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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 《地名志》是辑录地名及其有关情况的

文图汇编，也是使用和研究地名的资料性工具书。

根据国家发布的关于地名工作的规定，即墨县自1980年以来，先后对全县

陆域和海域的地名进行了普查、补调和标准化处理。 《即墨县地名志》就是在

此基础上按照《山东省市、县地名志编辑纲要》的要求，通过进一步深入采访，

实地调查，参阅资料，认真考证编写而成的。

这部《地名志》收集了全县各级行政区划、全部自然村落、部分专业部门

与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和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的名称以

及已消失的地名等共1620条，并附有清末以来的古今地图15幅，景物照片40

帧，力求比较全面和准确地记载其历史沿革和现实情况，以适应社会各方面对

地名的需要，而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地名志》是一种新型的志书，为便于查阅使用，对其编写体例．资料来

源以及其他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1．志中列为条目的地名，全系标准地名，是法定通用的名称。

2．各乡，镇名称在志中的编排顺序，先列县城所在地即墨镇，后按所在方

位，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顺序排列；各村庄、街道在乡，镇范围内，亦按此

顺序排列，但在名称来历上属于派生的或有明显相互关系的，则接连排列集中

叙述；自然村条下，主要编记村名来历、建村年代、地理特征等基本情况，其

他项目均集中列入《乡镇行政村一览表》中。

3．党政机关名称不在列载之例。对企事业单位和人工建筑物的名称?则根

据规定选取部分编列。

4．文中均用概略数字，除标明年份的以外，均为1985年的。县和乡镇条中

的数字，多摘自县统计局编印的“统计资料”；村庄条中的数字，’来自各村自

报和乡镇表报，因此只能相对一致。县的“自然条件”中使用的数据，是参照

1981年农业资源调查的资料编入的。所有地名之间的相距里程，均为直线距离。

5．与本县部分地名有关的民间传说，如“永乐扫北”、 “云南移民”等，

只见于口传和族谱记载，而征诸正史，未得确认。除有明显错误的以外，暂保．

留其原说，以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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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墨县概况、历史沿革



即 墨县
Jfm6 Xim

即墨县，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北部。地处北纬36。187——36。37’·东经120。07’——
1"2I。23，之间。东临黄海，西接平度县和胶县，南依崂山县，北邻莱西县和莱阳县，东

北一隅同海阳县隔海相望。东西最长76公里，南北最宽36公里·总面积1780平方公里。以

战国至北齐时的故城地临墨水而得名。

全县现有lo个镇(即墨，刘家庄、灵山，店集，七级，蓝村，．南泉、温泉，王村，鳌

山卫j，20个乡(移风店、瓦戈庄，乔家屯，太祉庄、段泊岚、牛齐埠、大官庄．南阡．

普东、长直，营上．段村，石门，丰城、洼里．大信村，楼子瞳，三里庄，留村，白庙)，

1，0 83个自然村，划为1，031个行政村。居民23．67万户，98．44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O．96万户，7．22万人)，绝大多数属汉族，有160多人分属壮．朝鲜．蒙古。．满、回，苗，

瑶，畲，傣、怒，土家，布依、锡伯等族和外裔。

县人民政府驻即墨镇西部。

自然条件

石渣土57·27万亩，主要分布在东部低山丘陵区，黄坚和黄土63．04万亩，主要分布在乓^
·

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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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下部．山前平地和沿河阶地；沙姜黑土(洼地黑土)，面积52．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19．78％，集中分布在西北低洼区；潮土，面积17．4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55％，其

中河潮土和滨海潮土12．9万亩，滨海盐化潮土4．58万亩，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及河流入海

处的滨海地带；水稻土，面积0．7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0．28％，主要分布在蓝村镇铁路

以南；盐土，面积5．2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95％，主要分布在王村、南阡，温泉等乡

镇的滨海低地。’

县境东部有南阡，温泉、鳌山卫，王村、丰城，洼里等6个乡．镇临海，海岸线长

183．01公里。主要海湾有丁字湾(金口湾)、鳌山湾、横门湾、小岛湾、栲栳湾、峻山湾、

女岛湾。沿海浅海水面约400平方公里(60万亩)，滩涂17．51万亩，部分可供养殖。已

定名的海滩有金口滩，白马滩、芝坊滩、栲栳滩，南滩，大桥滩，泊子滩，黄埠滩、烟台

滩。主要渔港有女岛港，太平港，栲栳头．七沟等。有包括3处乡镇的王村半岛，海域中

有田横岛，涨岛、驴岛、马龙岛，牛岛、猪岛、赭岛、车岛、三平岛、水岛、龙口岛．千

里岛，女岛，赶嘴岛，大管岛、小管岛，兔子岛．狮子岛，女儿岛，马儿岛，长门岩，白

马岛，张公岛等大小23个岛屿，其中有居民的5个。

本县处季风区域，属暖温带季风气候。一般冬春寒冷干燥，夏秋炎热多雨，但无严寒

酷暑。多年平均气温12。C，一月最冷，多年平均一2．4 oC；七，八月最热，多年平均25．3。C。

以四月代表春季，多年平均11．1。C。以十月代表秋季，多年平均14．40C。暮春晚秋昼夜温

差较大，全年积温44100C。无霜期196——234天，农耕期279——290天。降水分布东

多西少。年均降水量，东部为773．2毫米，’西部为612．8毫米，大量集中在六，七，八，

九月份，约为全年的75％，一月最少，仅约6毫米。降水量年际变化很大，1977年只有

420．3毫米，而1964年竟达1356．8毫米。年平均湿度69％。年日照时数西部多，东部少，

城关年平均为2726．4小时，五月份时数最多，长达277．3小时，十二月份最少，只有194

小时。全年平均风速2．8秒米，夏季多东南风，冬季多西北风，大风天数多年平均22天，

沿海30天；1968年最多56天，1970年最少只有3天。最大风力8——9级。亚洲大陆的寒

潮直接影响本县气候的变化，寒潮袭来，在冬季形成严寒，在秋季形成早霜，早冻，在春

季形成晚霜、晚冻，往往致灾。太平洋的台风有时影响本县，往往带来大雨，1949年和1985

年，曾造成严重灾害。

全县土地类型多样，利用指数高。东部地下蕴藏少量铁矿，铅矿和大量石矿，鳌山卫

镇和白庙乡的花岗岩量多质优，已多处开采，刘家庄，七级、南泉、普东等乡、镇的重晶

石，三里庄乡的陶土和大信村乡的翻砂土，也曾开采。成片的林地分布在东南部的山上和

大沽河流域。涝洼地缺乏地下水，其他地区多是裂隙水。温泉镇有自涌高温泉水，是疗养胜

地，现设有5个疗养院。野生动物有鼬．獾，狐、兔等。入中药的动植物有附子，黄芪．

白术、生地、沙参，螟蚣、海螵蛸等百余种。沿海渔盐事业资源丰富，条件优越。

经济状 况

近百年来，主要是农业经济。工商业集中城镇，多是长年或季节性的商贩和手工业，沿海

有盐业和零散的渔业。解放前夕，百业凋敝，经济萧条。建国后，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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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6，411万元，为1949年的21倍，其中工业总产值54，751万元，为1949年

的120倍；农业总产值31，600万元，为1949年的8．6倍；社会商品零售额28，579万元，为

1949年的13．91倍。

农业：1985年底全县有耕地136．94万亩，约占土地总面积的51％。粮食作物以小麦、

玉米、地瓜为主，还有高粱、大豆，谷子，黍子等；亩产量735斤，为1949年的3．75倍，

人均占有粮食885斤。经济作物有花生，棉花，芝麻，药材，烟叶，红麻等，其他农作物

有蔬菜瓜果等。小麦，玉米的种植遍布全县，是当前群众的主要食粮。花生，地瓜主要分

布在东部丘陵地带；红麻，棉花等多种在西部洼地。全县有中型水库4座(宋化泉，挪城．：

王圈，石棚)，小(一)型水库8座，小(二)型水库38座，塘坝284个，扬水站336处，

机电井2，278眼，现有水利工程设施的有效灌溉面积72．25万亩。西水东调工程基本结束，

计划引五沽河水入宋化泉水库，然后提水分送各灌区。全县农业机械有各种拖拉机4，043

台，载重汽车260辆，各种柴油机、电动机，汽油机共15，4lO台，连同其他各种农业机械，

总动力达290，900马力。 ．

蔬菜以大白菜为主，量多质优。还有萝卜，黄瓜，番茄，茄子．辣椒，芹菜、葱，韭、

蒜等，七级镇湍湾村产的紫皮大蒜远近闻名。

林业：解放前夕，林木破坏殆尽。建国后三十多年的经营，至1985年末，全县林地面

积恢复发展到20余万亩，约占土地总面积的7％。树种以杨，柳，泡桐，榆、刺槐，黑松

和棉槐为主。有果园6．8万亩，突出发展了苹果，现已成为全县的主要果树。此外，还有

葡萄，桃，杏、梨、柿等。水果年总产2，503万斤。为更好地平衡生态，调节气候，大大

小小的宜林地正开发植树，或退耕为林，森林覆被率正在提高。

渔业：本县海上捕捞业有较长历史，建国至今有较大发展，除国营渔业外，沿海乡镇

都有集体渔业和个体渔户，全县现有供捕捞用的机帆船634艘，木帆船1，108只，共8，823

饨，年产鱼虾贝藻共13，878吨，主要有鲳鱼，鲅鱼．黄鱼，寨鱼、梭鱼和虾，蟹，贝、蛤

以及藻类，还有海珍品海参，鲍鱼等。水产品养殖是建国后新兴的事业，现有养殖总面积

55，145亩，其中海水养殖面积50，128亩，分布在沿海各乡镇。养殖品种主要有对虾，泥蚶，

贻贝等，还有位于鳌山卫镇的海珍品增殖站在附近岛屿礁石上放养的海参和鲍鱼；淡水养

殖，利用水库和湾塘，共有面积5，017亩，主要放养白鲢，红鲤．草鱼等。

畜牧饲养与其他家庭副业：饲养家畜家禽主要是农村分散圈养。一部分自养自用自食，

大部分投放市场，属家庭副业。畜饲专业户也以庭院圈养为主，因受季节和环境限制，放

牧是定时的小规模的。1985年末，全县存养牛、马、驴、骡等大家畜1．66万头，主要供农

事和运输役用；存养食用畜禽：猪23．19万头，羊1．70万头，禽216．00万只，此外，养蜂

384箱。当年生产肉类约3，142万斤，禽蛋约2，000万斤，蜂蜜2．30万斤。畜牧饲养业的

发展，初步改变了人民的食品成分，也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农民的家庭副业，还有绣

花边，制豆腐，编筐篓，造家具，服装加工等，春节期间应市的有泥胎玩具，爆竹，花炮

等传统工艺品。近年来，繁殖鱼，鸟，培养花卉等副业发展很快，发挥了美化环境，增添

生活情趣的作用。

工业：本县的工业是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的工业生产拥有采盐业，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饲料工业、纺织工业、缝纫工业．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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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皮革毛皮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艺美术品制造业、电力热力蒸汽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工业，炼焦

煤气及煤制品业，．建筑材料及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其他等26个门类。有11种产品被评为省和国家优质产品，其中即墨镶边，即墨老

酒获国家金杯奖，F F C——45A粉碎机获国家银质奖，双菱牌割炬和焊炬、303抽屉锁

获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现有工业企业258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26个．集体所有

制工业企业232个(其中县属企业71个．乡镇企业161个)。县办工厂多数设在县城及其

附近．部分设在蓝村．店集等大集镇。大桥盐场在王村镇大桥村南，餐山湾北岸。

商业：全县现有商业经营机构7·301个．其中国营商店190个，供销合作社345个，其

，他集体所有制商店I，404个，合营商店5个，个体有证商业户5，357个，还有一些部门附

设的零售门市部。近年来饮食业和服务业发展较快，现共有机构2，996个。这些商店摊点·除

集中在县城和乡镇驻地外。几乎遍布各村，较大的村庄甚至有几个小店铺。五日一次的定

期市集已有很长的历史，现在仍是交流土产物资、沟通城乡经济、解决生产生活供求的一

种重要形式。全县现有集市78个．上市万人以上的大集有即城、刘家庄，店集、蓝村等t

上市五千人以上的有灵山、鳌山卫，王村、大信村等。

． 对外贸易的商品收购总值，1985年为7，159多万元，出口商品有抽纱、五金、矿产．
。

工艺品，畜产品，土产品、设备、纺织品，轻工业品、机械、粮油，食品等十多类，其中

有素负盛名的花边，老酒、地毯，抽屉锁、重晶石和花生等。

交通、邮电：本县地处交通要冲，陆路交通有公路和铁路，海上交通有短途班船航线。

过境和县内的公路有干线5条，支线15条：烟(台)青(岛)公路和青(岛)石(岛)公 ．

路纵贯县境中部，济(南)青(岛)公路和青(岛)沙(河)公路经过县境西南部，这4

条过境公路线在县内共长88公里；鳌(山卫)蓝<村)公路经城区横贯县境东西，路长36．1

公里。这5条干线除鳌蓝公路的部分路段外，都是沥青路面。雨雪无阻。境内外联结乡镇

的公路支线15条，境内路长326．8公里，除即(城)刘(家庄)线，牛(齐埠)段(泊岚)

线和牛(齐埠)方(戈庄)线有部分沥青路面共35．4公里外，均为沙土路．基本上可以晴

雨通车。每日有班车来往。1985年末，全县有机动车6，472辆，其中大，小型客车273辆。

大，小型货车l，118辆，全年货运周转量3，764．7万吨公里。

胶济铁路经县境西南，蓝烟铁路经县境西北，二线在蓝村联接，境内有南泉，蓝村、

湍湾，姜家坡等火车站，是本县对外联系的重要途径。 ：

海上客运航线在县境内有洼里乡东陆戈庄至田横岛一线，每日有往返班船。其他岛屿

之间及其与陆上的交通，主要靠渔船代运。

全县现设邮电局，所35个，分布县城．各乡镇驻地和重要地点，办理邮递，电报．电
2

话业务。各行政村绝大部分有电话，可以直接与外地通话。

文化事业

本县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文化事业，建国后获得了全面发展。1985年的基本

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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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而：行县文化{=1’f、共H}‘馆、U啤物馆符l处．乡蚀爻化；4i30个．农村㈥拓馆、

誊334个 县没仃线J．．播站干|I电视举转台．乡镇符设J“捕放人并i．村村彳|．，“播．，’，户h‘呻j

叭。收爵机已经普及，电视机，录音机也逐步成为群众性的文化生活用rl^I县城有叮容纳

千余人的影院和剧院各1鹰．王村．疏村，店集，大信村、洼里，楼子哺、南阡、七级等

乡镇也设有影剧院。以县电影管理站为中心，各乡镇都有电影放映队流动放映。有县办柳

腔剧团1个，长年存城乡间演出。

教育方面：全县有高中9所，分设在县城和店集，蕊村，灵山，王村，刘家庄，赣山

卫．牛齐埠等乡镇。在校学生89班，5，150人；初中106所(其中有公办初中23所)，分

布在各乡镇，在校学生669班，34，955人；小学教育已经普及，现有小学657所．在校学

生3，967班．123，274人；师范学校1所，在校学生10班，507人；教师进修学校1所，

在校学生1个班，+40人；农技中学3所，在校学生24班，1，201人；民办初级农业中学25

所，在校学生128个班，6，000人；聋哑学校1所，在校学生3班，46人。

科技方面：全县工业，农业．水产．林业，轻工，化工、纺织，邮电等局、厂，站、

所和一些农村的生产承包专业队，结合生产业务进行科研活动，有组织．有成果。已成立

的科研机构有农业机械、水产、抽纱、液态模锻等研究所。1984年至1985年获奖的科研

成果共74项。其中获市科研奖的3项， (属工业方面的6项，农业方面的7项)有明显

地方特点的有“对虾高产优质低成本养殖技术的研究”、“青农12号地瓜的选育”，“即墨

县花生田大黑，暗黑蛴螬综合防治”和“泥蚶越冬保苗试验”等等。

卫生方面：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变了解放前广大群众缺医少药、健康没有保障的景况。

现在全县设县医院2所，一在即城、一在店集；中心卫生院6所，乡镇卫生院23所，分布在

除店集以外的各乡镇；精神病院1所，设在三里庄乡；结核病院1所，设在即器镇南部东

城山上；农村卫生所(室)l，071个，几乎遍布每个村庄。

革命纪念地和古迹名胜。

普东乡袁家屯的“人民抗日武装举义纪念地”，牛齐埠乡吴家岭的“中共即罨县委成

立会址”和移风店乡堤前村的?即墨县人民政府成立会址”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纪念地。

南阡乡北团埠庄的“青岛市总工会成立会址”和孙家沟f村)的“中共青岛市委会址”是

解放战争期间的革命纪念地。即墨县烈士陵园，位于城北三公里烟青公路东侧，安葬着1，339

名革命烈士的遗体；孙家沟烈士陵园，位于南阡乡菠萝山上，安葬着312名革命烈．1：的遗

体，他们大都是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姚庆祥烈士祠，位于赣山卫镇姚家

庄东南角，纪念抗美援朝中在朝鲜板门店壮烈殉职的“和平战士”姚庆祥烈士。

本县的古迹较多，有古生物化石区，有大汶1：3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和东周遗址，

有西周、东周，战国和汉，宋、元等时期的墓葬群，有汉、隋、明时期的古城址，有明，

清时期的古建筑。经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南阡大汶口

文化遗址、北阡大汶口文化遗址、东演堤大汶口文化遗址、石原龙山文化遗址，(汉)田

横五百义士墓， (汉)王吉墓群、 e元)重修刘若拙墓和(明)雄崖所古城遗址。此外，-

比较著名的尚有棠，壮武，皋虞．}凡乡、鳌山卫等古城遗址。

名胜有温泉疗养区．鹤山风景区、天柱山风景区和马山地质“柱状节理”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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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的优越，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进一步开发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

县人民正朝着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杯．以改革创新和开拓前进的精神．立足现实．建

功立业。

即 墨县

历史沿革

即墨县，在山东省胶东半岛上．东濒沧波浩瀚的黄海，南面层峦迭蟑的崂峰．西临

汇流萦带的沽河．北控雄踞要冲的灵山．自古以来就以形胜之地载诸史籍。
。

即墨历史悠久。现境内已发现多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如：

东北沿海地带的北阡，南阡和东演堤．南部丘陵地带的石原．西北低洼地带的徐家沟等．

表明远在四千年前．人们就在这一地区过着原始的社会生活。出土的许多石器，骨器、蚌

器和陶器等文物．充分显示了先民的智慧．也标志着即罨文化之古老。

在《禹贡》分域中．即墨地属青州．古为莱夷地。《左传》中记有”隐公元年(。公元

前722年)纪人伐夷”的史实．据《齐乘·考证》．夷国故址在壮武县．即今蓝村一带。

春秋时，即墨地属莱子国。莱是东夷大国．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为齐所灭． ”莱

共公奔棠”j”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据《左传》注：“棠．莱邑也，北海即

墨有棠乡。”按地图标注．棠的故址在今移风店乡古城村。 ．

莱灭后．齐地扩大一倍以上．即墨属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约在公元前347

年左右．齐威王以万家加封即墨大夫．即墨之地名始见于史籍。当时的即墨．治所在今平

度县古岘朱毛村一带．据明万历《即墨志》载． ”以地I临墨水(源出平度东北之墨山)”

’而得名。境内包括今之即墨，平度、莱西、莱阳，海阳．崂山等县以及青岛市。史称齐有

即墨之饶．连袂挥汗与临淄并夸殷盛．战国时期．即墨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富

庶繁华可与都城媲美的地方：早期的货币”齐刀”中，已发现面文上有”节墨法化”．”节

墨之法化”，”节髓之法化”等字样的几种。 (《钟鼎彝器款识》释：商周青铜器铭文中

的”节”通“即”． “墨琶_通”墨“． ”化”通”货”：)当时的即墨可以发行通货·亦

足见其在经济贸易上的地位：

齐滑王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攻齐，长驱直入．连降七十余城·唯即墨

与莒坚持数年未被攻下：即墨大夫战死．众推田单为将．坚守孤城以拒敌：田单施反间计．

继而于齐襄王五年(公元前279年)出奇兵．以火牛袭燕军．乘胜追击．失地尽复．即墨

遂成为历史名城。
’

秦统一中国．设郡置县．即墨始定为县．属齐郡：秦末．群雄并起．公元前209年至’

’公元前202年间．包括即墨在内的齐地．曾发生田儋起齐，项羽分齐，田荣并齐，韩信平

齐，田横殉齐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地处县东横门湾口的田横岛．便是当年田横部属五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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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70鞋金家岭寨(今属崂山县)冕”即墨营”

(在今营卜．乡营上村)，以加强防务。

，宣德八年(1433年)，移于城北5公里处
’

清时．即翟县属山东省登莱菏道莱州府．全县沿用明时区划，仍为7乡、戈lJ81社，城

关分勾3厢、7铺(附表l右)。当时的县界是： “东尽栲栳岛、黄山界，边海一百二十

艰：两逾壮武城，至胶州界六十里，至州治一百里；南至浮山寨，边海九十里：北至三都

河．接髓州府莱阳界人十里．至县治一百八十里；东南尽巨峰，边海九十里；东北至金家

|l·入莱阳界八十里；西南逾胡埠接胶州界六十里；西北距沽河接平度界七十里，至州治

一rr四十里”(清同治《即器县志·船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借口曹州

敦案·强行租借胶州湾．逼迫清廷划出沿岸的部分土地为德租界．其中包括即墨县仁化乡

的F1沙河以}钉地区(今青岛市及崂山县的大部地区)和里仁乡的阴岛(今崂山县红岛)地

I天。第一杉i雌界大战期间．德围失利，无暇东顾．19 14年，胶州湾又为日本夺去，至1922

{F才为我收fUl，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困．-．．年(191 3年)废府改道。即墨县属山东省胶东道，全县划

为12个K(附表2)。民Iq十八年(1929年)划为10个区(附表3)。民国二十年(1931

午，．将第一：p(t寨河以南地Ⅸ和第四Ⅸ聚仙河以南，以东部分地区划归青岛。

i,H37年7月．日本帝围主义侵华，1938年1月17日，即城沦陷．日伪政权于1939年6

月27 f1将即龌县划归菏岛市。成立伪“即攫区办事处”。抗战初期，以“抗日”为名义的

符种武装力量相继组成。1941年，圈民党“即墨县政府”在莱阳成立。这个时期，全县沿

用战前Ⅸ划。日伪控f{iIJⅨ推行保甲制．并改城关三民镇为“新民镇”。1942年9月2 IEI，

巾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丰政府丁即罂县西北部的堤前村(今属移风店乡)建立。1945年

7月原即墨县大致以青(岛)烟(台)公路为界分为两县，路西地区为即墨县，路东地区

为即东县．分别建立民主政权。1938年5月，即墨城曾一度克服。1945年8月，日本侵略

军投降， ，

解放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并々用“两即”建制。属胶东南海地区。即墨县划为154"-区3

个镇，即东县划为13个区1个镇(附表4)，国民党政府将全县划为25个乡，9个镇(附

表5)．并实行保q|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我力量相对消长。国民党政府只能控制

县城和几个据点。即墨城：f1945年8月25 E1首次解放．1946年6月16日再次解放．1949年

5月26 la最后解放．当月31日全县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圜成立后。于1950年三月撤销南海地区． “fllf即”属胶州地区；即墨县

兑0为15个区，3个镇．即东县划为1 3个区；1952年建乡。即墨县划为172个乡，即东县划

为125个乡(附表6)。1956年4月， “两即”合并为即景县，改属莱阳地区，全县划为

18个区(附表7)；1957年凋为15-f"-区、2个镇． (附表8)；1958年改为2个办事处、

8个区，2个镇(附表9)。1958年6月撤区。划为37个乡、2个镇；9月改属青岛市，

成立37处人民公社：1961年3月改属烟台地区。同时．将城阳、棘洪滩、马戈庄、河套、阴岛等

5个公社划归爵岛市崂山郊区．全县划为24处公社(附表10)：1963年改划为26处公社；1972

年改划为30处公i,k(附表11)。1979年．改属青岛市。1984年4月．以公社的范围为基础，改

划为10个镇20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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