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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本志时限，上起事物发端，下至2007年，部分内容适当下延。

二、本志体例形式为篇章体。志首为序、编纂说明、概述，主体为地理人口、

政治，经济、旅游、村庄建设、居民生活、教体文卫、村风民俗、人物精神丸篇，

志末设大事记、附录，跋。横排门类，全而不散；纵写史实，垂而不断；力求真

实全面，突出民生民计。

三、本志文体，采用规范语体文、记述体。记事详今略古。文字为主，辅以

图片和表格(表格当中“一”表示数据资料不详)。

四、本志所涉及的地名、称谓等以当时的名称为准。

五、本志所涉及的时间等以当时的纪年法为准。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除设人物篇外，在世军、政、科、教、

文、卫、经济工商界人士和能工巧匠等，以事系人。

七、本志依据资料，源自石老人的文字资料、村民口述、实物资料、档案资

料以及上级、社会部门的相关资料，经核实鉴别，考证后采用，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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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村 貌

第五篇村店建设一

建国前，石老人村房屋多为石垒草披，低矮破旧，村内街道弯曲狭窄，公共

设施极少；建国后，出现砖木瓦房；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批二层楼房拔地而起，

房屋质量显著提高，象征着石老人第一批创业者向富裕生活迈出了前进的一步，

同时村内电力、供水、排水、供暖、道路、电汛等基础设施逐步得到改善，新的

村庄格局形成。

第一节解放前

一、解放前村貌

居民曲辉明《风雨五百年之石老人》一诗，即解放初石老人村全貌的真实

写照：

“遍山梯田一渔港，一所小学两祠堂。

四盘石碾四座庙，风雨五百迎解放。”

1949年解放时，除300余栋草屋外，全村仅有围村四周之梯田近2000亩，

村南渔港1个，村东小学l座，曲氏及孙氏祠堂各l座、石碾4盘、小庙4座(北

山山神庙、海卜龙王庙、村东土地庙、村中财神庙)。

二．村落位置与胡同

石老人村坐落于“九沟十八崖”的东沟、后沟、两沟半环内的开阔高地上，

三面依山，一面靠海。坡地远单略带弧形、稍西南向。坡上草木葱郁，沟铋纵横，

开阔的坡地错落有致地逐级F降伸延至海边，村前有湛流路(今香港东路)从村

中东西穿过。现在所知最早李姓来此建造房舍，房屋低矮，胡同狭窄，两人对行

须侧身而过。因早年常有野狼进村，祖辈便在狭窄的胡同两头设栅栏并张网，即

村内最早的胡同“李便门胡同”。之后，曲姓、孙姓、王姓相继到此，以李便门

胡同为轴心，依地势建房，有四家院，三家院和两家院，逐渐形成中街、南街、

后街，西街、北街、大胡同、孙家胡同、王家胡同等。房屋低矮，胡同宽2～3

米不等，胡同多与主街贯穿相通，三五条东两向小胡同因地形影响成为“堵胡同”。

后街向西北通两沟井、王家村、钟家沟、朱家洼、午山等村的便道，大胡同通后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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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井、南街东头、中段向南的胡同各自通向海湾。胡同两侧的居民建房时，为省

石料，以土坯砌山墙，两家房顶连为一体，房顶内建一顶棚，可存放农具杂物，

夏季可在下面乘凉。这种“联屋棚”解放前全村有18处。

三．公用设施

祠堂 曲氏祠堂。建于清嘉庆十三年(1809)。由曲氏族人集资在中街与前

街丁字口处向东50米路南处建。共有4间瓦房(传统小瓦)，3间主堂，l间大门洞。

大门朝北，主堂屋门朝南，总占地约13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4平方米。堂内

设曲氏族谱1宗；陪衬东莲花、西牡丹各l轴；红木香案l具；双耳肚型铜香炉

1只；方斗型铜蜡台1对；仕女花瓶1对；典酒锡壶1只。曲氏祠堂使用至1996

年。解放后，祠堂曾用作合作社仓库和大队办公室。每逢春节，堂内悬挂曲氏大

宗谱，供奉三牲、鱼肉、糖果、香、烛、纸钱。由族长挑选富有阅历，精细，勤

恳的男性老人看护和祭祀曲氏祖先。

孙氏祠堂。与曲式祠堂建于同年。由孙氏族人集资在李便门胡同相隔的东胡

同北端建。共有草堂2间，大门朝东，总占地65．45平方米，建筑面积31．45平

方米。堂内设孙氏族谱l宗；陪衬东莲花、西牡丹各l轴；楸木香案l具；铜香

炉1只；铜蜡台1对；仕女花瓶l对；典酒锡壶1只。孙氏祠堂使用至1950年。

庙 明初村民在东山庙沟西的路北高处，以乱石砌造小土地庙1座。明朝村

民三姓集资重修土地庙，建庙石料考究，主要用于村民为亡故的亲人哭哀报庙(民

间俗称“到阴间报到”)；清嘉庆十一年(1807)，曲、孙、王三姓集资在孙家胡

同南路前建财神庙l座，供奉比干财神，每逢春节及农历七月二十二，村民来此

祭祀财神，香火旺盛；同年，村民在石老人渔港路东建龙王庙l座，供奉龙王爷爷，

庙内悬一横匾，上书“海不扬波”，每逢春节、农历正月十三龙王爷爷生日时渔

民来此供奉香火，以求来年风平浪静，鱼虾满仓；道光二十二年(1842)，村民

在大塔西侧的二松崮涧西山岗上，以乱石砌造山神庙l座，祭祀山神和求雨。4

座庙均使用至1967年，文革期间遭毁。

井 建村后，先祖在后沟、西沟寻泉眼凿砌小井、大井各1眼。井水甘冽，

村民生活用水暂得保障；20世纪初，天旱，农田灌溉与生活用水均严重不足。

民国元年(1912)，村民集资出工，在东沟东南的一低洼处凿井1眼，直径3米，

深5米，乱石间以花岗岩块砌成，长条石封压井口四边。此井四季蓄水不断，井

水略带苦涩，称“南大斟井”；明万历三十四年(1607)，渔民们为解决出海的筏



第五篇村庄建设一

船用水，在湾子西和蝎子沟入海口东挖泉眼，用乱石砌水井l口；民国二十一年

(1932)，渔民集资修建该井，井以花岗岩砌成，长石条封压井口四边。井水甘冽，

四季流水不断。

碾 明正统初年，村民在李便门胡同南的两边设碾1盘，称“中间碾”；乾

隆年间，村民在西街西北处与孙家胡同南端的东面各设1碾，分别称“两碾”和“东

南碾”；约嘉庆初年，村民在孙家胡同与后街交汇处的东边设碾l盘，称“东北碾”。

场院 有后街的中段后场院、村西南场院、东南场院、东北场院、西场院，

西北头场院、后场院。主要供谷物收割后晾晒或打场之用，兼用作夏季村民纳凉、

冬季堆炕土与粪便的场地，也是村内喜事落轿丧事落棺、春节期间唱大戏、跑高

跷及平日孩童嬉戏的场所。

第二节解放后

解放后，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居民生活逐步改善，人口的倍增对住房需求

形成压力，石老人村住房格局随之发生变化。

解放后至1956年合作化之前，土地属私有，3户村民经乡政府批准，在自

家场院盖起新房；1956年合作化，土地归集体所有，但仍有村民在没有入社的

宅基地盖房；1957～1958年，10户左右社员经农业合作社批准在入社宅基地

场院盖起住房。1961年，大队集体开始给社员批地基盖房，每年批15户左右。

地基主要为村内菜地、场院和村周边的非耕地，缓解了部分社员住房难的问题。

1972～1976年，大队在村西、村西北，每年批地基30块左右给社员盖房。新

建房与老村之I’日J建一条宽阔的机耕路，路南与南街两段相接，由南向北沿老村的

村北向东折向北山，连接新房与老村。

1977～1984年，大队在村北机耕路北和村周边的菜地和非耕地、南山以北

及村西南地，每年批地基给社员50户盖房。1985年开始，批115户；1986年

64户；1988年188户(其中包括西南地平房133户，楼房55户)。

80～90年代，村两委先后在村东、村西、村两北及村东南的新规划区内批

给村民宅基地，建起一批独院的二层楼房。

1994年起，石老人整村改造工程启动。同年，村东小区建楼房6座，1995

年建楼1l座，1996年竣工分房。



而老人村暹

截毛1996年底，已形成以老村中央居民区为中心、多个居民陋井口的村序

格局，分别为：老村巾央肼民区，东庄南II J居民Ix：、西南地居民区、机耕路以两

居民区、机耕路以北居民区，机耕路以南居R医，村东南小区一层楼居民Ix：肢东

小区仃·宅搂。

第：啦村庀改逃

第一节规划审批

1992年，石老人幽家旅游度假医成立，石老人村被划八开发范围。随着城

IfH七进程的力¨快．1996年“束，开老人骆村改造l。程启动，共投资6500万元，

新建伟宅楼16万平方米，已打800多门搬进位宅楼。_石】时对村庄进行整体规划

设计，设计方案通过旧家建设部与省rh规划部门专家审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整村改造

蠢々≯‘至

1996年淮流路(令香港东路)拓宽耻

化，石老凡村路北110一民居拆迁。

1 998年5月，利阿北和机耕路南段部

分民居1 38户拆迂。

2001年11月开始．|n村政造拆迂，

东西机耕路的东南部与村东楼区路北共拆

】王120户。

2005年，改造拆迂包括东西H【耕路以

北、吼南的村两f前部，南北机耕路以两平

房厦二层楼．共533户．7万平方米。

ro●■■_

20t)6年，改造拆迂村女；香港东路以南的

326户，4 8万·F方术。

=．楼房建设

1994年村东小【x：建楼6座6甚共144窭。

1996年村东小区建楼ll胜6层，共330套

1999年村一{tIJ、k逢楼4

座6展，共240套。

200l～2002年村中建

楼8班6层，共360窭。

2007年村巾小K共建楼

眯23个，房培l 596垂(小

禽地下室)．其中21个为高

屣楼(包括19个12屡楼，

!个11层楼)，其余2个楼

座为6层楼。21、22号楼心

一楼建钉地下室共96窭。

至2007年底，右老人

2005}*t∞#日*"平#

；楼和南⋯平房、西南地平房共

96}对}m2*建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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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整丰J改造J二程圆满结束，社区居民全揶分到新楼房





西老人村沁

笫i啦J．蛳I【建设

第一节道路桥涵

一道路

解放前，村内街道不整，利外道路多为羊肠小道。20删+纪初，德国侵占青

岛时期，修筑湛流路(香港东路前身)，由湛山直达流清河，穿经石老人村南部．

是青岛』}J区通往崂LI J的必经之路。民国■十一年(1932)，沈鸿烈任青岛市市长

时期，扩建湛流路，淘上修桥。

1951年，石老人乡政府组织渔民义务劳动，修整村内通往石老人渔港的上

路(乐海路子前身)。80～90年代，对村内主要街道进行水泥硬化、绿化和亮

化工程。

1991年，投资33120元

进行道路修建，拓宽村东通

往渔港的路(东海路子)、修

建通往北山石盆水库求侧度

南山抖民区的道路。

1997年，在人佛【11 1、

修通往观光同的r环山路；

2000年．投资30余万元对

该路进行水泥硬化。2005年，

修上环山路并进}，水泥硬化。

二够夏

20世纪初，德人修筑湛 {*路十∞Ⅱ(2006}《)

流路时，在路IV J-寸_东9沟、村西8沟上各设桥涵l处，共1 7处。其中包括丰】旧

滚水桥2处。17桥尼特定名称，均以桥下流经的淘命名。民国二十一年(1932)．

时任青岛市市比沈鸿烈对17桥进行毫斩修固。2007年底，村东9沟的桥涵仍旧沿用。

1993年，在东沟下段与南⋯解放军陆军招待所两曲修筑柯桥l鹰．将海路

与南山住宅区，景医连通。

2005年，在烟台山下的大雁}pI r，修筑花岗岩丌桥1座，砌以汉白千桥f二。



第二节供水排水

饮用水解放前，先民在后沟、两淘惭6啪小井、大升再l眠t民用元年(19I 2)，

村民卅资住利东南沟建砌人圈升；明打历三{无午(1607)．渔民集资在湾子两

再砌水升1眼。这4眼升从建村2始董解放}jf『，是全村生活用水的主要柬源。

1952年，称旱，石笔人乡政府出溃．村民出工．在村身{凿濠水井1眼；1956年，

大队任南嘲和村采北凿分引砌水井1毗，在四阡地北坝上彻石并1眼；1966年，

在村西南湛流路北打水井l眼。

1984{F，住北⋯水库I：建密封沉淀蓄水池2鹰，|殳高匿水泵，隔天放水】次，

每次放水约4000立方术．全村开婿吃上自来水；1996年，更换钢制自来水管道．

同时增加放水量。90午代．村民白发在北⋯大打头涧凿衄的2口酣水小井，也

成为村民饮片j水的来源之一。2000年，投资6000余万元连“三水J二程”．解决

J’垒村生活用水。2005年底，址区实现自动化j】；|水，辑民，E活崩水得以彻臆解l把。

生产用水解放前．水源缺乏．午年苦旱，农m灌溉用水来源’班为沟、井．



叫

居老人村治、 。i、。

人力挑水。

1959年．合作社在蝎r淘、浆沟、东北f{_J伦筑水库篙水，灌溉农田。

合作化时期每年冬季☆㈥叫，人队安排并生产队上山坡、河沟挖掘“鱼鳞坑”

与蓄水池，对梯田水沟进行清理。

1961年，人队购水泵l台，在尔外路北的平地建水塔l座(称“海峰泉”)，

可用水泵抽井水，解决r升涤打水准的Iq题；1962年．人队集体住大柳河槊淘

建小水库l座，“有积水以备旱用”，打破丁水利“靠天吃饭”的^0而。㈦叫按大

队耍求，各，卜产队在各自所辖区域打11二1峨。同午，修建村后淘的水库(现北山

行盆水库)，大坝高12 16米．十方14000立方，蓄水量达6 5万々方米，一r泄

溉农田600亩。90午代以后，先后投资60余万元对水库进{r扩建加同。2007年，

库总容暑达】2万立方米。

70年代．建大截流6个，同时在西沣、四阡分别咖大口水井l几，垒椰Ⅲ

干农田灌溉。80年代冉建截流3个．小塘坝7个，主要供』越村内绿化烛建筑上

程刷水。

90年代，投资lo万几住南阳电千北坡r修善水池羊¨在东北沟(胡桑涧)修

筑水库，2006年山水名吲二期工程施T，任原址r游重修水库，增发栏杆，蔷

水量增大；在利东淘(令彳]老人小学新校前)截流，安蓄水池1胜。

1998年，观光同修筑菩水池6鹰．用于灌溉同内花卉、果耐及荣吲。2002

年整修池庇，进行水泥

硬化，周边修设栏杆。

2005 4二，观光吲

一期民俗村施工期问，

在大石头涧修筑小型水

库2座，j：要I±i于灌溉

Ij|林，于f：为石馥水库起

剑截流、缓冲的作片f。

二排水

建村垒20世纪90

年代．污水随意排放，

没有0门发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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