九十九个，拥有医护人员一百九十一人，床位三十张。县有卫生

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及其它卫生事业机构，职工共九十九人。大队全部实行了合作医疗，

设有卫生所(室)四百零七个，赤脚医生一千三百七十人。计划生育工作，1980年人口出

生率为千分之十点三，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六，是省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县。

名胜古迹：崂山地区历史悠久，据考，远在四千年前就有人定居，创造了灿烂的文

化，留下了很多的遗迹。解放后有计划地进行了两次普查，其结果属省级保护的大汶口，

龙山文化遗址一处——城子原始社会遗址，市级保护的龙山文化遗址二处——半阡子

(在傅家埠)，李家宅子头遗址。县级保护的有霸王台，财帛(贝)沟，西窑顶三处均系东

周社会遗址。李村枣儿山下的康有为墓，亦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崂山是游览胜地，古人誉为神仙窟宅。庙宇很多，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座有名庵之说-有

始建子汉的搿太清宫”、。通真宫一I北魏始建的g法海寺嚣I唐朝始建的“明道观静，口白云洞帚l

北宋始建的搿上清宫”、。太平宫”、口百福庵修l金代始建的口明霞洞”，元代始建的g华楼宫一，

q黄石宫”、口凝真观”l明代始建的搿蔚竹庵修，皇华严寺”、蠢太和观”等。另有白云庵、潮海院，

寿阳庵、玉清富等庙宇的创建年代无从考察。惜上述庙宇经十年动乱，现已所存无几。

文物古迹：前太清宫藏有明万历戊戍年刊《道藏》一部，华严寺藏明万历年间手抄

本<<册府元龟》一部，清顺治九年刊本《藏经》一部及山东农民起义首领搿于七丹之画像

等，都是珍贵文物(现藏市博物馆)。

石刻；崂山石刻颇多，从晋，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解放以后，

均有名人题的诗、词、字，镌有各种书体，年久者多已漫漶不清，唯太清宫之g波海参天靠。

华严寺之g山海奇观斧及康有为之五言诗，杨得志之冠顶诗等，均尚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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