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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建置区划

第一章 隶 属

第一节 建县前境域归属

夏时，地属嵎夷，亦称东夷。商时，属青州。周时，属莱国。春秋时期，

先后为齐国莱地、牟子国地。秦时，属齐郡腄县(治所在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置育犁县(治所在今育黎镇城阴村南),此为境

内第一次置县，属青州东莱郡。东汉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育犁县并入东牟县。

三国时，属魏国青州长广郡东牟县。晋时，属青州东莱郡牟平县。

北魏时，属光州东牟郡观阳县(治所一说为今牟平观水，一说在今海阳发

城)。北齐天统四年(568 年),由牟平县、观阳县析置文登县，境域改属光州长

广郡文登县。隋开皇十六年(596 年)，改属青州东莱郡观阳县。

唐武德四年(621 年)，属河南道登州东牟郡观阳县。贞观元年(627 年)，改

属莱州文登县。麟德二年(665 年)，属登州牟平县。五代因之。宋时，属京东

东路登州牟平县。金时，属山东东路宁海州牟平县。元初，属益都路宁海州牟

平县。明洪武元年(1368 年)，牟平县省入宁海州，属山东省登州府宁海州。

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置海阳县，境内原属宁海州的乳山乡全部(�辖于疃

社、石山社、野子社、玉泉社、宽洪社、龙山社、登宁社、邵村社、桃花社)�

和城阴乡的鲁济、兴善两社划归海阳县，其余仍归宁海州。

民国三年(1914 年),宁海州改称牟平县，境内分属山东省胶东道(民国十七

年改称东海道)牟平、海阳两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分属山东省第七行

政区牟平县、海阳县。

第二节 建县后政区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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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2 月，中共胶东区委决定划牟平县南部和海阳县东部建一个新的县

级行政区。2月 20 日，中共东海地委派林孟舒、刘善洲到下万口村主持召开建

立新政区筹备会议，会上决定：新政区范围为牟平县八、九、十区全部和六区

的崖子、崮头、嵩村、二海 4个乡，七区的午极、自由 2个乡共 452 个自然村；

�海阳县三区全部和二区的岠嵎、界河 2乡共 255 个自然村,合计 707 个自然村。

以牟平、海阳县名首字取名牟海县。3 月 7 日，牟海县的共产党组织代表、群

众团体代表和爱国人士代表共�121 人，在徐家村村召开首届牟海县临时参议

会，宣告牟海行政公署正式成立，隶属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山东战

工会)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东海专员公署。1942 年 9 月，牟海县全境解放，

改属胶东行政区东海专区。

1945 年 1 月 26 日,牟海县更名乳山县(以境内南部的大乳山命名)，隶属不

变，并确定夏村为县城。1950 年 5 月，胶东行政区撤销，东海专区改为文登专

区，乳山县属之。1956 年 3 月，文登专区撤销，乳山改属莱阳专区。1958 年

10 月,撤销乳山县，原所辖育黎、崖子、午极、冯家、诸往、石头圈、下初、

上册 8个公社划归烟台市(1959 年 1 1 月划归牟平县)，夏村、乳山寨、白沙滩、

唐家、海阳所 5个公社划归海阳县，南黄、洋村公社划归文登县。

1961 年 10 月 5 日，根据国务院〔1961〕议字 34 号文《关于恢复山东省禹

城等�22 个县和设兖州、崂山两县的决定》，恢复乳山县，隶属烟台专区。翌年

1月 1日，县人民委员会正式挂牌办公。1983 年 8 月，烟台专区改为省辖烟台

市，乳山县隶属烟台市。1987 年 6 月，威海市升为地级市，乳山县改属威海市。

1993 年 7 月 17 日，国家民政部以民批〔1993〕153 号文件批复，同意撤销

乳山县，设立乳山市(县级)，以原乳山县的行政区划为乳山市的行政区划。8

月 8日，市政府正式挂牌办公。

第二章 境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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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2 月建县时，境域为原牟平县南部 452 个自然村和海阳县东部 255�

个自然村。县境东端至里岛村(今属文登市)，西端至青山村，东西跨度 63 公里；

南端至南黄岛村，北端至巫山村，南北跨度 47 公里，总面积为 1607 平方公里。

1945 年 1 月 15 日，西境上沙家至井乔家以西的东涝口、西涝口、东凤凰

崖、西凤凰崖、东井口、西井口、下沙家、草庵、青山、枣林、泊乔家、马石

店、后泊、南果子、北果子、姜家夼、南马石、台上、沟东、矫家泊、转山头、

河西、南李家等 25 个自然村，划归新成立的牙前县。县境西端由青山变为西尚

山，境域东西跨度缩短 5公里，全县总面积 1518.75 平方公里。

1949 年 12 月，牙前县撤销，原划归牙前县的 25 个自然村和海阳县的黄草

场、松树夼、柳树、院下、前夼、砂旺、后夼、史家 8个自然村，划归乳山县。

县西境延至柳树村，境域东西长度增至 67 公里。1951 年 12 月，黄草场等 8�

个村复归海阳县，乳山县恢复置县时境域。

1956 年 4 月，东境西店子至西浪暖以东的东店子、朱家庄、徐埠头、七甲、

瓦砌埠、才院、万家庄、紫草泊、裴家岛、芦上、小观、生家埠、百寿庄、出

林庄、垒子、榆树底、东浪暖、二王家、许家、南稻地湾、北稻地湾、万家寨、

孙家寨、风口集、外岛、里岛、吴家、菠罗岛、港北崖等 31 个村划归文登县。

1957 年 12 月，西浪暖村复归乳山县。1958 年 7 月，牟平县大虎岚、小虎岚、

正甲夼、卧龙、石字岘、由家庄 6个村划归乳山县。时县境东端由里岛缩至西

院后，境域东西长度为�60 公里。

1961 年 10 月乳山复县时，东境以黄垒河为界，黄垒河以东原属南黄公社

的万家口、鱼池、于家庄、隋家庄、郐家、徐家庄、北黄、大芦头、吴家庄、

小芦头、坦埠、北七口、南七口、小营、庙东等 15 个村留属文登县。1964 年 6

月，乳山口外的小青岛由海阳县划归乳山县。直至 1993 年撤县设市后，境域未

变。东西横距 60 公里，南北纵长 47 公里，全境总面积 1653.89 平方公里。

第三章 行政区划



4

第一节 区乡村制

1941 年 2 月建县时，划 7 个区 52 个乡 678 个行政村。区名按数字排列称

谓。�各区区划范围：第一区，今海阳所镇、白沙滩镇和乳山口镇东部；第二区，

今大孤山镇、徐家镇和城北镇南部及南黄镇西部；第三区，今南黄镇东半部和

文登市小观镇大部及铺集镇西部；第四区，今冯家镇、下初镇；第五区，今午

极镇、育黎镇和下初镇西部及城北镇北部；第六区，今崖子镇、马石店镇和诸

往镇西北部；第七区，今夏村镇、乳山寨镇、乳山口镇大部及大孤山镇西部。

当时境内尚未全部解放，国民党投降派苗占奎、丁綍庭、秦毓堂部仍占据海阳

所、腾甲庄、黄村、午极、崖子等村庄，境内尚有 6个国民党区政府及若干个

乡政府,但所占地域面积很小。其时，各区、乡实际管理范围时有变动。

1941 年，牟海县各区辖乡、村情况如下：

第一区 辖堕山乡(14 村)、望海乡(14 村)、临海乡(13 村)、西山乡(16

村)，其余 4乡 55 村为国民党占领区，未正式建制。

第二区 辖黄山乡(14 村)、万户乡(12 村)、孤山乡(13 村)、三山乡(11

村)、峒岭乡(13 村)、寺山乡(12 村)、观海乡(10 村)。

第三区 辖香山乡(16 村)、永峰乡(9 村)、太平乡(11 村)、南黄乡(9 村)、

胜泉乡(13 村)、风岭乡(9 村)、环海乡(12 村)。

第四区 辖圣水乡(11 村)、汤泉乡(10 村)、安乐乡(16 村)、冯家乡(12

村)、竹山乡(13 村)、铜山乡(12 村)、大安乡(15 村)。

第五区 辖自由乡(10 村)、午极乡(12 村)、进德乡(13 村)、由古乡(13

村)、玉林乡(11 村)、双山乡(13 村)、福山乡(14 村)、曲水乡(11 村)。

第六区 辖崮头乡(13 村)、发云乡(13 村)、二海乡(16 村)、蒿林乡(16

村)、龙口乡(15 村)、里仁乡(11 村)、城阴乡(15 村)、铁山乡(14 村)。

第七区 辖山后乡(16 村)、岠嵎乡(15 村)、泗水乡(16 村)、夏村乡(10

村)祝家乡(17 村)、曹城乡(17 村)、江村乡(12 村)。

1942 年春，将 7个区析划为 13 个区，取消乡建制。1942 年 9 月，全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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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政区划和实际管理区域统一，各区机关有了相对固定驻地。各区辖域范

围如下：一区海阳所一带，二区白沙滩一带，三区果园一带，四区珠塂一带，

五区东浪暖一带，六区砦里一带，七区冯家一带，八区午极一带，九区育黎一

带，十区哨里一带，十一区东诸往一带，十二区南司马庄一带，十三区唐家一

带。同月，由十三区析建夏村镇(辖夏东、夏西、夏南、夏北、夏中、南江村、

北江村、岚子后、金碃岭、黄埠崖、南庄、北庄、炉上、小兰家庄、崔家 15

村)。1944 年 9 月，撤夏村镇建十四区。

1945 年 1 月 26 日，牟海县更名乳山县，同时将区名改以地名称谓，共辖

446 个行政村。各区名称和驻地：一区称港里区，区公所驻海阳所，辖 28 村；

二区称堕崮山区,区公所驻桃村李家(后迁白沙滩),辖 31 村；三区称黄山区，区

公所驻果园(�后迁河东)，辖 30 村；四区称南黄区，区公所驻珠塂(后迁南黄)，

辖 40 村；�五区称浪暖区，区公所驻东浪暖(后迁小观)，辖 36 村；六区称汤泉

区，区公所驻砦里(�后迁瑞木山)，辖 2 9 村；七区称冯家区，区公所驻冯家，

辖 26 村；八区称午极区，区公所驻午极，辖 29 村；九区称育黎区，区公所驻

育黎，辖 32 村；十区称崖子区，区公所驻港里(后迁崖子)，辖 28 村(此时，该

区西部 17 个行政村划归新建的牙前县)；十一区称铁山区，区公所驻东诸往，

辖 33 村；十二区称司马庄区，区公所驻台上(�后迁南司马庄)，辖 34 村；十三

区称腾甲庄区，区公所驻改造夼(后迁常疃)，辖 34�村；十四区称夏村区，区

公所驻夏村(后迁石村)，辖 36 村。1949 年 10 月，析夏村区重建夏村镇。12

月，增设马石区，区公所驻马石店，辖 17 村。时全县共设 15�区�1�镇。1950

年 7 月，区名复按数字排列称谓(马石区列第十五区)，各区辖村不变。

1951 年 1 月，根据《山东省乡人民代表会议试行组织条例》之规定，�开

始建立乡政权。至 5 月，全县共建乡政权 159 个，分属 15 个区政府。同年 12

月，撤第十五区，所辖黄草场、松树夼等 8村划归海阳县，余者并入第十区。

各区辖乡如下：

一区 辖海阳所、张家庄、赵家庄、大庄、水头、西泓、南泓、黄岛、杜

家岛、李家、南夼 11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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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 辖白沙滩、常家庄、宫家、大陶家、董格庄、玉前庄、小陶家、焉

家、大单家、桃村王家、吉林、六村屯 12 乡；

三区 辖胡家、万户、大史家、小史家、上册、上夼、店子头、林家、八

里甸�9 乡；

四区 辖峒岭、岭上、徐家、老鸦庄、洋村、归仁、杨家屯、南黄、珠塂、

斜山、冷家、湾头、黄疃 13 乡；

五区 辖北黄、坦埠、七口、万家口、三庄、店子、紫草泊、才院、小观、

洋水、西浪暖、稻地湾、垒子 13 乡；

六区 辖汤上、马家泊子、万家、官庄、吉子园、花家疃、徐家村、北寨、

东庄 9乡；

七区 辖冯家、河南村、马台石、山前庄、史家疃、下初、三甲、段家、

吕格庄 9乡；

八区 辖中庄、南庄、宋家庄、土心头、西泊、黄格庄、小寨、卢家、柳

家、午极 10 乡；

九区 辖房屋、七甲、西纪村、南北山、小疃、藏金夼、汪水、育黎、北

西屋、勇家、鲁济 11 乡；

十区 辖河北、由古、大崮头、泽科、港里、岛子、蓬家夼、山东、崖子、

马石店、北果子、青山、台上、井口、涝口 15 乡；

十一区 辖诸往、许家、冷格庄、流水头、崖后、龙口、尚山、铁山、垛

疃、马陵、孙家夼、绕涧 12 乡；

十二区 辖乳山寨、楼村、横山后、李家兴、贾家、管村、东司马庄、南

司马庄、人石、果枣夼、驾马沟 11 乡；

十三区 辖唐家、陈家、秦家庄、井子、兰家、常疃、改造夼、里村、腾

甲庄、前尹家、锅上、野子 12 乡；

十四区 辖官庄、炉上、泗水头、冷家、石村、江村、东家、邵家、石头

圈、黄村、马家庄 11 乡；

夏村镇 辖夏东、夏西、夏南、夏北、夏中 5个里(每个里为一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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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8 月，四区、五区重新调整区划，四区(内地区)辖：南黄、峒岭、

归仁、珠塂、斜山、冷家、湾头、黄疃、北黄、坦埠、七口、万家口、三庄 13

乡；五区�(渔业区)辖：徐家、岭上、老鸦庄、洋村、杨家屯、店子、紫草泊、

才院、小观、洋水、西浪暖、稻地湾、垒子 13 乡。

1955 年 9 月，区名由数字排列称谓再次改以地名称谓：一区称港里区，�

二区称堕崮山区，三区称黄山区，四区称南黄区，五区称浪暖区，六区称汤泉

区，七区称下初区，八区称午极区，九区称育黎区，十区称崖子区，十一区称

铁山区，十二区称司马庄区，十三区称腾甲庄区，十四区称石村区，夏村镇不

变。11 月，将 157�个乡调整为 145 个乡。

1956 年 2 月，撤汤泉区和下初区，建冯家区；撤腾甲庄区、石村区、�夏

村镇，建夏村区。4 月，撤浪暖区，将东浪暖、西浪暖、紫草泊、稻地湾、店

子、垒子 6乡 31 村划归文登县，余者并入南黄区。12 月，重新进行区划调整，

港里区并入堕崮山区，午极区并入育黎区，夏村区改名夏村镇。同时小乡并为

大乡。至年底，全县共辖 8区 1镇 42 乡。各区辖乡如下：

堕崮山区 辖南泓、西泓、白沙滩、海阳所、大单家、大陶家、念头、唐

家 8乡；

黄山区 辖孤山、万户、上册、石头圈 4乡；

南黄区 辖黄疃、洋村、南黄、坦埠、湾头 5乡；

冯家区 辖瑞木山、冯家、下初、河南村、花家疃、中寨 6乡；

育黎区 辖午极、小疃、南西屋、由古、育黎 5乡；

崖子区 辖崮头、凤凰崖、北果子、崖子 4乡；

铁山区 辖诸往、马陵、龙口、流水头 4乡；

司马庄区 辖横山后、台上、乳山寨、司马庄、锅上、官庄 6乡；

夏村镇 直辖 32 村。

1957 年 7 月，撤区建制，县直接辖乡镇。是年 12 月，�西浪暖村由文登县

复归乳山县南黄乡。1958 年 2 月，撤销大单家、上册、黄疃、湾头、中寨、由

古、官庄、司马庄 8 乡。7 月，撤销西泓、南泓、念头、万户、瑞木山、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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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凤凰崖、崮头、龙口、马陵、横山后、锅上 12 乡。至此，全县辖 22 乡 1

镇。同月，�牟平县的大虎岚等 6村划归乳山县午极乡。

第二节 社队制

1958 年 9 月，取消乡镇、村建制，成立海阳所、白沙滩、上册、石头圈、

洋村、南黄、冯家、下初、午极、育黎、崖子、诸往、乳山寨、唐家、夏村 15

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分辖 603 个生产大队。10 月，乳山县建制撤销，南黄、

洋村 2个公社划归文登县；育黎、崖子、午极、冯家、诸往、上册、石头圈、

下初 8�个公社划归烟台市(1959 年 11 月改属牟平县)；夏村、乳山寨、白沙滩、

海阳所、唐家 5�个公社划归海阳县。

1961 年 10 月乳山复县时，辖 11 个公社(夏村、崖子、午极、育黎、冯家、

诸往、南黄、乳山寨、上册、白沙滩、海阳所)。1962 年 4 月，从夏村公社析

建唐家公社，从冯家公社析建下初公社；12 月，从南黄公社析建洋村公社(翌

年 3 月易名徐家公社)，从上册公社析建石头圈公社。1969 年 7 月，从崖子公

社析建马石店公社。1981 年 8 月，唐家公社更名祝家庄公社，上册公社更名大

孤山公社。1982 年 1 月，撤夏村公社恢复夏村镇。时全县共辖 1 个镇 15 个公

社 598 个大队。

第三节 镇(乡)村制

1984 年 3 月，撤销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恢复乡镇、村建制。原 15�个人民

公社改为 15 个乡、镇，原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同时划祝家庄公社 10 个行政

村(西王家庄、秦家庄、新建村、西北岛、刘家庄、旗杆石、新庄、陈家、寨前、

江村洼)�和海阳所公社 4个行政村(后山于家、西山、姜家庄、小青岛)，组建

乳山口镇。�时全县共设 9个乡(马石店、下初、诸往、石头圈、乳山寨、大孤

山、徐家、白沙滩、祝家庄)、8 个镇(夏村、崖子、午极、育黎、冯家、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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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南黄、乳山口)，辖 600 个行政村。1986 年 1 月，撤祝家庄乡，其辖区并

入乳山口镇。1987 年 6 月，乳山口镇后山于家、西山、姜家庄 3村划归海阳所

镇。1990 年 1 月，下初、乳山寨、诸往、大孤山、白沙滩 5 乡改为镇。1994

年 3 月，徐家乡、马石店乡改为镇，石头圈乡更名城北镇。至此，全市辖 16

镇 601 个行政村。

1982 年乳山县行政区划

镇与公社名称 辖生产大队数（个） 辖生产队数（个）

合 计 其中：筒子队

夏村镇 51 — 254

海阳所公社 41 — 251

白沙滩公社 44 2 275

大孤山公社 36 1 218

石头圈公社 19 — 111

徐家公社 23 4 143

南黄公社 33 3 215

冯家公社 53 — 267

下初公社 37 1 198

午极公社 35 — 203

育黎公社 42 — 248

崖子公社 41 — 230

马石店公社 17 1 97

诸往公社 48 1 311

乳山寨公社 44 3 259

祝家庄公社 34 1 191

注：筒子队指只有一个生产队的生产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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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市区与镇

第一节 市 区

乳山市区位于市境中南部，黄埠崖河与夏村河交汇处的东北部平原地带，

平均海拔 1 6 米。东至威海市治 101 公里，北至烟台市治 97 公里，西至青岛市

治 168 公里。市区四周丘陵环绕，周高中低，形如盆地,市中心地形较为平坦。

青威、�烟乳两条公路干线在此交汇，桃威铁路乳山站位于市区北 5公里处，南

部乳山口港距市区�15 公里，交通便利。

明洪武年间，夏姓在此建村，故名夏村。因地处平原，土地肥沃，交通便

利，经济发展较快。至清初，夏村已成为牟平县南境的重要集镇。清同治元年，

为防御捻军入村，筑城垣。城内建有关公庙、财神庙，城东建有宫夏院。至清

末，夏村已发展至近千户(为海阳县第一大村)，成为海阳县东境重要商品集散

地，有“旱路小码头”之称。城内十字街口为繁华地带，街道两侧有商店、旅

店、饭馆、药铺、钱庄、当铺、牙行、赌局、理发等商号 50 余家，有酿酒、榨

油、鞋铺等手工作坊。每逢集日，上市人数近万人，盛时达万人以上。

民国时期，海阳县第三区政府驻夏村。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入侵和

经济封锁，城内多数商号倒闭，经济日渐萧条。1942 年 9 月，置夏村镇，城内

划 5个里，城郊辖黄埠崖、金碃岭、南江村、北江村、庄上、北庄、炉上、崔

家、岚子后、小兰家庄 10 个村。1944 年 9 月，夏村撤镇建区，区政府驻此。

1945 年 1 月，夏村被定为乳山县城，县政府机关迁此。从此,夏村成为全县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决定脱离旧城区，向东、北方向扩建新城区。至 1956

年�,在旧城东(今青山路中端东侧)建县政府机关办公区，在城北(今商业街西段)

建商业中心区。1958 年 10 月撤县后，为海阳县夏村公社管委会驻地。

1961 年 10 月乳山复县后，夏村仍为县政府所在地和夏村公社管委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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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此期间正值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又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影响，城

区建设缓慢，建成区面积仅 1.5 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万人。70 年代起，随着县

属工、商业的发展，城区建设速度加快。城区中部为行政办公区和商业区，南

部和北部为工业区，东部为文化区，西部为居民区(属老城区范围)，建成区面

积扩大至 2.74 平方公里。

进入 80 年代，改革开放带动了县城工商业、建筑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快速

发展。1988 年 3 月,乳山县被国家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是年，县城人口增至

5.5 万人，建成区面积为 5.5 平方公里。城区范围包括夏东、夏南、夏北、夏

西、东里村、西里村、打磨、东耿家、金碃岭、黄埠崖 10 个村。自此，逐渐扩

大了南山工业区，开辟了城北出口加工区，建成了城东行政办公区和城镇居民

住宅区，城区规模不断扩大。1992 年 1 月，县委、县政府迁新胜利街东段新址

办公。

1993 年 7 月乳山撤县设市后,市区规模再度扩大。以南山工业区为基础,�

在市区南部辟建了金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在该区与原城区的衔接地带新建占

地面积 50.�4 万平方米的河滨公园。市区东部建起了贸易城、乳山国际大酒店、

经贸大厦等商贸设施。至 1995 年，建成区面积增至 12.3 平方公里,市区人口增

至 7.8 万人。市区工业有机械、电力、冶金、化工、建材、食品、酿造、艺品、

制丝、纺织、服装等 20 多个行业近百家企业；建有国营、集体商业街和个体商

业街各 1条，贸易城 1座，半封闭商贸市场 1 处，有百货大楼、鸿祥商行、鲁

东商厦、人民商场等较大商店 9家，零售网点 500 余个，宾馆、招待所 10 家，

饭店 43 家；有电视大学、幼儿师范各 1所，中学 7所，小学 29 所，各类职工、

技工学校 13 所，医院 3所，工人文化宫、电影院、剧院、大型体育场、文化馆、

图书馆、新华书店各 1处，新建公园 3个；市区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 135 60

门。乳山市区已初步呈现经济繁荣、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设施齐全、交通便利、

市容整洁、环境优美的局面，连续三年获“省级卫生城市”称号和山东省“城

市‘三上’活动齐鲁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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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镇

夏村镇 位于市境中部偏南，南邻乳山口镇，北毗育黎和午极镇，东接城

北镇和大孤山镇，西隔乳山河与乳山寨镇相望，东西长 11 公里，南北宽 14 公

里,�总面积 94.9 平方公里。镇政府驻夏村,辖 51 个行政村，总人口 64087 人。

域内北部为丘陵，南部、西部为平原，耕地面积 4.24 万亩，为乳山市重点粮食

产区。70 年代起，村、镇工业发展迅速，80 年代后，经济结构逐步由农业为主

转为以工业为主。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12.49 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占 87.6%；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000 元。1993 年和 1994 年分别被评为“山东省经济百强

乡镇”和“威海市经济十强乡镇”。

海阳所镇 位于市境最南端，为三面环海，一面连陆的小半岛，海岸线长

85 公里。半岛东西 13 公里，南北 11 公里，总面积 91.4 平方公里。镇政府驻

海阳所，距市区 19 公里。辖 40 个行政村，总人口 36217 人。域内多为丘陵，

中南部有零星小平原，有耕地 4.14 万亩。沿海滩涂和岛屿盛产泥蚶、杂色蛤和

石花菜，滩涂养殖面积 1.�6 万亩。经济以渔业为主，种植业为辅，是乳山市渔

业生产最发达的镇，水产品总量约占全市一半。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6.3 亿

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42.9%；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2732 元。该镇被国家建设部列

为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镇。

白沙滩镇 位于市境南部，西邻乳山口镇，北连大孤山镇，东接徐家镇，

南濒黄海，东西 15 公里，南北 8.9 公里，总面积 117.9 平方公里。镇政府驻白

沙滩,�距市区 17 公里。辖 45 个行政村，总人口 47330 人。域内北部为山区,

中、南部地势平坦�,有耕地 5.97 万亩,果园 1.65 万亩,滩涂养殖面积 700 亩。

经济以农业为主，渔业为辅,为乳山市重要产粮区。1995 年，工业总产值 6.1

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6%；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2150 元。地下花岗岩储量丰

富，尤以“乳山黑”质量最佳。镇境西南端之白沙口建有全国最早的潮汐发电

站。南部海滨为省级银滩旅游度假区。

大孤山镇 位于市境中部偏东，东邻南黄镇和徐家镇，西毗城北镇和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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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南接白沙滩镇，北连冯家和下初镇，东西 10 公里，南北 12 公里，总面积

95.9 平方公里。镇政府驻大孤山，距市区 10 公里。辖 36 个行政村，总人口 34423

人。域内多山丘，有耕地 3.98 万亩，果园 1.4 万亩，柞峦 3万亩。经济以农业

为主，为乳山市重点蚕茧、花生、水果产区。盛产巴梨,尤以上册村的巴梨最佳，

为当地名产。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5.5 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占 87.3%；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 1950 元。

城北镇 位于市境中部，东、北部与大孤山、下初镇接壤，西、南部与夏

村镇毗邻，东西 8公里，南北 9公里，总面积 42.4 平方公里。镇政府驻石头圈，

距市区�7 公里。辖 19 个行政村，总人口 18954 人。域内多平原，有耕地 2.39

万亩，果园�7910 亩，柞峦 3500 亩，桑园 1500 亩。经济以农业为主，为乳山

市重点粮食、蔬菜、桑茧产区。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3.65 亿元，其中工业

产值占 66.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820 元。

徐家镇 位于市境东南部，东、北部与南黄镇接壤，西和西南部与大孤山

镇和白沙滩镇相邻，东南濒黄海，东西 11 公里，南北 6公里，总面积 68 平方

公里。镇政府驻徐家，距市区 20 公里。辖 23 个行政村，总人口 23777 人。�

域内西北部属山区丘陵，东南部为平原，有耕地 2.9 万亩，果园 1.48 万亩，柞

峦 1.7 万亩，滩涂面积 0.6 万亩。经济以农业为主，为乳山市重要粮食产区。

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3.4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79.4%；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950 元。

南黄镇 位于市境东部，东隔黄垒河与文登市相邻，西与大孤山镇、南与

徐家镇接壤，北毗冯家镇，南临黄海，总面积 88.9 平方公里。镇政府驻南黄，

距市区 30 公里。辖 33 个行政村，总人口 31960 人。域内西部为丘陵，�东部黄

垒河沿岸为冲积平原，有耕地 4.02 万亩，果园 1.4 万亩，柞峦 0.7 万亩。经济

以农业为主，为乳山市主要粮食产区。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4.6 亿元，其中

工业产值占 76.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2180 元。南斜山商周时期古墓葬遗址为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冯家镇 位于市境东北部，东界文登市，北毗烟台市牟平区，西邻下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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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接大孤山镇和南黄镇，东西 13 公里，南北 15 公里，总面积 136 平方公里。�

镇政府驻冯家，距市区 23 公里。辖 53 个行政村，总人口 40657 人。经济以农

业为主，全镇有耕地 5.35 万亩，果园 1.8 万亩，柞峦 2.5 万亩，为乳山市重点

花生、苹果、柞茧产区之一。养羊业较为发达。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5.11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60.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720 元。域内有金时建的道

院“玉虚观”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冯家村东南有温泉，建有疗养

院和罗非鱼育苗场。

下初镇 位于市境东北部，北界烟台市牟平区，南邻城北镇和大孤山镇,�

东接冯家镇，西连午极镇，东西 10 公里,南北 17 公里,总面积 127.2 平方公里，

�镇政府驻下初，距市区 18 公里。辖 37 个行政村,总人口 37888 人。域内丘陵

起伏，黄垒河纵贯南北，有耕地 5.16 万亩，果园 2.55 万亩，柞峦 2.5 万亩，

盛产柞茧、苹果、�葡萄。地下黄金资源丰富，有千余年开采历史，现有市属矿

山 4座，系乳山市主要黄金产地。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5亿元，其中工业产

值占 7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988 元。

午极镇 位于市境北部，北界烟台市牟平区，南邻夏村镇，东接下初镇，

西连崖子镇和育黎镇，东西 12 公里，南北 12 公里，总面积 110 平方公里。镇

政府驻午极，距市区 22 公里。辖 35 个行政村，总人口 34336 人。域内多低山

丘陵，有耕地 4.9 万亩，果园 1.8 万亩，柞峦 4.7 万亩,为乳山市重点水果、花

生、蚕茧产区。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5.6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71.4%；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 1984 元。地下储有金、硫铁和大理石矿。

育黎镇 位于市境中部偏西，东邻午极和夏村镇，西毗诸往镇，南接乳山

寨镇，北连崖子镇，东西 11 公里，南北 15 公里，总面积 110.2 平方公里。�

镇政府驻育黎，距市区 20 公里，辖 42 个行政村，总人口 43766 人。全镇有耕

地 4.95 万亩，果园 2.�23 万亩，柞峦 5502 亩。域内多冲积平原，土地肥沃，

为乳山市重点小麦、玉米产区。乳山河、诸往河、午极河汇于境内，乳山河上

游的龙角山水库为乳山市最大水库。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4.5 亿元，其中工

业产值占 55.6%；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824 元。西汉时育犁县古城遗址位于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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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阴村南，为威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崖子镇 位于市境西北部，北依垛山与烟台市牟平区交界，南与诸往镇和

育黎镇接壤，东邻午极镇，西毗马石店镇，东西 17 公里，南北 12 公里，总面

积 118�平方公里。镇政府驻崖子,距市区 42 公里。辖 41 个行政村，总人口 36405

人。域内北部环山,中南部丘陵平原相间，有耕地 4.57 万亩，果园 2.8 万亩，

柞峦 1.5 万亩。为乳山市重点花生、水果产区之一，盛产苹果、樱桃、柿子、

板栗，为省内果业强镇。柞蚕、丝绸业历史悠久，是著名“宁海绸”的主要产

地。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5�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7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800 元。

马石店镇 位于市境西北端，西界海阳县，北临烟台市牟平区，东接崖子

镇，南连诸往镇，东西 8公里，南北 11 公里，总面积 69.4 平方公里。镇政府

驻马石店，距市区 45 公里。辖 17 个行政村，总人口 14743 人。域内多山，有

耕地 2.07 万亩，柞峦 1.5 万亩，果园 1.84 万亩。经济以农业为主，盛产柞茧、

柿子、板栗。1995�年，工农业总产值 3.4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79.4%；农村

居民人均收入 1800 元。马石山战斗遗址被列为威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诸往镇 位于市境西部，东邻育黎镇，西毗马石店镇，北接崖子镇，西南

与海阳县交界，东西 15 公里，南北 17 公里，总面积 160.1 平方公里。镇政府

驻东诸往,距市区 2 2 公里。辖 49 个行政村，总人口 49670 人。域内西北部为

山区，有马石山、铁山等，中部为丘陵，东部为平原，山林面积居全市各镇之

首。有耕地 6.21 万亩，果园 2.3 万亩，柞峦 1.5 万亩。经济以农业为主，为乳

山市重要水果、蚕茧、花生产区。以养兔为主的家庭养殖业发达。地下储铁矿，

威海市属企业马陵铁矿和诸往铁厂座落此地。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6.52 亿

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66%；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930 元。

乳山寨镇 位于市境西南部，东隔乳山河与夏村和乳山口镇相望，西依玉

皇山与海阳县交界，北邻育黎镇，南濒黄海，东西 9公里,南北 19 公里，总面

积 136.4�平方公里。镇政府驻乳山寨，距市区 8公里。辖 44 个行政村,总人口

44358 人。有耕地 5.23 万亩,果园 2.25 万亩,滩涂养殖面积 0.5 万亩。经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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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为主,兼有渔业、果业,东部乳山河沿岸为重点产粮区。1995 年工农业总

产值 3.51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占 72.9%；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950 元。�域内岠

嵎山自然风景区被列为威海市重点风景区和省级森林公园，小管村新石器时代

文化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乳山口镇 位于市境南端乳山湾北岸，东与大孤山和白沙滩镇接壤，西隔

乳山河与乳山寨镇相望，北邻夏村镇。东西 12 公里，南北 10 公里，总面积 87.3

平方公里。镇政府驻祝家庄，距市区 5 公里。辖 36 个行政村，总人口 34520

人。域内属沿海丘陵,有耕地 4.18 万亩，果园 0.92 万亩，滩涂养殖面积 1.6

万亩。经济以农业为主，渔业较为发达。1995 年，工农业总产值 6.7 亿元，其

中工业产值占 62.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2180 元。秦家庄沿海所产的海米素称

“秦米”，系乳山名产。乳山口港为乳山市重要水陆交通枢纽。乳山口自然风景

区被列为威海市重点风景区。

第五章 村 庄

第一节 村庄规模与类型

秦、汉以后，中原人口东移，境内村庄渐增，但村庄规模较小，常随居民

迁徙而变动。直至北宋时期，境内村庄情况尚无史籍记载。金、元时期，境内

村庄因战乱多数遭毁或因居民避乱远徙他乡而湮没。至元代末年，境内仅有 100

余村，�其中延续至今的仅 37 村，这些村庄多为居住历史很久的单一亲族的“坐

地户”村落，如秦末所建的峒岭村、唐代所建的汤泉村。明初，中原地区及山

东西部大批居民移居境内，最初为一家一户定居，后发展成大家族而形成单一

家族村落，亦有由驻军的卫、所官兵落籍发展成单一家族村落和多亲族联合村

落。至明末，境内增至近�400 个村，其中有 318 个村延续至今。

清时，境内人口迅速发展，较大的村庄因人口增加而耕地不足，部分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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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地购置田产或开荒而析居建村，形成新的单一家族村落。亦有因姻亲关系

迁居到土地较多的村庄居住，形成多家族合居一村的联合村落。夏村、乳山寨、

南黄、西浪暖、六村屯、陶家等村因土地等资源优势，于清末已发展成多亲族

合居的大村。民国初年，境内增至 665 个村。此后，境内村庄相对稳定，村庄

规模不断扩大，有些傍近城镇、要道及谋生门路较多的村落发展成为无亲族关

系的杂姓聚居大村，如育黎村居民姓氏多达 80 余个。1941 年建县时统计，全

县共有 668 个村(自然村)。

建县后至 50 年代初，因行政管理的需要，把一些相互邻近的小自然村合并

组建成行政村，将夏村、乳山寨、西泓、南泓等大自然村分划为若干个行政村。

1952 年底统计，全县共有行政村 590 个。50 年代末，因修建水库，库区村庄移

民析建行政村 6个。60～90 年代初，先后有 5个自然村脱离原行政村而析建行

政村。1995 年底，全市共有行政村 601 个。其中，1000 户以上的 6个(西浪暖、

兰家、六村屯、大陶家、东耿家、井子)，800～999 户的 16 个(宫家、午极、

官庄、海阳所、夏北、归仁、白沙滩、夏南、下初、南黄、夏东、育黎、汪水、

河东、徐家、冯家)，500～799�户的 79 个，201～499 户的 296 个，200 户以下

的 204 个。

第二节 村名由来与演变

境内明代及以前所建村庄多以居民姓氏命名，如兰家、赵家、耿家、崔家、

唐家、贾家、冯家等，总计达 100 多个村，其中由同姓亲族几户同时迁居立村

的多带有“庄”字，户数略多的带有“村”字，如常家庄、赫家庄、于家庄、

夏村等。次之以地形地物取村名，如“地口、海疃、峒岭、河崖、岭上、湾头、

泗水头等。还有以姓氏结合地形地物命名的，如战家夼、仇家洼、井乔家、沟

李家、桃村王家等。此外，还有以下几种命名形式：以建村时间早晚命名的，

如盘古庄、由古、古初等；以军寨命名的，如乳山寨、小寨、南寨、砦里等；

以村庄周围生态环境命名的，如蒿科、枣林、棘子园、果园、樗树崖、老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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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行埠等；以户籍编制命名的，如二甲、三甲、四甲、七甲、八甲等；以村庄

原有建筑物命名的，如塔庄、房屋、楼村、南西屋等；以居民职业命名的，如

打磨、炉上、帽张家、簸箕姜家、纸家庄等；以历史名宦或历史典故命名的，

如：司马庄、万户、汉臣、驾马沟等。

明末至清代，所建村庄多为境内或邻县村庄析居而建，村名多以方位(�一

般以附近较大村庄或原居住村确定方位)命名，如里村、八里甸、南黄北塂、南

庄、北庄、西北庄、里庄、外庄等。此外，还有以下几种命名形式：以佣工建

立的村庄一般按原庄主姓氏命名，如吕格庄、曹家庄、俞介庄等；亦有按佃户

姓氏命名的，如赵家庵、王家庵、迟家庵等；有取吉祥和纪念之意命名的，如

万口、念头、卧龙、择村、封赠山等；部分村庄居民析居原村附近建村的，袭

用原村名并冠以方位，如司马庄析南司马庄，井口析西井口，石灰刘家析上石

灰刘家等，原村名亦相应改称北司马庄、东井口、下石灰刘家等。

还有一些单一亲族村落因姻亲关系变为多姓亲族联合村庄，后因“坐地户”

居民迁走或绝嗣，或后迁居民姓氏人众而更名，如滕贾庄更名腾甲庄，姜家庄

更名刘家塂、杜家庄更名王家疃等。还有一部分聚居相邻的单一亲族村因村庄

的扩展相互连接一起，而合并为多姓氏联合村庄，如六村屯即为原 6�个不同的

单一姓氏村庄扩展为多姓氏联合村庄。清代中叶起，部分村庄因原村名不雅而

相继更名(�所更村名多采用原村名的谐音)，如水漫山更名瑞木山，蒿科更名浩

口，纸家庄更名祉家庄、宫家逃更名宫家桃，草城更名曹城，小河东更名兴村，

红河崖更名凤凰崖、狮子于家更名士子于家等。

建县后，夏村、乳山寨、南泓等较大村庄分划为若干个行政村。60 年代初，

因兴修水库移民析建若干个行政村，新的行政村命名多沿用原村名并冠以方位，

如乳山寨析建寨东、寨中、寨西 3个村，由古析建南由古、北由古等 5个村。

1982 年全县地名普查时，将境内同名村庄冠以方位以示区别，对个别欠雅的村

名也予以更名，如黑影更名光明，老鸦庄更名老庄。1995 年统计，全市 601 个

行政村中，单纯以姓氏命名的 139 个村，以姓氏结合地形地物命名的 62 个村，

以姓氏结合方位命名的�54 个村，单纯以地形命名的 84 个村，单纯以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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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山、石、植物)命名的 64 个村，单纯以方位命名的 52 个村，以地形结

合方位命名的 61 个村，以居民职业命名的 17 个村，以军寨命名的 18 个村，以

户籍编制命名的 10 个村，以名宦、典故命名的 16 个村，以建村时间早晚命名

的 11 个村，取吉祥和纪念之意命名的 13 个村。

第三节 各村建置简况

夏村镇(51 村)

夏村(4 村) 明洪武年间，夏、宫、安姓居此立村(明末先后迁走)，�以夏

姓命名夏村。永乐年间，王姓由莱阳县岘子湾迁入。明末，宋姓由北江村迁入。

清末，黄、于、张、林、王等姓相继迁入。1942 年，划东、西、南、北、中 5

个里。1944 年 8 月，改建为东、西、南、北、中 5个行政村。1963 年 10 月，

中村与东村合并，建夏东、夏南、夏西、夏北 4个行政村。至 1995 年(下同)，

夏东 828 户，夏南 881 户，夏西 470 户，夏北 928 户。

战家夼 元代前，战姓居福山西夼建村战家夼，元末迁走。明洪武年间，

仇姓由陕西华阴县迁入，袭原名。清康熙四十二年，于、孙、刘姓分别由司马

庄、牟平县葫芦地、文登县鸭儿湾迁入。乾隆年间，倪、邓、王姓分别由塔庄、

邓家、驾马沟迁入。现 600 户。

小疃 明永乐二十二年，孙姓由小云南(据考，小云南指今安徽、�江苏二

省北部一带，下同。参见第三编第二章：〔附〕“云南迁民”考。)迁此立村，初

名崮岱。清雍正元年，遭兵祸北迁 2里建村，邓、胡姓由邓家、胡家沟迁入，

因村小，故更名小疃。乾隆年间，黄、于、倪姓分别由牟平县养马岛、司马庄、

�塔庄迁入。现 500 户。

阜西庄 明嘉靖年间，邵姓由河南省云南庄迁福山之西立村，初名福山西

庄。清顺治年间，迁居邵家。乾隆年间，崔、安、蒲姓由曹城、安家等地迁入，

袭旧称，渐演变为今名。后东姓由东家迁居村东北建三水河村，尹姓由尹家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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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村北建雀头村。1952 年诸村合一行政村。现 208 户。

房屋 明永乐年间，邵姓由河南省云南庄迁此立村西庄，后遭兵祸被灭。

崇祯年间，杨姓由牟平县五台南塂迁入，来时原村址房屋尚存，故名。清嘉庆

年间，王、徐、高、赵、孙、于等姓先后由肖家、石村、人石、柳家、战家夼

迁入。现 370 户。

周格庄(2 村) 明万历元年，周姓由浙江省迁此以姓立村(后迁走)。�万历

三十七年，徐姓由台依迁入。万历四十四年，于、宋姓由文登县大水泊、南泓

迁入。后王、张姓先后由西纪村、宅口迁入。清雍正年间，邵、刘姓由房屋、

炉上迁入。乾隆年间，冷姓由黄埠崖迁入。1960 年因修台依水库东迁分为东、

西 2村。现西周格庄 255 户，东周格庄 305 户。

羊角盘 明万历年间，姜姓由峒岭迁此立村，因地形似羊角，故名。清乾

隆六十年，于、林、田姓由于家庄、东林家、田家庄迁入。后丁、袁姓由港头、

赫家庄迁入。现 170 户。

台依 明永乐年间，徐姓由江苏昆山县大槐树村迁此立村，因地势较高，

故名。清末，杨姓由房屋迁入。现 305 户。

黄依台 明万历年间，徐姓由台依析居黄泥高台处立村，取名黄泥台，后

演作今名。清嘉庆年间，刘、陆、孙、倪、高等姓相继迁入。现 305 户。

洼九埠 明万历年间，孙姓由孙家(后并入冷家)迁此立村，因地势低洼不

平，故名。清道光年间，徐、周、林姓先后由石村、牟平县阎格庄、莱州林家

北流迁入。现 125 户。

仇家洼 明万历年间，仇、冷姓由仇家兴、乳山寨迁此立村，因村址低洼，

取名洼里村。后仇姓人众，更此名。现 549 户。

石村 明万历年间，徐姓由台依迁石塂之前立村，故名石塂子。清初，高、

朱姓由官庄等地迁入。道光年间，宋、程姓由南泓、平度县迁入。1942�年更今

名。现 535 户。

簸箕姜家 明正统八年，姜姓由峒岭迁此立村，村民以编制簸箕为业，故

得此名，后简称姜家。清初，李、吴、倪姓由大崮头、封赠山、塔庄迁入。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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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原名。现 210 户。

郑家 明洪武年间，郑姓从由古迁此立村。现 118 户。

于家庄 清康熙年间，于综由司马庄迁此立村。现 480 户。

肖家 清顺治七年，肖国环由江苏省迁此立村。清末，王、李、张姓先后

由章丘县、黄埠崖、莱西县迁入。现 500 户。

冷家 明嘉靖年间，孙姓由小疃迁此立村孙家。万历年间，冷姓由江苏省

迁此立村冷家。后孙家并入冷家。现 224 户。

东泗水头 明嘉靖二十八年，刘君由文登县鸭儿湾迁泗水头村东定居立村，

故名。清康熙年间，宋、王姓由育黎、驾马沟迁入。现 203 户。

西泗水头 明成化十二年，刘姓由文登县鸭儿湾迁此立村，因位居 4�条小

河交汇处，故名泗水头。后因建东泗水头而更今名。清初，�高姓由海阳县徽村

迁入。�现 400 户。

西圈 元末，乔姓居此立村，因村西被厥水(今名乳山河)所围，取名圈里(�

后迁走)。明万历年间，张姓由莱阳县迁此定居，袭旧名。清初,徐、李、邢、

刘、董、韩、魏姓相继迁入。1952 年更今名。现 287 户。

桑行埠 明洪武年间，姜姓由峒岭迁此立村，因周围多桑树，故名。明末

清初，仇、鞠、邢、于姓由战家夼、海阳所、文登县望岛、司马庄迁入。清末，

宋、吕、武、孙、徐姓先后由赤家口、莱阳县、流水头、海阳县杨台、西圈迁

入。现 502 户。

庄上 明弘治年间,仇姓由云南(据考，所谓云南指今山西省中南部、河北

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一带，下同。参见第三编第二章：［附］“云南迁民”考。)�

迁居立村，取名庄上。清康熙年间,任姓由平度县任家洼迁入,更名南庄上。雍

正年间,�张姓由莱西县张家埠迁入。1961 年更名南庄。1980 年恢复原名。现

163 户。

北庄上 明崇祯年间，任姓由平度县从军海阳守御千户所落籍。清初，迁

庄上村北定居立村北庄。1980 年更此名。现 130 户。

北江村 元初，江姓由江苏句容县迁此立村江村(明永乐年间迁海阳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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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二年,宋端由史家疃迁此定居，袭旧名。清顺治年间更今名。现 659 户。

南江村 明嘉靖年间，宋姓由南泓迁此定居立村。现 400 户。

黄埠崖 金初，黄姓由乳山寨迁此地河岸高处定居立村，故名。明末，左

姓由海阳所迁此。清初，黄、左姓迁走，于、周姓由司马庄、周格庄迁居，袭

旧名。清末，李、唐姓由莱阳县、唐家迁入。现 600 户。

金碃岭 明末，孙、纪姓居此立村，当时有人采到一天然金块，重一斤七

两，故取村名斤七两。清乾隆年间，于、宋二姓由司马庄、南江村迁入。以谐

音取名金碃岭。现 330 户。

东耿家 明万历十三年，耿姓由山西省凤陵渡迁风台顶，翌年又迁此定居

立村。因同乳山口镇西耿家同年建村，故称东耿家。清初，夏、秦姓由夏村、

东秦家庄迁入。清康熙三十五年，宋姓由南江村迁入。雍正年间，于姓由司马

庄迁入。宣统三年，鲁姓由腾甲庄迁居村北皮子城，取地名为村名，1952 年并

入东耿家。现 1023 户。

腾甲庄 清康熙元年，于七(农民起义军首领)部下滕、贾二将隐居此地，

取名滕贾庄。康熙三十年，于式款由司马庄迁此定居，滕、贾二姓迁走，后取

谐音更名腾甲庄。现 562 户。

曹城 清康熙中期,崔姓由崔家迁此定居立村。此处有土围子,围内野草丛

生,�人称草城,后演作曹城。清末民初，王、孙姓由夏村、岚子后迁入。现 382

户。

官地 明成化年间，周姓由河南省迁此定居，相传当年有一官吏路过此地，

并题写村名官地。清时，先后有倪、崔、王、董、唐姓从塔庄、崔家、夏村、

下洼、八门邹家迁入。现 550 户。

草埠 明万历年间，丛姓由文登县迁此定居立村，因当时此地野草丛生，

故名。清末，相继有张、孙、徐、崔等姓迁入。现 260 户。

桥东庄 清康熙年间，宋、修姓分别由南江村、海阳县东村迁小桥之东立

村，故名。现 217 户。

张八庄 清道光年间，宋姓由南江村迁此立村小东庄。后姜、张、许姓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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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因一张姓人家横霸乡里，人称“张霸庄”，后更此名。现 58 户。

赫家庄 明末，赫姓由城阴迁此定居立村(后迁走)。清乾隆年间，王、刘、

梁、汪、孙姓先后由西纪村、莱阳县北刘、海阳县叶口、鲁家夼等地迁入，袭

旧称。现 122 户。

东秦家庄 明末，秦姓居此立村，清初迁东耿家。乾隆年间，宋允元由北

江村迁此立村，袭旧称。清末，高、阎、林、于姓先后由高格庄、东里村、林

家庄、东念头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220 户。

西里村 清顺治年间，姜姓由峒岭迁夏村之南里许定居立村，故名里村。

乾隆年间，陈、崔姓由陈家、崔家迁入并更今名。清末，王、丛姓由夏村、炉

上迁入。现 335 户。

东里村 清康熙年间，焉、刘姓由焉家、文登县鸭湾崖迁居里村之东建村。

�现 327 户。

宅口 清康熙四十九年，张琪进由莱西县双山迁居立村，因村前有旧宅，

故名。现 235 户。

岚子 清乾隆年间，史姓由大史家迁此立村，因居地周围多山峦而得名。

嘉庆年间，焉姓由东里村迁入。现 173 户。

打磨 明万历年间，丁姓由河东迁此定居，以打石磨为业，故名。崇祯年

间，毕、宋、赵姓由文登县、夏村、高格庄迁入，后四姓迁走。清康熙年间，

于姓由文登县大水泊迁此，乾隆年间又有于姓由赤家口迁入，袭旧名。现 286

户。

高格庄 明初，高姓在此建村，后被剿。万历年间，赵姓由牟平县清泉寨

迁此立村，袭旧称。现 486 户。

炉上 明崇祯年间，刘姓从文登鸭湾崖迁居立村，因当时村民以炉烤糕点

为业，故名。清初，丛姓由海阳县大丛家迁入。现 387 户。

崔家 明洪武年间，吕姓从河北枣强县迁此定居；崔姓由山西省桃花寨迁

莱西县店埠，又于嘉靖年间迁此定居。崔姓人盛，取名崔家。后有李、杜姓迁

入。另，明初，盖姓由云南迁居崔家村西南，因居住地是兰姓地主种地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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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称兰家庄，后盖姓迁走，刘、吕、段、崔等姓迁入，1952 年并入崔家。现 500

户。

官庄 明嘉靖元年，刘姓从文登县鸭湾崖迁此立村，取名刘家宅口。嘉靖

末年，于伟从北司马庄迁入。万历年间，高金由海阳县徽村迁入。后宋、徐、

邢、张等姓迁入。因此地是司马庄财主种地庄子，故更名司马官庄，后称官庄。

现 960 户。

清口涧 元初，黄、王姓由乳山寨迁清口山涧定居立村，故名。后毛、徐

姓迁入。明末清初时四姓先后迁走。清康熙年间，宋、赵姓由岛子、海阳县索

格庄迁此定居，袭旧称。清末民初，崔、刘、单姓由崔家、官庄、圈港迁入。

现 400 户。

井子 明嘉靖年间，刘姓由文登县鸭湾崖迁此立村，因地势周高中洼，故

名。清顺治年间，马姓由海阳所、冷姓由乳山寨迁入。康熙年间，姜姓由海阳

县谷家疃迁村南建姜家庄，1952 年并入井子。现 1050 户。

海阳所镇(40 村)

海阳所 元至正十三年，焉姓由河南省开封迁居此地，以居地西沟旁曾设

军寨，取名沙沟寨(明洪武十八年迁翁家埠)。明洪武三十一年，为防倭寇海上

入侵，在此设海阳守御千户所，至明末，先后有许、张、马、李、刘、徐、于、

孙、杨、鞠、常、赵、王、左、傅、贾、吕、陈、鲍、谢等 24 姓军户落籍，以

此地设海阳守御千户所定名海阳所。后多数姓氏迁居他处。现有马、许、鞠、

左、王等姓，计 951 户。

所后张家庄 明永乐年间，张姓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成化年间落籍建村

张家庄。1980 年更今名。现 170 户。

所后王家庄 明永乐年间，王姓由小云南从军靖海卫，明末迁此建村王家

庄，后郭、辛等姓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58 户。

所后常家庄 明永乐年间，常姓从军靖海卫，明末迁此建村常家庄。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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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今名。现 188 户。

贾家庄 明永乐年间，贾姓从军海阳所落籍，明末迁此建村。现 204 户。

望海庄 明末，宋、潘、于姓先后迁此建村宋家庄，后迁走。清雍正年间，

杜姓由杜家岛、王姓由海阳所迁此定居，因东临大海更此名。现 70 户。

吕家庄 明永乐年间，吕姓从军海阳所，成化年间落籍此地建村。现 146

户。

所陈家 明永乐年间，陈升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后落籍此地建村陈家。

1980 年更此名。现 299 户。

海疃 明永乐年间，刘兰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弘治年间，落籍于海滩边

立村，取名海滩。后演作今名。现 206 户。

赵家庄 明永乐年间，赵、徐、许姓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万历年间，

三姓迁此分别建村赵家庄、指挥、许家埠。1942 年，诸村合一行政村，称赵家

庄。现 433 户。

邹格 清顺治十二年，宋天洪由南泓迁此定居。天洪身亡，其妻周氏重婚

生子，子以母姓立名周格庄，后演作今名。现 429 户。

三甲疃 唐时，邵姓在此建村邵家埠，元末迁走。明正德二年，于岱由小

泓迁此定居，袭旧名。清康熙二十一年更名三甲。1980 年更今名。现 250 户。

大庄 明天启二年，宋让由南泓迁向阳坡下立村称崖下，后随村庄扩大改

名大庄。清康熙年间，王姓由宁海州迁居村东北建村小庄，1945 年并入大庄。

现 755 户。

池源 清康熙年间，宋姓由南泓迁此为迟姓看山，称迟家庵，成村后更名

池园。1942 年又更今名。现 127 户。

金港 清乾隆四十五年，于姓由西泓于家来居，因居地附近港湾盛产鱼虾，

故名。现 114 户。

赵东庄 明万历年间，赵姓由海阳所军户落籍迁此立村。现 120 户。

西泓于家 明洪武年间，于显兴由荣成县斥山迁居建村于家。后因此地南

北濒海，且居海阳所半岛西部，故更称此名。现 21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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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泓辛家 明万历年间，辛坚由十里大辛家(今南黄村)迁此立村辛家，后

更此名。现 213 户。

西泓赵家 明永乐年间，赵姓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再迁此立村赵家，后

更此名。后于姓从西泓于家迁入。万历年间，迟姓从莱阳县迁居赵家村东南建

村迟家，1946 年并入西泓赵家。现 423 户。

后山于家 清雍正年间，于士蒿由西泓于家迁居多夼，之后族人相继落居

十间房、桑树嘴、西庙、面条沟等处，刘姓从即墨县金口迁此建猫口嘴。后诸

自然村合一行政村，因位于大乳山后，故名。现 210 户。

西山 清雍正年间，赵姓由西泓赵家迁居大乳山西定居，称西山赵家；于

姓由西泓于家迁此称西山于家。1945 年，两村合一称西山。现 205 户。

姜家庄 清康熙六十一年，姜敬由姜格迁此以姓立村。嘉庆至光绪年间，

先后有刘、李、于、辛、赵姓分别由薛格、李家、水头、西泓辛家、西泓赵家

迁此，分建刘家、李家、黄金钗、风洞、北道、山前、辛家顶、狮角山等村。

1942 年，诸村合一称姜家庄。现 245 户。

西黄岛 清康熙年间，童姓居黄岛山西，故名。嘉庆十二年，姜姓由姜格

迁居村北建村黄岭。刘姓在村北建村刘家河(年代无考)。后辛姓于光绪六年迁

入，迟姓于光绪二十七年迁入。1952 年，诸村合并称西黄岛。现 162 户。

双峰庄 明万历年间，辛姓由西泓辛家迁居立村，以村西有两座山峰而取

名。清初，杜姓由即墨县羊山后迁入。清咸丰年间，赵、迟姓由西泓迁居葛子

岭。光绪年间，姜姓由姜格迁居石匣。1952 年，诸村并入该村。现 194 户。

杜家岛 清康熙年间，杜姓由即墨县羊山后迁险岛定居立村，因忌讳“险”

字，改称杜家岛。后姜、宋姓先后从姜格、南泓北村迁此岛建村鱼河嘴、棉花

山，1942 年并入杜家岛。现 366 户。

邢家 明永乐年间,邢姓由文登县望岛迁此建村。清中期,姜、宋、马、于

姓先后由姜格、大庄、海阳所、水头迁入。现 250 户。

水头 明天顺年间，马姓由海阳所迁此立村，因位居小河下游，故名。嘉

靖年间，于姓由云南迁入。现 428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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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头 明永乐年间，于、裴姓从云南迁此建村，因此处芦苇丛生，故名。

后宋、郭姓由南泓、李家迁入。现 149 户。

姜格 明洪武年间，姜显成由峒岭迁此立村，后于姓迁入(后迁常家庄、翁

家埠)。现 612 户。

李家 明永乐年间，李姓由金乡县从军海阳所，嘉靖年间迁此立村。正德

年间，张姓由海阳所迁此建村张家，后合为一村称李家。现 591 户。

薛格 原有薛姓居此建村取名薛家，金末战乱迁走。明永乐年间，刘姓军

户落籍建村，袭旧称。万历年间，于姓由司马庄迁入。后演作今名。现 184 户。

半海山 清道光十年，宋姓由南泓迁此立村，因村后小山一半在海，一半

在陆，故名。后有任、杜姓先后由任家夼、杜家迁入。现 102 户。

杜家 清初，姚、杨姓居此。康熙年间，杜姓由杜家岛迁此，因杜姓人盛，

故名。现 400 户。

南泓(3 村) 明洪武二年，宋彦由史家疃迁此立村。因居海阳所半岛南部，

�且濒临大海，故名。1950 年析为 3 个行政村。现北村 330 户，南村 410 户，

西村 337 户。

小泓 明永乐年间，于道德由云南迁南泓村西南处立村，取名小泓。后宋

姓由南泓迁入。现 350 户。

南夼 明末，丛、于、宋姓分别由海阳所、小泓、南泓迁此建丛家、于家、

中疃三村。因同处山夼中,1934 年合为一村称南夼。现 385 户。

小石口 清康熙五十九年，宋启祯、宋启明由南泓迁此立村，因临海口处，

鹅卵石颇多，故名。现 214 户。

南黄岛 明崇祯年间，宋姓由南泓迁此海岛定居，初名南泓岛，清末以岛

的土色更今名。现 208 户。

白沙滩镇(45 村)

白沙滩 明成化年间，孙成甫由贵州锦屏县乐桑屯迁此立村，因南临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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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海滩而取名。天启六年，王姓由哨里迁入。清乾隆年间，马、许姓由海阳

所迁入，焉姓由焉家迁入。现 890 户。

丈八石 明万历年间，李堂由大崮头徙大孤山又迁此立村。因村北有一孤

石高一丈八寸，故名。崇祯年间，刘东福由黄格庄迁入。现 298 户。

曹家庄 清康熙初年，任姓由海阳县县小滩迁此立村任家庄。后因该地是

曹姓的种地庄子，故更此名。嘉庆年间，姜、邢姓先后由峒岭、文登县岛集迁

入。道光年间，邹、许姓由邹家、许家迁入。现 426 户。

吉林 明末，于姓由狮子于家迁此立村。因此地有棘子林，故称棘林，后

演作今名。清康熙年间，姜姓由东峒岭迁入。后有任姓迁入。现 240 户。

北王家庄 明崇祯年间，王姓由荣成县薄落迁此立村王家庄。清末，程姓

由八门邹家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250 户。

徐家塂 明崇祯年间，徐姓由指挥迁此立村西塂庄,后更今名。清康熙年间，

�林姓由东林家迁入，后岳姓由玉前庄迁入。现 173 户。

玉前庄 清初，岳姓由文登县小岳家迁此立村岳家塂。清康熙年间，李姓

由海阳县六甲、王姓由文登县迁入。咸丰年间，于、张姓由文登县北黄、宅口

迁入。民国初年，因村后建有玉皇庙，故更此名。现 140 户。

林家塂 清康熙年间,林姓由东林家迁山塂处建村,故名。雍正年间，姜、

丁姓由河崖、上夼迁入。乾隆年间，夏、于姓由光明顶、狮子于家迁入。现 116

户。

刘家塂 明崇祯元年，姜姓由姜格迁此建村姜家庄。清康熙元年，于姓由

狮子于家迁入。雍正八年，刘姓由丈八石迁入。后因刘姓人众而更此名。现 110

户。

念头 明永乐末年，鞠姓由海阳所迁此建村鞠家庄。嘉靖年间，王世兴、

王世连由文登县迁此。明末鞠姓迁走，更名念头(村名来历无考)。清顺治年间，

李姓由莱阳县迁入。乾隆年间，单姓由大单家迁入。现 320 户。

南西北庄 明嘉靖四十二年，李姓由大崮头、张姓由文登县张家埠迁此立

村。因位于沟李家村北，故名西北庄。清乾隆年间，宋、马姓由三甲疃、西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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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248 户。

沟李家 明嘉靖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此山沟立村，故名。清乾隆年间，

刘、赵姓由董格庄、赵东庄迁入；嘉庆年间，王、林姓由王家台(今名南马家庄)、

大孤山迁入。乾隆年间，蒋姓由池源迁村西建蒋家庄，1945 年并入沟李家。现

200 户。

南马家庄 清康熙年间，马姓由北马家庄迁此建村马家庄。乾隆年间，宋

姓由南泓迁入。另，清康熙年间，王姓由文登县迁此建村王家台，嘉庆年间，

刘姓由宝口和薛格迁入，后有辛、李、于姓由西泓、山东头、院前迁入，民国

年间，薛姓由济宁市迁入，1941 年并入马家庄。1980 年更今名，现 260 户。

董格庄 明天启年间，刘九锡由文登县鸭儿湾迁此定居，因此前有董姓建

村董格庄(万历年间迁堡上)，故袭旧称。清乾隆年间，姜姓由峒岭迁入。后丁、

李、王姓由附近村庄迁入。现 320 户。

孔家庄 明万历年间，孔彦蛟由牟平县五里头迁此立村。清雍正年间，李

姓由李家迁入。清末，于、宋姓分别由王家口、南泓迁入。现 273 户。

大单家 明永乐五年，单仲礼由安徽省凤阳城南大柳树迁此建村。现 425

户。

邵家庄 明万历年间，邵姓由历城县南流村迁此建村邵家。清乾隆三十二

年，潘姓由潘家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140 户。

唐曲洼 清初，曲姓在此建村曲家洼(后曲姓迁走)。道光年间，单、王姓

由大单家、祉家庄迁入。雍正年间，唐姓由南唐家迁此建村唐家洼，后陈姓由

西里村迁入。1942 年，两村合并取此名。现 159 户。

焉家庄 清初，韩姓由韩家沟迁此定居，嘉庆年间迁居韩家庄。道光年间，

焉姓从焉家迁此立村。现 58 户。

洼于家 明万历年间，于才旺由司马庄迁此立村，因此处地势低洼，故名。

清末，潘、姜姓由潘家、姜格庄迁入。现 120 户。

祉家庄 明永乐年间，王姓由云南从军海阳所，后入籍落居此地。于姓由

文登县泊子庄迁此定居。时有造纸作坊，故称纸家庄，后演作今名。现 57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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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村李家 明天启年间，李琳及其子李应藻由牟平县辛安迁此立村。因当

时李家门前植桃树 3株，故名。清乾隆年间，单姓由大单家迁入。现 300 户。

桃村王家 明末，王姓由祉家庄迁此建村，因位居桃村李家附近，故名。

后王姓迁走。清嘉庆二年，姜树德、姜裕德由吉林村迁此定居，袭旧称。袭旧

称。清末，兰、盛姓由兰家、荣成县迁入。后有秦、卢姓迁入。现 300 户。

堡上 明万历年间，董姓由董格庄迁古堡墩建村，故名。清乾隆年间，贾

姓由掖县迁入。清末，高姓由高家屯迁入。现 120 户。

潘家庄 明正德九年，潘祯由潘家析居立村。此地原是潘家的种地庄子，

故名。现 185 户。

潘家 明正统十二年，潘福寿由河南荥阳县迁此立村。民国末年，宋、于

姓由南泓、小孤山迁入。现 376 户。

单家庄 清道光年间，单德全、单德芳由大单家析居立村。现 50 户。

焉家 元末，焉庆由河南鄢陵县迁居沙沟寨(今名海阳所)，明初迁翁家埠,�

弘治十四年，又迁此定居立村。清末有胡姓迁入。现有 628 户。

邹家 明永乐年间，邹洪由河南省铺集磨街迁此立村。清道光年间，潘姓

由潘家迁入。现 319 户。

蔡家 元末，蔡弥由云南迁此立村。明中期，王姓由云南迁入。清初，单

姓由大单家迁入。现 87 户。

稗子刘家 明崇祯年间，刘姓由文登县鸭儿湾迁此立村。因此地洼涝生长

稗子，故名。清顺治年间，李姓由桃村李家迁入。后焉姓由焉家迁入。现 200

户。

王家口 明正德年间，王、刘姓来山口处定居建村，故名。后二姓迁走。

清乾隆十三年，于思清、于思惠由吉林村迁此定居，袭旧称。后单姓由大单家

迁入。现 420 户。

六村屯 明末，唐、方、苗、杨(云南迁来)、刘(文登县鸭儿湾迁来)、王(�

文登县迁来)六姓各聚居此地一方，后村庄渐连一起，故取此名。清康熙年间，

�林姓由西林家迁入，孙姓由念头迁入。嘉庆年间，许、赵、张、�傅姓由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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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迁入。�现 1140 户。

港头 清康熙八年，丁姓由河东来居。康熙十一年，于姓由西泓于家迁此

立村。初以地名犁犋滩取村名，后更今名。现 215 户。

翁家埠 金前，翁姓居海边立村，故名。明初，焉姓由海阳所来居(后迁焉

家)。明万历年间，王姓由小云南来居，后于姓迁入。清乾隆二十一年，单姓由

大陶家迁入。清末，刘、姜、宋、李、迟、蒋、薛等姓由邻近村庄迁入。现 430

户。

常家庄 明中期，常姓由海阳所迁居以姓建村，后迁走。清初，孙姓由小

滩、白沙滩迁入，袭旧称。乾隆年间，张、于姓由所后张家庄、姜格迁入。现

649 户。

八甲 明万历年间，于姓由文登县大水泊迁此立村，以当时划为邵村社第

八甲而得名。清顺治年间，周、宋姓由文登县高村和九顶埠迁入。康熙年间，

宫姓由青山迁入。清末，韩、陈姓由韩家庄、所陈家迁此，王姓由小滩迁此。

现 197 户。

小滩 明嘉靖年间，孙姓由文登县庙东迁此立村，因位居海滩附近，故名。

崇祯年间，王姓由云南迁入。清康熙年间，张姓由海阳县下河头迁入，宋、宫

姓由大庄、宫家迁入。现 450 户。

宫家庄 明弘治年间，宫风由宫家析居以姓立村。现 365 户。

宫家 明景泰六年,宫贵从文登县议城迁此以姓立村。清康熙年间，�冯姓

由冯家迁入。现 980 户。

大陶家 明永乐元年，陶姓由安徽省凤阳迁此建村陶家，许姓由安徽临淮

县迁入。嘉靖年间，单姓由大单家村迁入，后因建小陶家而更此名。清顺治十

八年，侯姓从小侯家迁入。现 1125 户。

小陶家 明嘉靖年间，陶姓由陶家迁此建村小陶家；侯姓由文登泽库迁居

建村大侯家。天启年间，董姓由辽宁省迁入。清康熙年间，焉、刘、潘姓先后

从焉家、董格庄、潘家迁入。1942 年,两村合并称小陶家。现 640 户。

小侯家 明万历十五年，侯姓由大侯家迁此立村。清初，潘姓由潘家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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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李姓由峒岭迁入。后吕姓迁入。现 350 户。

小单家 明永乐五年，单应道由安徽省凤阳大柳树迁此立村，为区别大单

家取此名。清康熙年间，潘、孙姓由潘家、小滩迁入。后卢、焉姓迁入。现 371

户。

韩家庄 清嘉庆年间，韩姓由焉家庄迁此建村。后王、李、宫、宋姓迁入。

1945 年并入大陶家，1981 年析出。现 110 户。

大孤山镇(36 村)

大孤山 明永乐五年，林兆行由福建莆田县百累迁此立村(前苗姓居住，�

元末迁走)。念先祖林和靖(北宋诗人)隐居福州西湖孤山而取村名孤山，嘉靖年

间，�李姓从大崮头迁入，更今名。现 295 户。

北念头 明崇祯年间，王姓由牟平县王家疃迁居立村，以姓氏王字为虎头

吉祥之兆取名念头。1980 年更此名。现 150 户。

上刘家 清乾隆年间，刘姓兄弟三人由黄格庄迁此立村，以烧石灰为业，

取名石灰刘家。后析为两村，坡上称上石灰刘家，1950 年简称上刘家。现 150

户。

下刘家 清乾隆年间，刘氏三兄弟由黄格庄迁此定居，以烧石灰为业，称

石灰刘家，后因坡上析上石灰刘家而改称下石灰刘家，1950 年简称下刘家。现

290 户。

胡家 明初，胡姓居此立村，明末迁走。姜姓由石城迁此定居，袭原名。

现�324 户。

丛家 清乾隆年间，丛文荣由水井迁此立村，后张姓由二甲迁入。现 128

户。

士子于家 明洪武年间，于姓由荣成县赤山迁此定居，因村西有一形似狮

子的巨石取名狮子于家，清末更名于家，1980 年更此名。现 470 户。

万户 秦始皇三十七年，姜姓由夹河下游公鸡岛(今烟台市区西)迁通天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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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移此定居，初名山庄。南宋初年更名鲁宋里，元中统年间又更名万户。现 310

户。

南口 明崇祯十四年,王其礼由石疃王家迁此定居,因村旁有核桃树故称核

桃树底下。清乾隆年间,姜姓由北河崖、万户迁入。嘉庆年间更今名。清末，刘、

�李姓由汤上、大崮头迁入。现 304 户。

北姜家庄 清顺治年间，姜守登由峒岭迁此立村，初名槐树底下。后槐树

枯死，更名姜家庄，1980 年更今名。现 302 户。

任家夼 明万历年间，任选、任富由湖北大悟县迁此处山夼立村。现 210

户。

大史家 明崇祯十三年，史东献由莱阳县龙旺庄迁此立村。因村边小河形

似龙，故取名卧龙史家，后更今名。现 380 户。

小史家 清康熙年间，王姓由西纪村迁大史家村南立村。现 160 户。

宫家桃 清康熙三十九年，宫姓因缴不起皇粮迁走他乡，刘姓由黄格庄迁

此定居，称为宫家逃。后更今名。现 265 户。

八门邹家 明末，曾有八户邹姓居此，故名。清雍正年间，唐姓由唐家迁

此，随后程、柳、孙姓分别由莱阳县鸭沟、栖霞县大柳家、白沙滩迁来。现 272

户。

入夼 清道光年间，姜善伦由南口迁山夼居住立村。现 21 户。

李家庄 清嘉庆年间，李铎由大孤山迁此立村。现 40 户。

大木 清顺治年间，于姓由狮子于家迁此定居。初以打磨为业，取村名打

磨，后更为今名。现 234 户。

林家庄 清康熙二十九年，林姓由大孤山迁此以姓立村。现 108 户。

吴家沟 明崇祯年间，吴姓由云南迁此山沟处定居，故名。后吴姓迁封赠

山。清康熙年间，丁姓由河东、王姓由西纪村、姜姓由万户迁入。乾隆年间，

谭姓从文登县七口、任姓从上夼来居。现 400 户。

果园 清顺治二年，林姓由东林家迁此，后王姓由曹家庄迁入。因此地盛

产小梨故称果园。现 19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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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清康熙九年，丁姓由河东迁其西北 3里处定居,称小北庄，同时李姓

由大崮头来居。雍正年间，与河东分离另立田赋户册，故更此名。现 638 户。

上夼 清顺治年间，周、于姓由文登县高村和相于家迁河东村北山夼立村，

故名。康熙十四年，丁姓由河东迁入，后任姓从海阳县西小滩迁入。现 325 户。

赵家 明万历年间，赵姓由境内河南迁此立村。清乾隆年间，林姓由东林

家、西林家，张姓由牟平县东仙姑来居。后程姓由八门邹家迁入。现 121 户。

山西头 清顺治五年，夏姓由光明顶来居。乾隆年间，林、吕姓由东林家、

莱阳县迁此，因位居林家村之北，故名北林庄。乾隆三十一年，更此名。现 110

户。

河东 明嘉靖年间，刘姓由黄格庄迁此，隆庆年间迁大浩口。万历年间，

丁姓由莱阳县团旺迁此立村埠后。清初，翟、潘姓分别由湘沟、潘家迁入,因居

小河之东，故更名河东丁家，1945 年又更今名。现 800 户。

八里甸 明成化年间，于姓由狮子于家迁此立村，因距大孤山八里而得名。

明末，王姓由王家宅口迁入。清初，许、李、丁姓由许家埠、莱阳县岘子湾、

河东迁入。现 600 户。

小孤山 明嘉靖年间，于姓由狮子于家迁小孤山前定居，以山取村名。民

国三十五年，刘姓由黄疃迁入。现 368 户。

石硼杨家 清康熙二十年，于子会由小孤山迁此定居，后丁姓由河东迁入。

前曾有杨姓居此，村后有一石硼，故袭用原名石硼杨家。现 315 户。

东林家 明永乐年间，林学成由福建莆田县迁此立村，因村西有林家，故

名。后有王、白等姓迁入。现 260 户。

西林家 明永乐八年，林汝由福州西平里迁此立村，东林家建村后，更此

名。清末，魏、宋、夏姓相继由文登县魏家疃、南泓、光明顶迁来。现 304 户。

水井 明万历年间，丛姓由文登营迁此建村，因此地井水甘洌清澈，故名。

清初，崔、仇姓分别由崔家、仇家洼迁此。现 412 户。

店子头 明万历年间，王顶从莱阳县岘子湾迁此建村，因村西开有饭店，

取名店东头，后更今名。现 34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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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介庄 明万历年间，赵姓由西泓赵家迁此为宁海州进士俞介看守田庄，

故名。清初，赵姓迁走，宋姓由北江村迁入，袭原名。清末，焉姓从焉家迁入。

现 270 户。

河南 明初，吕、赵姓居此，因位于锯河之南，故名，明末迁走。清初，

丛姓由水井来居，后张姓从海阳县哲阳、王姓从海阳所迁入。现 410 户。

山东头 清顺治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围子山之东定居建村，故名。清末，

赵姓由西泓赵家迁入。现 147 户。

城北镇(19 村)

石头圈 元至元年间，石姓由小云南迁此定居，因村南被半圆形石坝相围，

故名。后石姓迁走。明初，于金由荣成县赤山迁此，袭原名。清代，先后有胡、

赵、邢、冷等姓由邻村迁入。现 500 户。

大王口 明万历年间，刘姓从黄格庄迁山口处立村，取名岱望口，后演作

今名。现 110 户。

林水 明崇祯年间，段姓由段家迁此立村。因村周围林木茂密，村前有河，

故名。后有宋、姜等姓迁入。现 318 户。

西北庄 清康熙年间，段姓从林水析居立村，因位于林水村西北，故名。

后张姓由泽上迁入。清末，朱、宋、于姓分别由海阳所、古初、石头圈来居。

现 261 户。

马家庄 清顺治年间，马聪由海阳所迁此立村。民国时期，先后有陈、蒋、

王等姓由外县入籍。现 325 户。

胡八庄 清康熙二十年，胡廷佩由胡家沟迁此立村，初时八户，取名胡八

家。民国初年更此名。现 576 户。

胡家沟 明万历年间，胡姓分别由牟平县胡家楼和蓬莱县迁此处山沟定居

立村。民国时期，桂、卜等姓分别由莒县、云南省、贵州省入籍。现 560 户。

邵家 清顺治年间，邵姓由阜西庄迁此立村。1943 年，罗姓由马场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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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460 户。

六甲庄 清顺治年间，胡姓由海阳县平顶迁此立村，以当时户籍编制取名。

清末，侯姓由文登县侯家集二老营迁入。现 110 户。

三甲庄 清顺治年间，刘姓由黄格庄迁此立村，以当时户籍编制取名。现

88 户。

十甲庄 清顺治年间，刘姓由黄格庄迁此立村，以当时户籍编制取名。后

胡姓由胡八庄迁入，任姓于民国时期由莱西县迁入。现 180 户。

邢家庄 明嘉靖年间，邢姓居此建村邢家(后迁走)。明末，于姓由牟平县

上庄、胡姓由牟平县胡家楼迁此，袭原名。清乾隆年间，马姓由马家庄迁入。

1980 年更今名。现 256 户。

任沟 明万历年间，任姓由湖北大悟县迁山沟处定居立村，故名。清乾隆

年间，徐、王、马姓分别由朱家庄、北王家庄、马家庄迁入。现 185 户。

宋家庄 清顺治年间，宋姓由北江村迁此建村。现 133 户。

东家 明崇祯元年，东姓由云南迁此立村。清顺治年间，张、胡姓由海阳

县迁入。乾隆年间，孙、马、刘姓先后由孙家埠、马家庄、海阳县埠落迁入。

现 660 户。

黄村 金前，黄姓居此建黄家台村，元末被毁。明永乐十二年，张姓从云

南迁居立村，仍取黄字为名。明末，初姓由兖州徙居仇家洼，又迁居该村。现

580 户。

二甲 明万历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此立村，以当时户籍编制取名。清初，

张、林、王、宋姓先后由黄村、鲁家夼、海阳所、江村迁入。后崔、丁姓分别

由崔家、河东迁此建崔家庄和丁家庄，1942 年并入二甲。现 421 户。

晁家庄 明初，晁姓从云南迁此建村，明末被剿。清初，张、崔姓分别由

蓬莱县、崔家迁此定居，袭旧名。现 92 户。

朱家庄 明万历二十四年，朱姓由小云南迁此立村。崇祯年间，徐姓从云

南迁入。清初，梁姓从荣成县孟格庄迁入。现 228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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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镇(23 村)

徐家 明洪武年间，徐姓由荣成县白马迁此以姓立村。正统年间，姜姓由

峒岭迁入。现 800 户。

桑行 明天启五年，姜姓由峒岭迁此建村，因此地多桑树，故名。之后，

林姓从林家庄迁入。现 58 户。

圣石前 清乾隆元年，马姓由莱州马家围迁此建村，因村后有一巨石人称

圣石，故名。现 68 户。

车门口 清乾隆年间，徐姓由莱阳县东朱皋迁此建村，因位于车家寨山口，

故名。后有兰姓从兰家迁入。现 85 户。

光明顶 明崇祯年间，夏文秀由夏村迁此立村。据传村东有一土堆形似鼎，

太阳初出，光照于顶，故取名光明鼎，后演作今名。现 40 户。

辛家口 明弘治八年，辛本德由海阳县大辛庄迁此建村辛家，后更今名。

清嘉庆年间，吕、于姓先后由文登县吕家集、士子于家迁入，孙姓由孙家埠迁

入，刘姓由海阳县刘连庄迁入，王姓由牟平县王格庄迁入。现 460 户。

黄疃 金代，黄姓居此(明嘉靖年间迁走)。明洪武年间，刘姓由文登县鸭

湾崖迁此定居，袭原村名黄疃。清初，姜姓由峒岭迁入。现 550 户。

峒岭(2 村) 秦始皇二十六年，姜姓由夹河下游公鸡岛(今烟台市区西)迁

通天岭(今寨山)隐居，始皇三十七年，择此地定居，念先祖通天岭隐居历史取

名峒岭。明隆庆元年夏，洪水将村庄分为东西两村。现东峒岭 634 户，西峒岭

712 户。

大浩口 明隆庆年间，刘姓从河东迁此立村，因村后有石硼取名石硼前，

后因村旁蒿草繁茂，更名大蒿科，1910 年更今名。现 535 户。

小浩口 明万历年间，张姓由云南迁大蒿科村西南定居立村，取名小蒿科，

1910 年更今名。清末，于、刘、王姓先后从午极、黄疃、文登县口子迁入。现

90 户。

杨家屯 明万历年间，杨姓由云南迁此建村。后李、吕、姜姓先后由大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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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文登县葛家、桑行迁此。现 465 户。

邢家屯 清顺治年间，邢姓由文登县岛集迁此建村。后李、丁、于姓分别

由念头、河东、王家口迁入。现 240 户。

许家屯 明洪武八年,许姓由湖北省黄冈迁此建村。民国十四年,姜姓由东

珠塂迁入。现 175 户。

吴家屯 明万历年间，吴姓从云南迁此建村。后吴姓迁走，姜姓于清顺治

年间和康熙年间分别由峒岭、南斜山迁入。现 200 户。

马场 明万历年间，裴姓由云南迁此建村。清初，罗姓由胶南县迁此，因

此地为宁海州官府的牧马场，故名。后有冷、马、焉、于姓分别由冷家庄、圣

石前、焉家、洋村迁入。现 340 户。

四甲 明万历年间，姜姓由西珠塂迁此立村，以当时户籍编制取名。现 107

户。

东王家庄 明嘉靖二年，王姓由云南迁此立村王家庄(后迁走)。万历三年，

姜姓由西珠塂迁入。后有于、孙姓迁入，袭旧名。1980 年更今名。现 291 户。

东刘家庄 明万历年间，刘姓迁此建村刘家庄。天启年间迁走，许姓由许

家屯迁此立村，沿用原名。清顺治年间，于姓由洋村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176 户。

洋村 明嘉靖年间，于姓由荣成县斥山迁此建村，因濒临海洋，故名。现

750 户。

老庄 清康熙年间，于姓由洋村迁此立村，当时因村后林内乌鸦很多，故

名老鸦庄。后王、刘、李姓由李家疃、大浩口、莱阳县小埝迁入。1983 年更今

名。现�324 户。

东南塂塂明万历年间，于成海由洋村迁此立村，因位于洋村东南塂之上，

故名。清初，张姓由东南寨迁村北建村，后并入东南塂，姚姓由文登县姚山头

迁来，后又有马、卢姓迁入。现 384 户。

东南寨 明崇祯年间，张姓由烟台初家迁此建村，后于、王姓从洋村、万

家迁入。因明代曾在此屯兵设寨且位于徐家南，故名南寨。1980 年更今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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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户。

南黄镇(33 村)

南黄 明洪武七年，辛姓由湖北襄阳县迁海阳县大辛家，又迁此建村十里

大辛家。宣德五年，李姓由大崮头李家迁入。万历八年，林姓由栖霞县京子埠

迁入，因位于黄垒河南，更名南黄。清康熙三十九年，鲁、乔姓分别由海疃、

文登县狗皮桥迁入。乾隆十五年，宋姓由南泓迁入。现 850 户。

河崖 明嘉靖七年，姜姓由峒岭迁黄垒河南崖定居立村，故名。现 150 户。

冷家庄 明正德十六年，冷学孟、冷学宦由平度县迁此立村冷家。明天启

年间，钱姓由荣成县迁入。清康熙年间，冯姓由万家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330 户。

湾头 明洪武年间，高姓由海阳县徽村迁黄垒河拐弯处定居立村，故名。

清乾隆年间，矫姓由牟平县垂柳迁入。清嘉庆年间，贾、孙姓由贾家庄、汤上

迁入。现 645 户。

凤西庄 清乾隆年间，姜、蔡、陈姓由河崖迁此立村，因位于凤凰口西，

故名。现 118 户。

母鸡屯 清康熙年间，张姓由巫山来居，王姓由山前庄迁入。因附近山林

多野鸡,故称野母鸡屯，后更今名。乾隆年间,姜、陈、刘、高姓由邻村河崖、

小陈家、归仁、湾头迁入,李姓由文登县泽头迁入。现 215 户。

汤南山 清乾隆四十五年，孙姓从汤后疃迁汤上南山定居，故名。咸丰年

间，王姓由荣成县赤山迁入。后又有张姓迁入。现 210 户。

南台子 清光绪年间，孙姓由汤东疃迁南台子定居，故名。现 62 户。

庄子园 清乾隆五年，孙姓由汤东疃迁居，因此处为归仁的种地庄子，故

名。现 60 户。

仙人脚 清乾隆四年，高姓从湾头迁此立村。相传因村北河中巨石有一仙

人留下的脚印，故名。现 6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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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家疃 明崇祯十六年，宫姓由文登县柳林庄迁此立村宫家庄。清末，王

姓由南黄北塂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135 户。

归仁 金代前有村庄龟阴(因村南有岩石形似龟,故名),金末战乱被剿。明

末，孙、刘姓由汤上和文登县鸭儿湾迁此立村，以原村名谐音取名。清代,先后

有张、�高、于姓从南黄、湾头、王家口迁入。现 900 户。

南黄北塂塂元末，丁姓居此，明初迁北高格庄。清顺治元年，王姓从店子

头迁南黄村北山塂处立村，故名。现 335 户。

南黄庄 清乾隆年间，李光先、李先培由南黄迁此定居。因此地是南黄村

种地庄子，故名。现 230 户。

北斜山 明洪武末年，高姓由西浪暖迁斜山之北立村，故名。万历年间，

宋姓由史家疃迁入。清末，陈姓由母鸡屯迁入。现 510 户。

南斜山 明嘉靖年间，黄姓由黄疃来此立村(后迁走)，因位居斜山之南，

故名。清初，王、刘、姜姓先后由南黄北塂、黄格庄、峒岭迁入。现 152 户。

高家屯 明万历年间，康姓居此建村康家屯，后迁走。清康熙年间，高姓

从湾头迁此以姓立村，后汪、曲姓由牟平县迁入，李、肖姓由大崮头、肖家迁

入。现�340 户。

崮山寺 清康熙三十一年,李柏从文登县吴家庄迁此立村,以附近古庙崮山

寺为村名。乾隆年间,孙、姜姓先后由东珠塂、西珠塂迁入。现 105 户。

靠山 明万历年间，孙姓由汤上迁此靠山而居，故名。清咸丰年间，于姓

由辛庄、院前迁入。后有姜、王、谭姓迁入。现 210 户。

东姜家庄 明万历年间，姜姓由峒岭迁此建姜家庄村。清顺治年间，孙姓

由东珠塂迁入。康熙年间，王姓由牟平迁入。清末，于姓由王家口、陈姓由牟

平县陈家疃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204 户。

李家疃 明万历年间，李姓由李家迁此建村(后迁走)。崇祯年间，于姓由

乳山寨迁此。清末，孙姓由东珠塂、张姓由文登县张家埠迁入。现 135 户。

上庄 元至正年间，姜姓由万户迁珠塂村边小河上游立村，故名。明成化

年间，高姓由湾头迁入。清时，有吴、刘、孙、万姓先后迁入。现 42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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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珠塂 元大德年间，姜子茂由万户迁此立村，因村西北两小河中间有一

圆形土塂，人称“二龙戏珠”，以此取名珠塂。明万历年间更今名。民国末年，

姚姓从唐家洼迁入。现 260 户。

东珠塂 明万历二十七年，孙姓由汤后疃迁珠塂村东立村，故名。现 390

户。

朱家屯 金元时期，朱姓在此以姓建村，元末战乱迁走。明永乐年间，王、

周姓先后从黄县迁此定居，后迁走。清康熙年间，孙、李、于、邵四姓先后由

刁家、青山、小浩口、邵家迁入,沿用旧名。现 204 户。

西洋水 明永乐年间，于姓由平度县古岘迁小河东岸立村，取名小河东。

隆庆元年，因洪水淹村，更此名。明末，李、王姓由泽头、朱家屯迁入。清初，

鞠姓由海阳所迁入。现 173 户。

东洋水 明嘉靖年间，王姓由朱家屯迁此，取名王家屋后。隆庆元年更此

名。万历年间，孙姓由孙家埠迁此。清顺治年间，迟姓由莱阳县迟家庄迁入。

乾隆年间�,于姓由狮子于家迁入。后刁姓由刁家迁入。现 280 户。

院后 明泰昌元年，肖姓由河南省昌阳县章村迁此立村，因位于古寺院后，

故名。清初，臧姓由海阳县臧家迁入。现 185 户。

孙家埠 明洪武年间，孙姓由云南迁黄垒河下游西岸立村。清康熙年间，

陈姓由卧龙迁入。乾隆年间，邹姓由文登县店子迁入。现 445 户。

陈家屯 明成化五年，陈姓兄弟四人由牟平县纸坊迁此立村。清乾隆年间，

林姓由西浪暖迁入。现 119 户。

柯家庄 清雍正八年,柯姓从荣成县柯家屯迁此以姓立村。清末,孙姓由文

登县南桥迁入。现 30 户。

岭上 元末，姜、曹姓由西浪暖迁高岭之上立村，故名。明永乐十八年，

孙姓由孙家埠迁入。明末，高姓由西浪暖迁入，蔡姓由榆树底迁入。清初，林

姓由西浪暖、王姓由杨家屯迁入。现 602 户。

西浪暖 元初，姜、曹姓居此，元末迁走，郭姓由荣成县上郭家迁此立村。

因位于黄垒河入海口西，河水海水交汇，水浪一片，取名西浪浪。后更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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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年间，高姓由海阳县徽村迁入。明末，蔡姓由东浪暖迁入。清初，邹、

王、林等姓由文登县店子、杨家屯、南黄迁入。现 1200 户。

冯家镇(53 村)

冯家 明洪武年间，冯姓由观上冯家迁此以姓立村。明末，宫姓由徐家村

迁入。清末，杜、李二姓由牟平县杜家、临沂县迁入。现 800 户。

北高格庄 南宋祥兴元年，高仁合、高仁成由云南迁此建村高格庄。元至

元三十年，丛、赵姓由文登县于疃、牟平县西北坝迁入。明洪武八年，丁、孙

姓由南黄北塂、牟平县夏玉迁入。清时，先后有周、曲、邢、冯、胡、滕、谭

等姓迁入。雍正年间，因村南建南高格庄而更今名。现 253 户。

南高格庄 清雍正年间,高姓由北高格庄析居立村南高格庄。乾隆年间，曲、

�袁姓分别由牟平县潘格庄、青岛城阳迁入。嘉庆年间,�王姓由福山县古岘王家

迁入。现 210 户。

徐家村 元代前，徐姓居此以姓立村，元末战乱被毁。明洪武二年，宫姓

由文登县柳林庄迁此定居，袭原名。隆庆二年，王姓由文登县小寨迁入。清康

熙二十八年，辛姓由南黄迁入。现 720 户。

合子 明万历年间，于姓兄弟二人迁此定居，故称合子。清乾隆年间，先

后有张、郑、姜、韩姓迁入。现 365 户。

合子庄 清光绪十六年，张、韩姓由合子迁此定居。后王姓由沙家来居。

1953 年更此名，现 112 户。

鲁家 明万历年间，鲁姓由云南迁此建村。清乾隆年间，孙姓由砦里迁入。

道光年间，姜姓由花家疃迁入。现 210 户。

吴格庄 金时，吴姓居此以姓立村，金末遭剿。明宣德二年，宫姓由徐家

村迁此定居，袭原名。现 161 户。

上口 清康熙年间，孙姓由文登县坦埠迁此建村，因位居附近诸村上水头

的山口处，故名。现 348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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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石 明成化年间，姜姓由峒岭迁此建村，因村东有一巨石，故名。万历

年间，李、王姓由牟平县解甲庄、荣成县赤山迁入。清乾隆年间，夏姓由夏村

迁村东南看庵，取名夏家庵，1945 年并入盘石村。现 454 户。

张家寨 明万历年间，张姓由莱阳县张家灌迁此立村，因此地曾屯兵设寨，

故取名寨里村。1942 年更名北寨，1980 年又更今名。现 361 户。

中寨 清乾隆年间，姜姓从花家疃迁此立村，因古有兵寨，故取名姜家寨。

道光年间，王姓由牟平县迁入。1942 年更名中寨。现 313 户。

林家寨 明弘治年间，林姓由文登县林村迁此立村，因村北有河，取名河

南庄。1942 年更名南寨，1980 年又更今名。现 118 户。

消水河 明万历年间,勇姓由南勇家迁此定居。因村东河床较高,汛期河水

消的很快,故名。清顺治年间,宋、谭姓由史家疃、牟平县谭家泊迁入。现 167

户。

马山沟 清乾隆年间,孔、姜二姓由孔家、北河崖迁此定居,因位于马山沟

夼,�故名。后有于、孙姓先后从文登县窑南泊和孙家迁入。现 80 户。

唐家店子 明万历二十三年，唐姓由福山县陌唐迁此立村，因当时村头开

设小旅店，故名。清乾隆年间，刘、冯姓由午极、冯家迁入。现 275 户。

花家疃 明万历二十四年，刁姓由文登县长山刁家迁此定居，此前曾有花

姓居此建村，故袭原名。清初，姜姓由南刘伶庄迁入。现 405 户。

北吉子园 明洪武年间，孙姓由文登县坦埠迁此立村，因此地有古庙“棘

子院”而得名，后演变为吉子园。清初，王姓由牟平县官庄迁入。1956 年更今

名。现 62 户。

南吉子园 明洪武年间，孙姓由文登县坦埠迁棘子院南定居立村，取名南

棘子院，后演作今名。清初，姜、高姓由峒岭、西吉子园迁入。现 119 户。

西吉子园 清初，高姓由下初西庄迁棘子院西定居立村，取名西棘子院，

后演作今名。现 140 户。

东吉子园 明万历年间，曹、孙姓由河南村、文登县坦埠迁棘子院东立村，

取名东棘子院，后演作今名。清乾隆二十六年，滕姓由地口迁入。现 162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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砦里 明万历年间，孙姓由文登县坦埠迁此定居，因此处周围多山，古时

曾设兵寨，故名。清初，刘、彭姓由文登县鸭湾崖、荣成县楼下迁入。道光年

间，董、李、张姓由日照县迁砦里村南定居，以三姓团结义气，取名三义村，

1952 年并入砦里。现 400 户。

马山前 明洪武十五年，姜姓由峒岭迁马山之前定居立村，故名。现 125

户。

庄子夼 清康熙年间，战姓由文登县二王家迁圣水宫前山夼为道观看庄子，

故名。清末，潘、王姓由泥沟村迁入。现 71 户。

孔家 明嘉靖年间，孔姓由牟平县五里头迁此以姓立村。现 247 户。

王家庵 清康熙三十年，王姓由文登县程格庄迁此看庵并定居立村。后冯

姓由观上冯家迁入。现 68 户。

观上冯家 元末，冯姓由云南迁玉虚观附近而居，故名。现 172 户。

赵家庵 清咸丰年间，赵姓由湾头迁此看庵，后定居立村。现 48 户。

万家 明弘治九年，万姓由河北省迁此立村。清乾隆年间，冯、孙姓由观

上冯家、黄县迁入。清末，孔、王姓由孔家、葛口迁入。后有李姓从沽水头迁

入。现 440 户。

高家台 明崇祯年间，高姓由湾头迁此定居，初名高村，后因村旁有土台，

更名高家台。清道光年间，于姓由文登县于家口迁村西建村小于家，建国后并

入该村。现 172 户。

卧龙 清乾隆年间，陈姓由所陈家迁大、小蛇夼前定居立村，以吉祥之意

取名卧龙。后有孙、王、刘姓由文登县庙东和二王家、南斜山迁入。现 327 户。

东官庄 北宋熙宁年间，官姓居此建村官庄。金大定年间，史姓从莱阳县

史家圈迁史家疃，元末迁此定居，袭原名。清乾隆年间，孙、�姜姓由崖子、�

峒岭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505 户。

瑞木山 元至正二十年，姜姓从峒岭迁此立村，取名水漫山。明洪武三年

曹姓由云南省昭通迁此，将南方水杉带来此地栽植，更村名水木山。清道光二

十二年更今名。清末，孔、史二姓由孔家、东官庄迁入。现 516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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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泊子 明弘治年间，马姓从海阳所迁此平泊地定居立村，故名。万历

年间，曹姓由瑞木山迁入。清康熙年间，张、刘姓由张家寨和黄格庄迁入。清

末，方、姜姓由小云南、文登县姜家庄迁入。现 507 户。

东马家庄 清顺治年间，马氏兄弟良习、良助从马家泊子迁此立村马家庄。

雍正年间，曲姓由文登县北黄迁入。乾隆年间，高姓由高家台迁入。1980 年更

今名。现 410 户。

沽水头 明中期，曾有张姓居此，因村西有古泉而取名沽水头。清初，于、

牟、邢姓分别由莱阳县河前庄、栖霞县铁口、文登县岛集迁此。清末，李、冯

姓迁入。现 187 户。

北刘伶庄 清康熙八年，宋姓由史家疃迁此，谭姓由文登县谭家口迁此。

此地原为地主刘伶的田庄，故名。后因村南又建一南刘伶庄而更今名。现 224

户。

南刘伶庄 清康熙十一年，姜姓兄弟四人从东峒岭迁刘伶庄村南定居，故

名。现 104 户。

北河崖 明万历年间，姜姓从峒岭迁老清河西岸定居，取名河崖，后因与

黄垒河南岸的河崖村重名而更今名。现 130 户。

北汉村 清乾隆年间，姜姓从山北头迁汉村北立村，故名。民国年间，林

姓由文登县泽头迁入。现 250 户。

南汉村 明嘉靖年间，曹盛琳从河南村迁此立村曹家疃。隆庆年间，姜应

举从峒岭迁入，后因姜姓人盛，取姜房字(汉臣)为村名，因位于冯家村南，取

名南汉臣，后演作今名。现 432 户。

北泥沟 清康熙末年，李姓由小北庄(今名上册)、王姓由文登县孔格庄、

于姓由司马庄迁此立村。因位于黄泥沟旁，故名泥沟。清道光三十年，更今名。

现 228 户。

南泥沟 清康熙年间，刘姓从云南迁此，后有曹姓从瑞木山迁入，取名南

曹家。清道光三十年，更今名。现 180 户。

东泥沟 清乾隆年间，于姓由文登县大水泊迁此立村于家疃。后邢、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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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姓迁入。道光三十年更今名。现 120 户。

王疃 明嘉靖年间，王姓因避水灾由石疃王家(今汤后疃村北)迁此立村。

初名小疃，民国二十七年更今名。现 180 户。

吕格庄 明万历年间，耿姓由西耿家迁此立村。此处原是北汉村吕姓大户

的种地庄子，故名。清初，姜、曲、孙姓分别由峒岭、牟平县小埝、孙家埠迁

入。现�450 户。

葛口 明崇祯年间，马姓从海阳所迁此立村。因位于山口，且葛子丛生，

故名。清初，姜、王姓由峒岭、文登县文登营迁入。现 139 户。

山北头 元代，姜姓由万户迁山阴坡立村，故名。清嘉庆年间，李、孙姓

由北泥沟、万家迁入，姜姓由峒岭迁入。现 363 户。

石城 嘉靖三十七年，姜姓由峒岭迁石坝前定居立村，故名。现 362 户。

汤上 唐时，孙姓土著老民散居温泉汤一带，称汤上。元时，居温泉汤之

西孙姓称小汤。明嘉靖年间，刘姓从黄格庄迁入。1952 年复原名。现 215 户。

汤后疃 唐时，孙姓土著老民居此，称汤上。元时，居温泉汤之后孙姓村

落称汤泉。1952 年更今名。现 150 户。

汤东疃 唐时，孙姓土著老民居此，称汤上。元时，居温泉汤之东孙姓称

大汤。1952 年更今名。现 210 户。

汤南场 清末，孙姓由大汤析居立村，1942 年定此名。现 85 户。

下初镇(37 村)

下初 元至正年间，高金由海阳县徽村迁横山下定居立村。因建村较早，

故名。明中期，宋姓由史家疃迁入，冯、王姓由冯家、日照县迁入。清初，谭

姓由文登县谭家口迁入。现 852 户。

巫山 南北朝时期，刘姓居此建村，以村北巫山为村名，金时迁走。明永

乐年间，宋姓由史家疃来居。清康熙三十三年，张姓由泽上迁入。康熙三十九

年，郑姓由东横道口迁入。现 62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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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庄 明永乐年间，宋姓由史家疃迁此立村宋家庄，后宋姓渐泯。高姓由

文登县九顶埠迁入，更名巫山河东。清初，张姓从泽上和莱阳县张家灌、孙姓

从牟平县、曹姓从河南村迁入。清末，宫姓从文登县议城迁入。1942 年更今名。

现 505 户。

北东庄 清康熙年间，宋姓由史家疃迁西庄村东立村东庄，后迁走。乾隆

二十年，于姓由桑行埠迁入。道光年间，因村南建南东庄而更今名。现 186 户。

南东庄 清乾隆年间，初姓由合子庄迁东庄村南定居。道光年间，孙姓和

于姓由合子、牟平县玉林店迁入，取名南东庄。现 102 户。

单家疃 清乾隆年间，单方恩由大单家迁居北东庄。清末，刘姓从文登县

鸭儿湾迁入，后有齐、张姓迁入。1960 年由北东庄析出立村。现 30 户。

皂地 清康熙五十四年，周孟由文登县周家埠迁此立村。因当时此处土地

荒芜，不纳皇粮，故名。现 132 户。

车家夼 清康熙年间,迟姓由文登县迟家庄迁此定居,此地曾有车姓建村车

家夼，故袭原名。乾隆年间,宋姓由牟平县南台迁入。清末,杨、于、曲、辛等

姓先后从牟平县羊岚、八里甸、北高格庄、南黄迁入。现 160 户。

河南村 明洪武年间，曹九从瑞木山迁黄垒河南岸定居立村河南庄，后更

今名。民国时期，先后有刘、高、胡、盛、王姓迁入。现 600 户。

葛格庄 明嘉靖三十九年，葛姓建村葛格庄。后葛姓渐泯。万历年间，林、

高、侯姓分别由文登县林村、海阳县徽村、牟平县城东迁入。清初，阮姓由果

园来居，后有孙姓从烟台马家都迁入。现 420 户。

西马台石 清康熙年间，王松由哨里迁马台石村西定居立村，故名。乾隆

年间，徐姓由文登县爬山后、姜姓由大虎岚、于姓由石头圈、张姓由泽上来居。

后有谭、贾、陈、李、冯姓迁入。现 420 户。

东马台石 明万历四十六年，徐姓由文登县爬山后迁此建村。相传有仙人

踏村南山上巨石上马，故名马台石。明末，谭姓由文登县谭家口、李姓由文登

县昆嵛山后念头迁入。清康熙年间，更今名。现 205 户。

北芦头 元大德年间，王四龙由山西省鸡头村迁此立村,因此地芦苇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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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芦头。清嘉庆二十四年，刘姓由黄格庄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130 户。

簸箕掌 清康熙三十九年，徐友由文登县白马迁此立村，因此处地形似簸

箕状而得名。乾隆三十年，刘姓由文登县鸭儿湾迁入。后张、曹、孙、孟姓迁

入。现�213 户。

山前庄 清顺治十八年，宋岱由史家疃迁神山之前定居立村，故名。乾隆

年间，孙、张姓由汤上、东家迁入。现 210 户。

垒冢前 明永乐年间，宋姓由史家疃迁此立村。村后有古墓地，故名。明

末，林、曲二姓由牟平县西关、牟平县山北头迁入。清道光十年，段姓由段家

迁其村北建金山后，1942 年并入垒冢前。现 212 户。

辛家疃 明万历年间，宋同登由史家疃迁此立村，初名新家疃，后演作现

名。后有卢、刘、赵姓迁入。现 365 户。

初家沟 明洪武六年，初姓由云南迁此立村。清嘉庆二十五年，段姓由段

家迁入。现 115 户。

上初 明建文年间，高姓由下初迁此立村。因位于下初之北围子山前，故

名。清时有宋、冷、程、刘、王、姜、袁、李、任、潘姓迁入。现 278 户。

史家疃 金时，史、郭姓居此，分称史家疃、郭家埠。后史、郭二姓迁走。

元天顺元年，搬阳路总管宋信由江西吉水县迁文登昌阳古城之西定居，元末，

其孙宋文仲迁史家疃。民国初年，张、王姓由日照县迁入。现 631 户。

英格庄 明嘉靖十八年，白姓居此(后迁东北)。万历四十九年，韩姓由黄

格庄来居，后徐姓由台依迁入，取名双山前。清光绪年间更今名，取英才辈出

之意。清末，刘、李姓由黄格庄、胡家口迁入。另，清康熙十八年，王德钦由

樗树崖迁其村东北建王家庄，民国二十九年，与英格庄合为一村。现 301 户。

日照庄 清康熙二十三年，徐姓由文登县爬山后徐家迁居围子山东坡立村，

此地日出无山岭遮挡，最先被日光所照，故名。后有宋姓由下初迁入。现 340

户。

张家沟 清乾隆元年,张姓由门楼疃(今下初村东)迁此立村。现 80 户。

辛庄 清康熙四十年，王有从牟平县王家疃来居。乾隆十九年，王坤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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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口迁入。时为新建村庄，故名新庄，后演作辛庄。后又有宋姓迁入。现 235

户。

西泊 明正统十年，宋姓由莱阳县来此处河西岸平泊地定居，故名。万历

年间，王、田姓由北念头、桑行埠迁入。后史家疃宋姓迁此建村宋家疃，民国

十五年，并入西泊。现 205 户。

黄格庄 金代，黄姓在此建村黄格庄,元末迁走。元至治元年，刘景自山西

省云冈迁此立村，袭原名。清时，孙、胡姓由崖子、石甲庄迁入。现 690 户。

胡家口 明洪武年间，胡姓由牟平县城来山口处定居立村，故名。正统年

间，胡姓迁走，刘、王、韩姓由黄格庄，宋、徐姓由史家疃、徐家村来居。现

420 户。

山南头 明万历五年，刘德仁由文登县鸭湾崖迁此立村，因村北有山，故

名。清康熙年间，姜、赵姓由吕格庄、赵家庄迁入。现 164 户。

段家 明嘉靖年间，段道贵由安徽凤阳府迁此以姓立村。现 680 户。

塂南头 清雍正年间,段姓由段家迁山塂之南立村，故名。现 115 户。

里庄 明末，段姓由段家迁居段家村南，称段家南庄，1941 年更今名。现

106 户。

外庄 清康熙年间，段玉章兄弟三人由段家析居段家村东，取名段家东庄。

同治年间，宋姓从莱阳县来居。1942 年更今名。现 110 户。

下洼 明洪武年间，阎姓由乳山寨迁此立村(后阎姓断嗣)，因地势低洼，

故名。明崇祯年间，刘姓从黄格庄迁此。清顺治年间，段姓由段家来居。现 200

户。

三甲 明万历年间，刘侠、张学、段少兰分别从翁家埠、所后张家庄、段

家来居，初时只有 3户人家，称为三家子，后演作三甲。现 255 户。

古初 明成化年间，宋姓由史家疃迁此立村。因当时附近无村庄，故名。

清康熙年间，王、田姓由北念头、桑行埠迁入。后董、段姓先后从日照县、段

家迁入。现 325 户。

下草埠 明万历三十年，刘姓由黄格庄迁此，初时搭草铺而居，故称草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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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更名下草铺，并演作今名。清雍正年间，谭姓由文登县谭家口迁入。现 548

户。

上草埠 明崇祯十六年，李志轩、李志昂由大崮头迁草铺村之上定居，故

名上草铺，后演作今名。清乾隆年间，宋、东姓由史家疃、东家迁入，后王姓

由夏村迁入。现 170 户。

午极镇(35 村)

午极 历史上曾有土著老民刘姓在此居住，建村年代无考。明洪武年间，

卢、祝姓由云南迁此立村，以村后五条山岭似五龙盘踞，取名五极，后演作今

名。明正德年间，张姓由泽上迁此。明末，于、杨姓由文登县大水泊、�牟平县

五台迁入。�现 980 户。

石字岘 明万历八年，王姓由西纪村迁此立村王庄。崇祯年间，姜、李姓

由峒岭、大崮头迁此，改取附近山名为村名。清初，刘、孔姓迁入。现 610 户。

由家庄 清顺治年间，由姓从育黎迁此立村(此前有宋、杜姓居住，后迁走)。

后有时、王、周姓由牟平县、西纪村、鲁家夼先后迁入。现 215 户。

正甲夼 元末，郝姓由栖霞县郝家迁此定居。明永乐六年，于姓由文登县

大水泊迁入。清康熙年间，王、谭姓由西纪村、文登县谭家口迁入。�村名含义

无考。�现 538 户。

大虎岚 金代前，土著老民王姓居此，金末元初，战乱被剿。元大德年间，

姜姓由峒岭迁此立村。因村后山岗有虎洞，故名。明嘉靖年间，韩姓由栖霞县

迁入。清中期，蔡、车、王、孙等姓迁入。现 461 户。

小虎岚 明嘉靖九年,王姓由莱阳县岘子湾迁大虎岚村南定居立村。现 200

户。

唐家沟 清顺治七年，唐姓由福山县陌唐迁此立村，因位于山沟，故名。

乾隆年间，刘、王、宋姓先后由转山头、牟平县旺格庄、史家疃迁入。现 16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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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庄 明嘉靖三十四年，杨德清由牟平县杨家疃迁此立村。清康熙年间，

王姓由海阳县盘石店迁入。现 402 户。

小寨 明正德十六年，邵姓由文登县二马迁此立村邵家寨。明隆庆五年，

王姓由莱阳县岘子湾迁入。天启二年，段姓由里庄迁入。清咸丰年间，更名小

寨。现�460 户。

孙家疃 元代前，孙姓土著老民在此定居建村，元泰定年间迁育黎孙家沟。

明正德年间，张姓由泽上迁午极村东定居，取名小午极。清顺治年间，孙东明

由荣成县湖台迁入。道光年间，杨、倪姓由杨家庄、塔庄迁入。1940 年复称孙

家疃。现�181 户。

于家疃 元天历年间，戚姓由宅子夼迁此立村小戚家。明崇祯年间，于姓

从文登县大水泊迁此。后戚姓渐泯，1943 年更今名。现 180 户。

卢家 明洪武年间，卢珍从云南迁此定居立村。清末，张姓由泽上南庄迁

入。现 220 户。

鲁家夼 元代前，鲁姓居此地山夼，故名。明洪武四年，林姓由文登县林

村迁此，袭旧称。景泰七年，孔姓由文登县孔家迁入。万历二十五年，王姓由

樗树崖迁入。现 600 户。

房家 明永乐年间,房姓由即墨县北阡迁此立村。清末，王姓由牟平县松椒

迁入。现 153 户。

东柳家 明万历八年，柳姓由栖霞县大庄头迁此立村柳家。后于、杨等姓

迁入。清初，因建西柳家而更今名。现 248 户。

西柳家 明崇祯年间，柳姓由栖霞县大庄头迁居东柳家之西立村西柳家。

清顺治年间，张姓由泽上迁入。后常、王、于姓先后从牟平县、曹家、官庄迁

入。现 90 户。

于庄 明崇祯年间，于姓由司马庄迁此立村于家庄。民国末年，王姓由郯

城县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84 户。

湘沟 明末，湘姓居此立村。清康熙年间，王、柳姓由哨里、栖霞县大庄

头来居，沿用前名。清末，先后有孙、宋、周姓从孙家、古初、上夼来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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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户。

辉湛 明万历年间，于、李姓先后由司马庄、大崮头迁居立村。因村前池

溏水被日光照射发出灿烂光辉，故名。后张、王姓由泽上、哨里迁入。现 365

户。

北庄 明崇祯年间，徐毕光由育黎迁泽上，清顺治十五年，又移居泽上村

北。此人是哑人，故称哑吧庄。后张姓由泽上来居，更名雅埠庄。康熙十年，

王姓由西纪村迁此村西北建村卧龙。1943 年两村合并称北庄。现 401 户。

中庄 明永乐十六年，于、刘姓由云南迁此立村，因位于山夼之中，故名

中庄。清康熙二十九年，张、李、王姓分别由泽上、大崮头、牟平县松椒迁入。

现 540 户。

泽上 明洪武年间，张霖由江苏赣榆县哲望村随军落籍宁海城。正德年间，

其第四代孙张珂迁此立村。因此地低洼多水，故名。现 602 户。

西塂 明万历五年,徐姓由文登县爬山后迁居泽上西 定居,故名。现 94

户。

韩家沟 明洪武年间，韩姓由云南省大理府韩家河迁栖霞县，嘉靖年间，

又迁此立村，因位于山沟，故名。现 60 户。

马家夼 明嘉靖年间，马姓居此立村。清乾隆年间，张姓由泽上迁入，袭

原名。现 145 户。

南庄 明崇祯十六年,张鹏翔由泽上迁其村南立村，取名南庄。现 445 户。

樗树崖 元至元年间，王尔心由山西省鸡头村迁莱阳县岘子湾，其五世孙

王彪于明景泰年间迁此立村，因此地多樗树，故名。现 450 户。

张家屯 明崇祯年间，宋姓由白石迁此立村南屯。清初，张姓由泽上迁入。

后张姓人众，更今名。现 230 户。

曲家屯 明洪武年间，曲姓由云南迁此立村。清咸丰年间，李姓由唐家迁

入。现 117 户。

于家屯 清顺治年间，于姓由文登县大水泊迁牟平县青虎山，次迁此立村。

清末，罗、刘姓迁入。现 110 户。



53

宋庄 清顺治三十五年,宋继孔由曲水迁此立村宋家庄。1980 年更今名。

现 303 户。

车道 清顺治五年，赵姓由高格庄迁此立村。因位于交通要道，故名。后

崔姓由崔家迁入。现 164 户。

土心头 明万历十九年，李姓由大崮头迁此立村，因位于土岭之后，故名。

清嘉庆年间，葛、马姓由栖霞县葛家、南唐家迁入。现 401 户。

下万口 明天启三年，吕姓建村吕家疃。明末，吕氏无嗣，招王姓(哨里)、

李姓(大崮头)为婿，更村名万口，以取人丁兴旺之意。后于、徐二姓由司马庄

和文登爬山后迁入。1941 年更今名。现 435 户。

上万口 清康熙年间，王姓由万口析居村东立村东万口。清末，魏、郭、

宋、卢姓由二甲、郭家、曲水、卢家迁入。1941 年更今名。现 303 户。

育黎镇(42 村)

育黎 境内古老村庄之一，建村年代无考。唐时，孙姓居此，金、元时期，

黄、乔、徐、由、孙等姓先后居此(明代相继迁走)。明永乐年间，宋姓由史家

疃迁入，嘉靖年间，王姓由莱阳县岘子湾迁入。清初，于姓由司马庄迁入，林

姓由栖霞县京子埠、张姓由泽上迁入。此地位于交通要道，至明末即成为重要

集镇，外地经商者落居颇多。现 810 户，80 余姓。

孙家沟 元泰定年间，孙姓由孙家疃来居建村，后孙姓迁走。清康熙五十

一年，郑姓从由古迁此定居,袭旧名。道光年间,彭、徐姓由彭家夼(今名蓬家夼)、

石村迁入。现 143 户。

老由古 明洪武三年，郑文昌由河南荥阳县迁此定居，逐渐建立了后桥、

南管昌、由古、东风四个自然村，后合成一村，统称由古，(取建村早之意)。

1959 年，因修龙角山水库外迁，析为五村。此村离原村址近，1963 年，定名老

由古。现 117 户。

北由古 1959 年，因修水库从由古析迁老由古之北立村。现 17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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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由古 1959 年，因修水库从由古析迁原村址之南立村。现 142 户。

东由古 1959 年，因修水库从由古析迁原村址之东立村。现 220 户。

三泉庄 1959 年，因修水库从由古析迁原村址东北立村,因此处有三股泉

水，�故名。现 198 户。

龙角山 清康熙年间，郑姓从由古析迁龙角山下立村，故名。后许姓由许

家迁入。现 221 户。

于家 明永乐年间，于司合由司马庄迁此以姓立村(后迁走)。万历年间,�

隋姓由海阳县行村迁此定居,袭旧称。清末，陈、张、林姓先后由牟平县官宅、

泽上、�牟平县林家迁入。1960 年,郑姓从由古迁入。现 228 户。

藏金夼 明天启元年，郑文高由西横道口迁此立村，因当时此地出沙金，

故名。清康熙年间，于姓迁入。现 420 户。

帽张家 明崇祯年间,张姓由泽上迁此立村。因张姓会做帽子,故名,后迁

走。�清康熙二十三年，郑姓从由古迁此定居立村,袭旧称。现 270 户。

西横道口 元时，安姓在此建村，因位于东西大道口上，故名横道口。明

初，安姓迁走。嘉靖十六年，郑皋从由古迁此定居，袭旧称。万历年间更今名。

现 283 户。

东横道口 明万历年间，郑加利从由古迁横道口村东立村，故名。现 192

户。

西纪村 金时，纪姓居此建村，元初迁大院。明初，马、朱、尹姓居此，

后迁走。嘉靖年间，王姓由石疃王家(今汤后疃村北)迁此立村，袭旧名。后因

村东建东纪村，更今名。现 530 户。

东纪村 明崇祯年间，郑姓从由古迁此立村，因位于纪村之东，故名。清

乾隆年间，姜姓由桑行埠、李姓由牟平县西留疃、王姓由西纪村迁入。现 160

户。

白石 明成化年间，宋姓由文登县九顶埠迁此立村，因此处有白色岩石而

得名。万历年间，郭姓由文登县郭家店迁入。清末，马姓由马山沟迁入。现 40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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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宋格庄 清乾隆元年，宋凛坛由文登县九顶埠迁宋格庄，乾隆七年，移

居宋格庄北建村。后李姓由冷格庄迁入。现 147 户。

下宋格庄 明洪武年间，安姓由横道口迁此立村，因位于白石村西，取名

西白石，明末迁走。康熙年间，宋姓由文登县九顶埠迁此立村宋格庄，后更今

名。乾隆末年，于、丁、温姓先后由大虎岚、汪水、莱阳县迁入。现 135 户。

七甲 明成化年间，王、纪姓由海阳县迁此立村。初时有七户人家，称七

家子，渐演变为七甲。后宋姓由白石迁入。现 148 户。

马庄 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孙姓先后从海阳县杨台迁此立村，因村

西有数排拴马石，故名马庄。现 320 户。

塔庄 明成化年间，倪自然由莱阳县洼马前迁此立村，因村旁有古塔，故

名。后有张、郑姓迁入。现 790 户。

曹家 明永乐年间，曹姓由水木山迁此立村，后曹姓渐泯。明末，刘、王

姓由文登县鸭儿湾、樗树崖迁入。清乾隆年间,林姓由栖霞县、辛姓由曲水、�

许姓由许家迁入。现 247 户

孙家 清顺治年间，孙姓由海阳县南菜园迁曹家村西立村西曹家。1952 年

与曹家合为一村。1962 年析出，取名孙家。现 134 户。

大洼 清雍正年间,曲姓由曲家屯迁此立村，因此地三面环山，中间低洼，

故名。现 80 户。

曲水 元至正年间，宋姓由文登县宋村迁此立村，因位于小河西岸，取名

河西崖。明宣德六年，宋俊、宋浪由蓬莱县大赵家来居，因村西厥水(今名乳山

河)呈弯曲形，故更名曲水。清乾隆七年,王姓由姚家埠迁入。道光十一年,辛姓

由海阳县大辛家迁入。现 675 户。

汪水 明洪武年间，迟姓由赤家口迁此建村迟家庄，王姓从育黎迁此建王

家庄。后两村合一，以村后泉水久旱不枯而取名汪水。明末，于、宋、丁姓先

后由司马庄、白石、河东迁入。清初，郑姓从由古、刘姓从牟平县东关迁入。

现 802 户。

社庄 明初,姜、徐、陈姓居此建村,村名无考,后迁走。明万历年间,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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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姓由云南迁此。清康熙二十八年,刘姓由宝口、牟平县迁入。乾隆四十四年,

孙姓由崖子迁入。现 410 户。

城阴 境内古老村庄之一，建村姓氏、年代无考。因居汉育犁古城之北，

故名。元时，有赫姓、汪姓居此，后迁走。明嘉靖年间，于姓由司马庄迁此。

明末，李、宫姓由牟平县万格庄、牟平县南门里迁入。现 530 户。

宅子夼 明嘉靖年间，辛姓由海阳县大辛家迁此山夼定居立村。清初，王

姓从牟平县王格庄迁入，后任姓由莱州迁入，更今名。清末，宋、孙二姓由泗

水头、牟平县石桥迁入。现 312 户。

南北山 元代，曲姓居南山脚下建南山村，明万历年间迁西屋南夼，李姓

由驾马沟迁此，袭旧名。嘉靖年间，王姓从莱阳县岘子湾迁此北山脚下建北山

村。清康熙年间，两村合并，称南北山。后有谭、宋、刘姓迁入。现 680 户。

北西屋 明永乐年间，宋姓由曲水迁西屋村北立村，故名。后曹姓由云南

北马石迁入。现 223 户。

南西屋 相传西汉时此地即有村庄。明代有王、赵、于姓居此，因村西有

旧屋，故称西屋。明末相继迁走，又有李姓由大崮头迁此。因村北建北西屋而

更今名。清雍正年间，宫姓由徐家村迁此。乾隆年间，陈姓由冯家卧龙迁入。

现 760 户。

西屋南夼 明万历年间，曲姓由南北山迁西屋南山夼立村南夼，后迁走。

崇祯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此定居，袭旧名。后有王、辛等姓迁入。1980�年更

今名。�现 290 户。

郭家 明洪武年间，郭姓由云南迁此立村。清乾隆年间，刘、赵姓迁入。

现�182 户。

邓家 明洪武年间，邓姓由云南迁此立村。现 360 户。

鲁济 明嘉靖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鲁济山下立村,故名。现 450 户。

鲁济山后 明成化年间，宋姓由曲水迁鲁济山之后定居。崇祯年间，郭姓

由车村迁居，取名山后。1980 年更今名。现 200 户。

北勇家 明万历年间，勇姓从浙江云和县迁此立村，居北部称北勇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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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郭姓由郭家迁入。现 410 户。

南勇家 明万历年间,勇姓由浙江云和县迁此立村,居南部称南勇家。后葛

姓迁入。现 305 户。

中勇家 清康熙五十四年，勇姓由南勇家迁南勇家、北勇家之间立村。现

55 户。

王母夼 明嘉靖年间，王姓由驾马沟迁此择平坦处立村王平庄，后更今名。

清顺治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入。现 200 户。

南李家 清顺治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此立村，因位于勇家村南，故名。

现�190 户。

崖子镇(41 村)

崖子 金、元时，贾姓居此，明初迁走。明正德年间，孙继友、孙继祖由

莱阳县城迁此立村，因位于五丈崖下，故名崖子。清末有李、赵、于、王、杨

等姓来居。现 712 户。

石甲庄 明时，石姓在此建村石家庄，后迁走。清顺治年间，李、柳二姓

先后由大崮头、牟平县柳家迁此立村，袭旧名,后更今名。现 111 户。

双石村 明崇祯年间，孙姓由云南迁此立村，因村后耸有两块巨石，似大

门，故取名龙门口。1940 年更今名。现 70 户。

磨山 明洪武二年，钟姓由青州府水井村迁此立村，因位于磨山之前而得

名。现 170 户。

泽科 明洪武二年，钟延明由青州府水井村迁此立村，因此处原有旧宅，

取名宅口。1912 年更名泽科钟家，1950 年更今名。现 470 户。

东夼 明洪武二年，钟姓由青州府水井村迁此立村，因位于东山夼内，故

名东夼钟家。1950 年更今名。现 336 户。

河南钟家 明洪武二年，钟延刚由青州府水井村迁此立村，因位于小河南

岸，故名河南。1980 年更今名。现 146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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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沙家 明万历年间，沙姓由东涝口迁此立村，因位于小河上游，故名。

现�130 户。

下沙家 明万历年间，沙姓由东涝口迁此立村，因位于小河下游，故名。

现�110 户。

东井口 明成化年间，张姓由海阳县坛山迁此立村，因位于山口并有水井，

故名井口。后因析建西井口村更今名。现 232 户。

西井口 明万历年间，张姓由井口析居，因位于井口村西，故名。现 153

户。

田家 明万历年间，田姓由山西省迁此建村田家。清初，沙姓由沙家迁入，

后有代、孙、辛姓迁入。现 272 户。

蓬家夼 元时，彭姓居此立村，因位于山夼中，故名彭家夼，明初迁北炉

上。明嘉靖年间，姜姓由峒岭迁此，更今名。清初，沙、矫、于姓分别由下沙

家、牟平县前垂柳、文登县大水泊迁入。现 316 户。

山西 清康熙五年，宋姓由山前庄迁此立村，初名宋家庄，随后徐姓由文

登县爬山后迁入。因位于山之西，更今名。现 354 户。

姜家 明嘉靖年间,姜姓由峒岭迁此立村。清乾隆年间,�徐姓由山西村迁

入。�现 320 户。

河西 清顺治年间，王姓由哨里迁小河之西立村，故名。现 150 户。

史家 清康熙初年，史东洋由海阳县郭城迁此立村。乾隆年间，庄姓由莒

县迁入。现 284 户。

北寨 明宣德年间，刘姓由黄格庄迁此立村，因此处为明初屯兵的北营寨

而得名。清初，孙姓由崖子迁入。现 280 户。

南寨 明宣德年间，刘东洲由黄格庄迁此立村，因此处为明初屯兵的南营

寨而得名。民国时期，刘、宋、王等姓分别由海阳县西刘家、河北村、�烟台市

迁入。�现 536 户。

矫家泊 清康熙年间，矫姓由牟平县矫家长治迁此立村，因位于平泊处而

得名。清末，宫姓由青山迁入。现 16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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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炉上 明时，彭姓居此建村芦上，清初迁走。任、滕、王姓分别由海阳

县上尹家、地口、哨里迁此立村，因王姓开设烘炉，故更名炉上。清中期，王、

朱姓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174 户。

申家 清康熙三十九年，申姓由海阳县北申家迁此立村。康熙四十四年，

王姓由 里迁入。后有杨、于、宋等姓迁入。现 460 户。

张格庄 明崇祯年间，张姓由泽上迁此立村张格庄。随后李姓由万格庄迁

入。清乾隆年间,刘、王姓分别由牟平县、哨里迁入。现 120 户。

大王疃 明时,周、吴姓居此,明末迁走。清顺治年间,王姓由哨里迁此建村

王疃。后有徐、张、李、刘等姓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176 户。

东庄 清康熙五十五年，孙姓由崖子迁此定居。乾隆十一年，王姓由西纪

村迁此，因位于大崮头村东，故名。现 112 户。

大崮头 元至正年间，李姓由金乡县迁此建村。因位于垛山余脉尽头，故

名。明万历年间，唐姓由小云南迁入。清末民初，芮、房姓迁入。现 520 户。

西崮头 明嘉靖年间，李姓由大崮头析居立村，因位于大崮头西而得名。

清康熙年间，王、姜姓由哨里、莱阳县迁入。现 296 户。

兴村 明万历年间，滕姓由山东村迁此建村，因位于小河东岸，取名小河

东。清乾隆年间，王姓由哨里迁入。1939 年更名兴村，取兴旺发达之意。现 171

户。

山东 明嘉靖年间，滕姓由地口迁此定居建村，因位于山丘之东而取名。

现�150 户。

万格庄 明万历年间，万姓居此立村。明末，李姓由大崮头迁入。清乾隆

年间，宋姓由山下村迁入。后有林、战、王、刘、勇等姓迁入。现 248 户。

上肖家 1959 年因修建龙角山水库，由肖家北迁部分居民立村，位居肖家

村上游，故名。现 275 户。

下肖家 明末，肖刚由河南省章村迁此立村肖家。清初，傅、黄、刘姓分

别从福山县傅家岭、王家疃、文登县鸭儿湾迁入。1960 年更今名。现 200 户。

阎家夼 明时，阎姓居此山夼内建村，明末遭诛。清康熙年间，孙、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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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姓分别由马陵、大崮头、钟家迁此，后傅姓由肖家来居，袭旧称。现 215 户。

哨里 明永乐年间，王信由海阳县二王家迁小集(今河北村)，次迁此地立

村，因位居小集、地口两村西北部，时称西北哨，后改称哨里，再后演作今名。

清末，滕、张、刘姓由地口、牟平县王家岭、转山头来居。现 750 户。

地口(2 村) 历史上周姓土著老民建村，年代无考，后迁走。元末，�滕姓

由云南迁此建村，因此处土地肥沃，俗称地口而得村名。明末，于、李姓分别

由司马庄、大崮头迁入。后有吴、杨、吕姓迁入。1959 年因修龙角山水库，村

民析迁原址南北，建南北地口两村。现南地口 270 户，北地口 332 户。

河北 元末，吕姓在此建村小集(村名来历不详)。清初,�王姓分别由哨里

及海阳县二王家、宋姓由岛子、刘姓由尚山、申姓由益都县迁入。1926 年更名

河北(�因位于河北岸)。现 260 户。

山下 明万历年间，宋姓由岛子析居，因位于山脚下，故名。现 320 户。

岛子 明弘治元年，宋姓由文登县九顶埠迁此建村，因村后河中有一小岛，

故名。现 543 户。

康家夼 明万历年间，康姓居此建村，因位居山夼内而得名(今无此姓)。

清顺治年间，鲁姓由云南迁入。康熙年间，刘、戚姓分别由蓬家夼、威海戚家

疃迁入。乾隆年间，孙、林姓分别由崖子、万格庄迁入。现 170 户。

泥渡夼 明万历年间，刘姓从黄格庄迁此建村，因此处下雨时山夼内泥沙

淤积，道路泥泞，故名。现 240 户。

马石店镇(17 村)

马石店 明洪武年间，初姓由烟台初家迁此立村。因位居马石山下，村边

开有旅店，故名。明中期，李、宫姓由万格庄、青山、枣林迁入。清初，荀、

王姓由莱阳县、牟平县王家疃迁入。现 520 户。

东凤凰崖 明永乐年间,肖、宋姓由云南、莱阳县迁此定居,初名红河崖。

万历年间,杨、张姓先后由牟平县上杨家、东井口迁此。�清末以村东山峰形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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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而更名凤凰崖，后又更今名。现 307 户。

西凤凰崖 明嘉靖年间，姜姓由海阳县山前迁此定居。万历年间，杨姓由

牟平县上杨家迁此。后王姓从海阳县迁入。因位于凤凰崖村之西，故名。现 178

户。

东涝口 北宋末年，沙德志由湖北省迁此立村，因此地涝洼，取名涝口。

明嘉靖年间更今名。清道光末年，王姓由牟平县沙旺庄迁入。现 266 户。

西涝口 明初，有臧、沙姓居荣山之后(后迁走)，取名荣山后。明嘉靖九

年，姜姓由峒岭迁此立村，更名西涝口。清初，宋、张、杨、李姓先后由海阳

县郭城、东井口、西凤凰崖、海阳县山前迁入。现 450 户。

草庵 明崇祯年间，姜姓由峒岭迁此定居，因近处残庙长满荒草，故名。

清末，张姓由东井口、于姓由文登县、史姓由史家、沙姓由栖霞县大庄、矫姓

由牟平县埠西头先后迁入。现 113 户。

台上 明崇祯年间，王姓由牟平县击鼓寺迁此地高台处立村，故名。清初，

宫姓由青山迁入，后栾、姜、桑姓由牟平县东留疃和海阳县郭城迁入。现 350

户。

转山头 清康熙年间，于姓从栖霞县铁白沟、刘姓从黄格庄迁团山之前立

村，取名团山头。后有王、宋姓迁入。清末，更今名。现 254 户。

沟东 明嘉靖三十五年，孙姓由栖霞涝都迁此处河沟之东立村，故名。清

初，先后有宫、马、唐、王、张等姓迁入。现 260 户。

北果子 明正统十四年，刘姓由黄格庄迁此立村，以村东有大石形似银杏，

俗称白果，取名果子。明末，曲姓由牟平县潘格庄迁入。清乾隆年间更今名。

现 342 户。

南果子 清乾隆年间，刘成由黄格庄迁果子村南定居立村，故名。后吴姓

由福山县吴家迁入。现 183 户。

南马石 明洪武年间，宫姓由青山迁此立村。因村南有石柱缆马，取名缆

马石。清初，枣林宫姓迁入，后初、阮、祝姓由马石店、社庄、海阳县朱吴迁

入。后嫌“缆”字不雅，更今名。现 25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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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夼 清嘉庆年间，姜姓由海阳县松树夼迁南马石村南山夼定居，取名

南夼。1980 年更今名。现 64 户。

青山 金末元初，宫文章由莱阳县濯村迁此立村，以山取名青山。明崇祯

六年，李姓由大崮头迁青山村南建南李家，清末，并入青山村。现 600 户。

枣林 明洪武年间，宫姓由青山迁此定居建村，因当地多酸枣树而得名。

现�242 户。

井乔家 明洪武年间，乔姓由云南迁此立村。因此处群山环抱，故名。清

末，宫姓从青山迁入。现 148 户。

泊乔家 清道光十五年，乔姓由井乔家析居平泊地立村，故名。现 35 户。

诸往镇(49 村)

东诸往 明洪武年间，隋姓由莱阳县曲坊迁此立村。因村前有一官道，来

往人较多，取名诸往。后因村西建西诸往，而更今名。现 520 户。

西诸往 清初，王姓由姚家埠、刘姓由绕涧迁此立村，因位于诸往村西而

得名。清末，郭、隋姓迁入。现 410 户。

大院 明初，朱、纪姓居此建村(后迁走)，因村旁古寺院得名。万历年间，

陈姓由栖霞县陈家疃迁此。清嘉庆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入。道光年间，王、

彭姓先后由沟西、栖霞县沙河埠迁入。现 303 户。

凤凰台 清乾隆年间，姜姓由姜格庄迁此立村，因此处地形似龙戏水，故

取名罩龙头。清末，王姓由申家迁入。1956 年更今名。现 80 户。

九龙圈 清康熙年间,刘姓由黄格庄迁此立村,因村周围有九条山岭环绕而

取名。现 180 户。

王家疃 明万历年间，杜姓从牟平县东关迁此立村杜家庄。后王姓迁此落

居，人口发展快，故更今名。现 221 户。

冷格庄 明洪武年间，赵姓由云南迁此建村赵家庄(后迁走)。冷姓从云南

迁此，更名冷格庄。崇祯年间，冷姓迁走，李姓由大崮头迁此落居，袭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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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姜、孟姓先后由涝口、莱阳县迁入。道光年间，滕、栾姓由地口、

后庄迁入，后杜、孙姓由王家疃、育黎迁入。现 731 户。

安夼 清顺治四年，郑姓从由古迁来建村安夼，取安居山夼之意。道光八

年，王姓由孙家夼迁入。现 176 户。

泊子庄 清乾隆年间，郑姓从由古迁此平泊处建村,故名。现 142 户。

唐家 明万历年间，唐姓由福山县陌唐迁此立村，现 204 户。

许家 明洪武八年，许姓由安徽临淮县西沟村迁此立村，初名里仁，后更

今名。清嘉庆年间，隋姓由东诸往迁入。现 650 户。

口子 明嘉靖四十三年，宫文彦由枣林迁此立村。因村西有一山口，当时

为交通要道，故以此取名。清道光年间，姜、周姓先后由牟平县长治、海阳县

周家沟迁入。后又有钟、鲁、孙姓迁入。现 307 户。

崖后 清顺治十六年，姚姓由文登县姚山头迁此处山崖之后定居立村，故

名。乾隆年间，潘、宫、曲姓先后由战场泊、枣林、高陵迁入。道光年间，孙、

郭姓先后由北寨、北勇家迁入。现 250 户。

李格庄 明洪武年间，李姓从云南迁此立村，明末迁走，郑姓从由古迁此。

清初，于、史姓由流水头、史家迁入，袭原名。现 127 户。

流水头 明万历年间，于姓由司马庄迁此建村，取名长前。清乾隆年间，

郑姓从由古迁入，更今名。现 568 户。

沟留家 明末，刘姓由四川迁来，落居山沟处称沟刘家。清初，郑、隋姓

先后由东横道口、由古、野房迁此。清中期，刘姓迁走，更今名。现 132 户。

姜格庄 明洪武元年，曾姓(后改为尹姓)、荆姓居此。洪武八年，姜姓由

峒岭迁此立村姜格庄。清乾隆年间，李、许、傅、柳姓先后由蓬莱县八角山后、

许家、福山县傅家疃、柳家迁入。后又有王、宋、刘、孙姓迁入。现 358 户。

王家庄 清康熙年间，王姓由海阳县嘴子后迁此立村。民国时期，韩、张、

孙、刘姓迁入。现 72 户。

岳家 明崇祯年间，岳姓从荣成县迁此立村。清末，李、宫、�王等姓迁入。

�现 20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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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硼 明崇祯年间，王姓由海阳县嘴子后迁此立村，因周围多石硼而得

名石硼。清康熙年间更今名。现 153 户。

下石硼 清康熙年间，王史观由莱阳县岘子湾迁此立村，因位于上石硼之

下，故名。现 156 户。

西尚山 明万历四十三年，王篙由海阳县二王家迁来立村王家庄，1955 年

更今名。现 103 户。

中尚山 清乾隆年间，刘姓从黄格庄迁此立村刘家庄。1955 年，更今名。

现 53 户。

东尚山 北宋末年，刘姓居此立村，因位于尚山脚下而得名尚山。明成化

年间，刘文胜从莱阳县贤友村迁此定居。1955 年更今名。现 330 户。

大龙口 明嘉靖二年,宫姓由海阳县齐山迁此定居,后王、宫姓相继由海阳

县嘴子后、青山迁此,以村旁地形取名卧龙村。清初,乔、鲁姓分别由井乔家、

莱阳县朱柳迁入。1955 年,为行政管理方便,而更今名。现 713 户。

二龙口 明嘉靖二十五年，孙姓由海阳县大夫疃迁此定居，以地势似二龙

之首取名。清顺治年间，刘、宫姓由南寨、青山迁入。现 280 户。

西辛庄头 明正德八年，赵京春、赵京贵由西泓赵家迁此定居立村，取名

新庄头，后更为辛庄头。万历年间，苑姓从招远迁入，再更今名。清乾隆年间，

徐姓由孙家夼迁入。道光年间，张、刘姓由即墨县西城、绕涧迁入，后有王姓

迁入。现 142 户。

东辛庄头 明万历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辛庄头村东定居立村，故名。清

末，刘姓由扫帚涧迁入。现 176 户。

沟西 明崇祯年间，隋姓由东诸往迁山沟西侧立村，故称沟西。清末，陈、

张姓由大院、育黎迁入，后有王、赵姓由姚家埠、辛庄头迁入。现 102 户。

野房 明万历三十八年，隋姓由海阳县行村迁此立村，因此地原有看山草

屋，人称野房而得名。现 260 户。

绕涧 明万历十年，刘姓由黄格庄迁此立村，因小河绕村而得名。清末，

丁姓由海阳县南马格庄迁入。现 71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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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楼 明洪武年间，魏姓由莱阳县闫家泊迁此立村，取名黄花楼。崇祯

年间，于姓由铁山来居。清康熙五十九年，钟姓由东夼来居，更今名。现只有

钟姓 37 户。

扫帚涧 明天顺年间，宋姓由文登县九顶埠迁此立村，因山涧长有灌木扫

帚条子而得名。清康熙年间，朱、徐姓由草埠、海阳县盘石店迁入。乾隆年间，

王、高、刘姓先后由姚家埠、海阳县矮槐树、中尚山迁入。现 325 户。

招民庄 明成化年间，隋天爵、隋天胜由海阳县行村迁此立村招民庄，取

兴旺发达之意。清康熙年间，王、许姓由牟平县石埠、许家迁入。现 433 户。

泊子 清康熙年间，肖、宋、刘姓先后从小云南、莱阳县大明村、段家迁

此立村。因位于平原泊地，故名。嘉庆年间，于、李姓分别由黑影(今名光明)、

城阴迁入。光绪年间，戴姓由邓家来居。现 363 户。

田家庄 清康熙十九年，�田姓由平度县迁此立村田家，�后王姓由姚家埠

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240 户。

光明 清乾隆四十五年，于姓从铁山迁此定居。后有葛、杨、刘、许等姓

迁入，因位于山夼深处，太阳照射时间短而俗称黑影。1957 年更今名。现 60

户。

姚家埠 明永乐年间，姚姓从云南迁此立村，因位于河旁而取名。万历年

间，王姓由莱阳县岘子湾迁此定居，姚姓迁走。清初，丛姓由桑行埠迁入。现

430 户。

孙家夼 清顺治年间，于姓由司马庄迁此立村(前有孙姓居此称孙家夼)，

袭原名。康熙年间，王姓由垛疃迁入。现 415 户。

于家圈 清康熙年间，于姓从流水头迁罗山之后建村罗山后，�清末更今名。

�现 173 户。

燕山泊 明崇祯六年，王姓由垛疃迁燕山前平泊地立村，故名。现 238 户。

后店 明初,赵姓从云南迁此立村。因位于神童庙之后并有开店的,故名。

万历年间，战姓由战家夼迁此,后两姓迁走。清康熙年间,王姓由孙家夼迁此定

居,袭原称。现 102 户。



66

神童庙 境内古老村庄之一，唐代，沈、童姓土著老民建村，后二姓渐泯。

明万历年间，张姓由莱阳县苍山迁此定居，因此处有神童庙而得名。清初，董、

吕姓由海阳县大柴和刘格庄迁入。嘉庆年间，许、姜姓由许家、海阳县黑崮迁

入。现�420 户。

后庄 明代前，兰姓居此，明宣德年间迁贾家庄(今名兰家)。王宣由垛疃

迁此立村,因汉代此地曾开矿采铁,故取名矿合庄。清初,栾朋由马陵迁入,因居

马陵村后�,更名后庄。现 223 户。

铁山 清顺治年间，王、于姓先后由垛疃、文登县大水泊迁此立村，因村

东有铁山而得名。乾隆年间，许、朱、孙、薛等姓先后由许家、扫帚涧、海阳

县留格庄和河西迁入。现 750 户。

马陵 万历年间，孙、姜姓先后由姚家埠、峒岭迁此分别建村东马陵、西

马陵。后栾姓由海阳县大栾家迁来。1956 年两村合并，统称马陵。现 556 户。

垛疃 明天顺年间，王丛政由海阳县嘴子后迁此定居，以垛山取此名。清

康熙年间，梅姓由梅家迁此，后有张、刘姓迁入。现 465 户。

前进 明末清初，丁、李姓先后由河东、大崮头迁此立村，因位于河之南

取名河南。清末，王、姜姓由后庄、神童庙迁入。1978 年更今名。现 370 户。

前夼 清宣统元年，李姓由河南(今名前进)析居建村。后有郑、王姓由帽

张家、垛疃迁入，取名小河南。1956 年更今名。现 62 户。

乳山寨镇(44 村)

乳山寨(3 村) 北宋初年，在此屯兵设寨，因位于大乳山北，故名。�军户

黄姓落籍立村黄家疃。明代，黄姓迁走，相继有王、张、冷姓由莱阳县岘子湾

和三山、平度县迁入。清初，先后有徐、李、于、阎姓由西圈、大崮头、辛家

口、人石迁入。清末，姜、陈、石、崔等姓迁入。1945 年，分为寨东、寨中、

寨西 3个行政村，现寨东 420 户，寨中 430，寨西 500 户。

东驾马沟 金时，王姓居此立村，因山沟内多棘子故名棘子沟。因元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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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司马于仲保每次回乡省亲返回时在此驾马，故于明初更名驾马沟。明末清初，

张、于、李姓由宋格庄、赤家口、海阳县院后迁入。清末，胡姓由小疃迁入。

清初，更今名。现 302 户。

西驾马沟 清顺治年间，董姓由莱阳县迁驾马沟村西定居立村，故名。现

420 户。

北司马庄 金初，赫姓居此，取名赫家疃。天会年间，于广由荣成县赤山

来居。后赫姓迁走，更名于家庵。元末于广六世孙于仲保诏拜兵部司马，故于

明天顺年间更名司马庄。后因析建南司马庄而更今名。现 330 户。

南司马庄 明天启元年，于象泽、于象渭由司马庄南迁里许立村，故名。

清末民初，有王、赵、安、张、刘等姓迁入。现 560 户。

东司马庄 明天启元年，于子真由荣成县赤山迁司马庄村东立村，故名。

后有江、崔、赵、魏姓迁入。现 310 户。

赤家口 金时，迟姓居山口处建村迟家口。明嘉靖年间，迟姓迁今汪水，

宋姓由育黎迁此，随后于姓由司马庄迁入，更名赤家口。清初，李姓由海阳县

院后来居。现 560 户。

果枣夼 明正德年间，于姓由司马庄迁西北山夼定居立村，因山夼野生山

枣，故名。现 380 户。

宝口 明天顺年间，刘姓由文登县鸭湾崖迁此立村，因村后山崖形似豹口

故以豹口为名。1935 年更今名。现 351 户。

小管村 元至正二十三年，沙姓由云南迁此定居，后沙姓渐泯。明嘉靖二

十五年，邵姓由河南省云南庄迁此，为司马庄管田庄，故称小管村。天启元年，

于姓由司马庄迁入。现 440 户。

石硼崔家 清顺治年间，崔姓从莱西县店埠迁此立村，因村后有石硼而得

名。现 150 户。

车村 明洪武二年，郭才兴由云南迁此立村，因其夫人姓车，后人为纪念

车氏取名车村。崇祯年间，高姓由到根见迁入。现 466 户。

盘古庄 明成化元年，王姓由乳山寨迁此立村，因此地古有村庄，金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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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被毁，故名。清康熙年间，徐姓由台依迁入，高姓由海阳县徽村迁入。现 530

户。

小庵 明万历年间,仇姓居此看庵,故名。清康熙年间,于姓从文登县大水泊

迁入。现 308 户。

李家兴 明万历十六年，于姓由文登县大水泊迁古寺兴善院北定居立村北

兴善。清康熙十一年，李姓由大崮头迁入。清末，王姓由夏村、陈姓由海阳县

留格庄、孙姓由仇家兴来居。后李姓人众，更今名。现 210 户。

仇家兴 明洪武二年，仇世广由陕西华阴县迁兴善院附近立村，取名仇家

兴善。清初，于姓由司马庄迁入，后张、宋姓迁入，更今名。道光年间，孙姓

迁此建孙家兴善，1952 年并入仇家兴。现 240 户。

高家兴 清乾隆年间，张、刘、于姓分别由庄上、泗水头、南司马庄迁兴

善院附近定居。嘉庆年间，高姓由官庄迁入，高姓人众，后取名高家兴。现 80

户。

崔家沟 明弘治年间，崔姓由崔家迁山沟定居立村，故名。清顺治二年，

李姓由大崮头迁入。道光五年，张姓由泽上迁入。现 232 户。

乔家庄 清乾隆四十五年，乔姓由井乔家迁此以姓立村。现 55 户。

圈港 明嘉靖年间，邵姓由河南省云南庄迁此定居立村邵家庄。天启年间，

于姓由司马庄迁入。万历年间，单姓由大单家来居，�因当时村南为港滩所围，

�故名。1945 年邵家庄并入圈港。现 550 户。

芦根滩 清康熙年间，臧、汪姓由海阳县臧家和东楼子来居，因此处临海

滩、多芦苇，故名。随后王、邵姓由乳山寨、圈港迁入。现 210 户。

乳山屯 明永乐年间，刘、郭姓由云南迁乳山寨之西定居立村乳山屯。现

180 户。

玉皇山后 清康熙四年，单姓由圈港迁玉皇山后建村山后。乾隆三十年，

于姓由台上迁入。后刘、张、李姓由乳山屯、楼村、海阳县迁入。1980 年更今

名。现�171 户。

沙沟 明万历年间，张姓由楼村析居立村，取地名为村名。后有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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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孙姓由邻近村迁入。现 140 户。

耳沟 清康熙年间，刘姓从黄格庄来居立村，因村南河沟形似耳朵，故名。

后有曲、王、杜、于姓迁入。现 120 户。

楼村 明嘉靖三十六年，张姓由莱阳县水头沟来居立村。因当时村北旧屋

远眺似楼，故名。清乾隆二十二年，邢姓由桑行埠迁入。光绪五年，宫姓由南

西屋迁入。现 310 户。

玉皇台 明崇祯元年，崔姓由崔家来居立村，因此处地势较高故名台上。

清顺治年间，宋、于姓由赤家口、司马庄迁入。雍正六年，曲姓由莱阳县迁入。

光绪四年，李姓由耳沟迁入。后有高、孙、张、王等姓由邻近村迁入。1980 年

更今名。现�520 户。

风台顶 清康熙年间，于姓由南司马庄迁此立村。因明代曾在此设烽火台，

故名烽台顶，后演作今名。现 210 户。

小岚 明末，孙姓居此为海阳县凤城地主看管山岚，故名。清初，孙姓迁

宋河，于姓由司马庄迁此立村，袭旧名，后王、高、隋姓由邻村迁入。现 105

户。

管村 明初，管姓居此立村。清康熙年间，管姓外迁，江姓由海阳县江家

迁此，袭原称。嘉庆年间，于姓由司马庄迁入。现 240 户。

宋河 明中期，宋姓由赤家口迁此立村。因村边有小河，故称宋家河子。

清初，宋姓迁走，孙、于姓由小岚、海阳县河崖来居。乾隆年间，王姓由海阳

县徽村迁入。清末，江、鞠姓由海阳县江家和远牛庄迁入。1943 年更今名。现

230 户。

滕河 明永乐年间，滕姓由云南迁此立村滕格庄。清初，滕姓迁走，高、

王、于姓先后由到根见、乳山寨、司马庄迁此，袭旧称。1942 年更今名。现 350

户。

夏家 明万历年间，夏姓由夏村迁此以姓立村，后迁走。清乾隆年间，冷

姓由乳山寨来居，袭原名。同治年间，刘、戴姓由玉皇山后迁入。现 106 户。

贾家 明嘉靖年间，贾姓居此以姓立村，后迁走。清顺治年间，王姓由海



70

阳县埠落迁此定居，沿用原名。后辛、隋姓由海阳县大辛家、横山后迁入。现

450 户。

横山后 明万历年间，隋升、隋凯由东诸往迁横山之后定居立村，故名。

清道光年间，于姓由南司马庄迁入。现 506 户。

刁家 明万历年间,刁姓从文登县长山迁此以姓建村。清初，刁姓迁刁家 ，

�孙姓从牟平城内来居，沿用原名。清末，隋姓由横山后迁入，�王姓由青岛迁

入。�现 310 户。

杨家 明崇祯十三年，杨姓从海阳县五间屋迁此以姓立村。清光绪年间，

任、丛、宁姓先后由海阳县的大疃和大闫家及寺家迁入。现 155 户。

梅家 明成化年间，梅姓由河南省迁此以姓立村。清康熙年间，梅姓移居

垛疃，高姓由到根见来居，沿用原名，后李姓由大崮头迁入。现 230 户。

孤石河 清咸丰年间，高姓由人石来居。光绪年间，王姓由贾家迁入。因

村旁河边有三孤石，故名。现 60 户。

滩甲庄 清康熙年间，孙姓由刁家来居立村，因靠海滩，取名滩甲庄。同

治年间，高姓先后由到根见、人石迁入。现 274 户。

人石 明初，唐、阎姓相继居此立村(何处迁此不详)，因村西山顶有巨石

似人，故名。清康熙年间，唐、阎姓先后迁走，高、于、姜姓先后由到根见、

乳山寨、峒岭迁此，沿用原名。乾隆年间，王姓由海阳县望海迁入。现 600 户。

到根见 明万历年间，高祖、高岳从安徽凤阳府迁海阳县凤城，翌年又迁

此立村。因村庄被群山包围，不到跟前见不到，故名。现 445 户。

乳山口镇(36 村)

祝家庄 清道光三年，祝有从文登县祝家英迁此立村。光绪十二年，李姓

由海阳县迁入。1952 年合并于改造夼，1994 年析出。现 90 户。

前尹家 明永乐年间，尹姓由云南省昆阳县藤埠崖迁海阳县嘴子前，嘉靖

年间迁此定居建村，初名尹家。清初，马姓从海阳所迁入。1942 年更今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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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户。

后尹家 明末，任、宋、王姓居此，称任家。清顺治十三年，于姓由东司

马庄迁入。康熙年间，高、崔姓由海阳县徽村、崔家迁入。任、宋、王姓渐泯，

更名北尹家，1942 年更今名。现 240 户。

封赠山 明崇祯年间，于姓由水头迁此立村。因此地山峦为司马庄于姓赠

与，故名。清末，先后有吴、李、刘、臧姓迁入。现 270 户。

兰家 金、元时期，贾、窦、赵姓居此建村贾家庄。明宣德年间，郑、兰、

刘姓先后从由古、后庄、文登县鸭儿湾迁入。嘉靖年间，贾、窦、赵姓迁走，

兰姓人众，更此名。现 1150 户。

康家 清康熙三十九年，康姓由康家屯迁此立村。乾隆年间，唐姓由南唐

家迁入。清末，宋、王、于、邹姓由择村、夏村、腾甲庄、邹家迁入。现 144

户。

择村 清雍正年间，宋姓由南泓来此择地立村，故名择村。光绪年间，姚

姓由东南 迁入，后有郑、王姓迁入。现 322 户。

北唐家 明隆庆年间，唐姓由福山县陌唐迁唐家村北立村，故名。清咸丰

年间，王姓由河口、李姓由莱阳县埠前迁入。光绪年间，于、宋姓由王家庄、

邹格迁入。现 220 户。

南唐家 明正德三年，唐姓由福山县陌唐迁此立村唐家，后因建北唐家而

更今名。清康熙十一年，马、鲍姓由海阳所迁入，清末，陈、高、兰等姓迁入。

现 740 户。

兰家庄 明正统年间，张姓由云南迁此立村，此处为兰家的种地庄子，故

名。明末，张姓迁走，王姓由北王家庄迁此。清顺治年间，谭姓由文登县谭家

口迁入，袭旧称。现 364 户。

毛家 清顺治年间，毛姓由清口涧迁此立村。乾隆年间，朱姓由安徽当涂

县迁此，郑姓从由古迁入，毛姓渐泯。清末，冯姓由观上冯家迁入。现 320 户。

改造夼 明崇祯十五年，孙、邢姓由宁海州城里和文登县望岛迁此立村，

因村南山夼有一龙形青石，故名青龙夼。清乾隆五十七年，于姓由北司马庄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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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嘉庆三年，更今名。现 389 户。

刁家 清康熙年间，刁姓由刁家迁山 上定居建村，故名。清末，于、唐、

邢、赵姓先后由院前、南唐家、改造夼、西泓赵家迁入。现 111 户。

河口 清顺治年间，王姓由念头迁此立村，因位于河流入海口附近，故名。

后邵、秦、于、唐姓由邵家庄、秦家庄、腾甲庄、南唐家迁入。现 130 户。

常疃 明崇祯三年，李姓由大崮头迁此立村，因常姓曾居此建村常疃，故

袭原称。清光绪年间，仇姓由仇家洼迁入。现 217 户。

辛家庙 清康熙十六年，王锡仕由夏村迁此立村，初称夏村南庄。后因村

西有一庙宇，庙主姓孙，故更名孙家庙。乾隆五十年，辛姓由贾家迁入，改称

今名。现 135 户。

野子 明崇祯年间，李姓由大崮头迁此立村，因此地为一片空野,故名。�

清康熙年间，毕、王姓由打磨、夏村迁入。乾隆年间，杜姓由蜊子嘴迁入，于、

高姓由官庄迁入。现 354 户。

西耿家 明万历十三年，耿姓由山西省凤陵渡迁风台顶，次年又迁此立村。

清乾隆六年，于姓由官庄迁入。现 570 户。

院前 清顺治年间，于习由西泓于家迁古寺海龙院之前立村，故名。清末，

有高、孙、刘、袁、李姓迁入。现 202 户。

庄头 清嘉庆年间，程、宁、杜姓先后由八门邹家、蓬莱县东关、蜊子嘴

迁此定居。此处为高格庄的种地庄子尽头，故名。光绪年间，张姓由所后张家

庄迁入。现 164 户。

蜊子嘴 清乾隆十七年，董姓由海阳县姜格庄迁此定居，因村西海边山嘴

处盛产蜊子，故得此村名。乾隆三十七年，杜姓由夏村迁入。现 150 户。

西南赵家 明万历三年，赵忠恕由山西运城县迁夏村，翌年来此定居建村

赵家。清末有辛姓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486 户。

锅上 明崇祯三年，李姓由大崮头迁此立村。因村民在村南洼地架锅煎盐，

故名。清末，季姓由黄格庄来锅上村东立村季家庄，1945 年并于锅上。现 37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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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庄 清顺治年间，张彪由泽上迁来以姓立村。乾隆年间，隋姓由盘古

庄迁入。现 320 户。

安家 明崇祯四年，安九皋由夏村迁此定居建村。清康熙年间，王、徐、

兰姓由海阳县留格庄、石村、兰家迁入。道光年间，徐、宋姓由文登县爬山后、

大庄迁入。现 290 户。

江村洼 清乾隆十五年，兰科众由兰家迁此，继承其江村岳父的地庄，此

处低洼，故名。后有于姓由司马庄迁入。现 80 户。

新建村 1974 年，高姓由到根见析居此地新建村庄，故名。后王姓由人石

迁入。现 47 户。

西北岛 清乾隆四十五年，于科、于维从官庄迁此立村，因村西北有一小

岛而得名。随后，高姓由人石迁入。现 100 户。

秦家庄 明中期，胡姓在此立村胡家庄。清初，胡姓迁走，秦姓由济南府

迁此定居，更今名。乾隆年间，任、王姓由杜家、夏村迁入。同治年间，唐姓

由南唐家迁秦家庄村东立村小官地。1952 年并入秦家庄。现 620 户。

西王家庄 明万历年间，于官由西泓于家迁乳山口湾北岸落居，此地为夏

村王姓种地庄子，故称王家庄。清中期，迟、高姓由海阳县梁家和徽村迁入。

后滕、王、刘姓由北地口、念头、翁家埠迁入。1980 年更今名。现 186 户。

新庄 清康熙年间，于姓由西泓于家迁此立村。因居辛姓种地庄子，故称

辛庄，后更今名。乾隆年间，赵姓由赵家庄迁入。现 235 户。

陈家 清顺治年间，陈姓从福山县古现迁此建村陈家。道光年间，姜姓由

峒岭迁入。后高姓由官庄迁入。现 196 户。

寨前 清康熙二十年，于姓由西泓于家迁明代防倭营寨之前定居立村，故

名。现 390 户。

刘家庄 明永乐年间，刘党由小云南从军海阳守御所任千户职，世袭三代，

至弘治年间，刘召由海阳所迁此立村。现 186 户。

旗杆石 清顺治年间，于久道由西泓于家迁此立村，以娘娘庙前岩石上竖

一旗杆取名。乾隆年间，王姓由夏村迁入。现 35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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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青岛 清康熙年间，吴、白姓由文登县迁此岛定居，后于姓由西泓于

家迁此立村。再后，辛、隋姓迁入。岛上多四季常青的马尾松，故称小青岛。

1986 年 8�月更今名。现 112 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