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村 屯

自然村

涠洲岛上有 50 多个自然村。

邹屋 约建于道光十三年（1833 年），新中国成立前此地为烧制砖瓦集

中地，故名瓦窑冲。新中国成立后，因村多邹姓，故改名邹屋。

该村为百代寮村委驻地，距南湾 0.8 公里，东北接邱屋，西南连灯楼

顶，地处丘陵。耕地面积 126.6 亩。共有 16 户，74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

要种香蕉、花生），渔业为辅。

百代寮 约建于同治三年（1864 年），因村民惯织百袋网捕鱼，故名百

代寮。因“袋”与“代”同音，趋俗简易而取今名。该村位于邹屋西北约

500 米。东面邻邱屋，西接湾背村，南偏东毗邻邹屋，北界涠洲中学。地处

丘陵，耕地 533 亩。有 2 个村民小组，93 户，400 多人，汉族。以农为主

（主要种蔬菜）。

邱屋 约建于道光十四年（1834 年），因该村邱姓居多，故名。该村位

于邹屋东北约 200 米，东接石盘河，西南靠邹屋，西邻百代寮，东北界坑

仔顶，地处丘陵。耕地 116.6 亩。有 15 户，82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

种香蕉、花生），渔业为辅。

斑鸠冲 约建于咸丰九年（1859 年），村民大部分由合浦南康迁来，以

祖宗原村名斑鸠冲定名，沿用至今。地处丘陵，东接东安村，南连湾仔，

西邻南湾，北靠邹屋。耕地 127 亩。有 17 户，78 人，汉族。以农为主，渔

业为辅。

湾仔 约建于同治三年（1864 年），因该村南面海边有个小湾，故名。



该村位于邹屋村南约 l 公里，地处丘陵。东、南两面临海，西北靠斑鸠冲，

东北邻东安村。耕地 317 亩。有 51 户，286 人，汉族。以农为主，渔业为

辅。

东安村 约建于同治三年（1864 年），村民皆由外地迁入，取居岛之东

面安居乐业之意。该村位于邹屋东南约 0.8 公里，地处丘陵，东面临海，

西南与湾仔接壤，西邻斑鸠冲，东北界石盘河。耕地 103 亩，有 18 户，82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花生），渔业为辅。

石盘河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村民由合浦公馆迁入，因村前有

条石底深沟通往海边的石盘河滩，故名。该村东面临海，西南邻东安村，

西接邹屋，北界坑仔，地处丘陵。耕地 357 亩。有 66 户，308 人，汉族。

以渔业为主，农业为辅。

上坑仔 约建于同治三年（1864 年），村民大部分由合浦公馆迁入，因

该村地势坑洼不平，相对于下坑仔，故名。位于百代寮东面约 1 公里，东

面临海，南靠下坑仔，西邻坑仔顶，北界牛栏山，地处丘陵。耕地面积 156

亩。有 23 户，113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花生），渔业为辅。

下坑仔 约建于同治三年（1864 年），村民大部分由合浦公馆迁入，因

该村地势坑洼不平，相对于上坑仔，故名。位于百代寮东约 1 公里，东面

临海，南靠石盘河，西邻百代寮，北界上坑仔。地处丘陵，耕地面积 150

亩。有 23 户，147 人，汉族。以农业为主（主要种香蕉、花生），渔业为辅。

盛塘村 约建于同治十年（1871 年）。法国天主教徒进入涠洲岛，在此

村建立一座天主教堂，故称天主堂村。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圣堂村，后为消

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痕迹，以“盛塘”代之。位于南湾东北面约 4公里，



地处丘陵。东临大海，南靠井仔，西邻坑尾，北与公山接壤。耕地 1529 亩。

有 10 个村委小组，1319 人，汉族。以农为主。该村是涠洲岛最大的自然村，

为盛塘村委会的驻地。

坑尾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此村因坐落在盛塘村尾的自然沟末

端，故称坑尾。该村位于盛塘西面 300 多米处，地处丘陵。西靠平顶山，

北望公局，西南傍炮台顶。耕地 217 亩。有 30 户，56 人，汉族。以农为主。

沟门 约建于同治四年（1856 年）前，附近有 4 个村的水沟流向此处

汇集，注入大海，因地形似一沟门，故名。该村位于盛塘东面约 500 米，

地势平坦。东临大海，西靠盛塘。耕地面积 81 亩。有 39 户，88 人，汉族。

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花生），浅海渔业为辅。

井仔 约建于同治三年（1864 年）前，因村内多井得名。该村位于盛

塘南面约 500 米，西南傍炮台顶，南至牛栏山，东南邻横岭，地处坡地。

耕地 287 亩。有 42 户，204 人，汉族。以农为主。

上牛栏山 约建于同治三年（1864 年），因当时村民多在近村的海滩上

用石砌牛栏放牧，相对于下牛栏山，故名。位于盛塘南面约 1500 米，东临

大海，南靠上坑仔，西望涠洲中学，北接井仔，地处缓坡，耕地面积 294

亩。有 35 户，157 人，汉族。以农为主。

下牛栏山 约建于同治三年（1864 年）前，因当时村民多在近村的海

滩上用石砌牛栏放牧，相对于上牛栏山，故名。位于盛塘南面约 1 公里。

东临大海，南靠上牛栏山，西邻井仔，北望沟门。耕地 209 亩。有 38 户，

200 人，汉族。以农为主。

横岭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因村靠沙岭横面而得名。该村位于



盛塘东南面约 700 米，地处小丘陵，东临大海，西邻井仔，北望沟门。耕

地 222 亩。有 46 户，267 人，汉族。以农为主，浅海渔业为辅。

公局 约建于同治九年（1870 年）。村民多由广东嘉庆州迁来，光绪年

间，在北设立处理日常民事的机构“公局”，因而得名。该村位于湾西北约

4 公里，东南邻盛塘，西靠公山，北连牛角坑。地势平坦，沙质红土，耕地

175 亩。有 34 户，166 人，汉族。以农为主，渔业为辅。为公山村委会驻

地。

公山 约建于同治九年（1870 年）。村民多由雷州半岛及嘉庆州迁来。

该村最高处有一小山，因村民来自四方，故取名公山，村以山得名。该村

东北面临海，南紧靠盛塘，西连公局，地势平坦。耕地 799 亩。有 5 个村

小组，152 户，709 人，汉族。半渔半农。

苏牛角坑 约建于同治十三年（1874 年），因地处坑中，形似牛角，村

民多为苏姓，故名。该村位于公局北约 1 公里，东北面临海，南接黄牛角

坑，西与北港交界，地势平坦。耕地 83 亩。有 1 个村小组，14 户，96 人，

汉族。半渔半农。

黄牛角坑 约建于同治十三年（1874 年），因地处坑中，形似牛角，村

民多为黄姓，故名。该村位于公山北约 0.5 公里，东面临海，南接公局，

西与阮屋交界，北连苏牛角坑，地势平坦。耕地 76 亩。有 1 个村小组，17

户，83 人，汉族。半渔半农。

老张公 老张公片村，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初由广东嘉庆州村

民迁入定居，张姓为多，因上有吴屋，下有李屋，处在中间，曾称“老中

公”，新中国成立初，因“中”与“张”谐音，故改名“老张公”。该片村



东面公局，北接北港，西邻荔枝山。地势平坦，属沙质红土，耕地 435 亩。

内有张屋、李屋、吴屋三个自然村，共 91 户，421 人，汉族。半渔半农。

张屋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初由广东嘉庆州村民迁入定居，村

民多为张姓，故名。该村东邻公局，南濒平顶山，西接吴屋，北界李屋。

地势平坦，属沙质红土，耕地 118 亩。有 28 户,117 人，汉族。半渔半农。

李屋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初由广东嘉庆州村民迁入定居，村

民多为李姓故名。该村东与公局接壤，南濒张屋，西邻荔枝山，北界北港

村。地势平坦，属沙质红土，耕地 118 亩。有 28 户，117 人，汉族。半渔

半农。

吴屋 约于同治四年（1865 年）始建，村民皆由大陆迁入，多为吴姓，

故名。该村东、西、南、北分别与公局、东角山、圩仔和荔枝山接壤。地

势平坦，属沙质红土，耕地 121 亩。有 23 户，126 人，汉族。半渔半农。

城仔 约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始建此村，村民均由大陆合浦一

带迁来。为驻岛游击署所在，村四周皆筑高墙，故称城仔。该村位于南湾

之北约 2.5 公里处，东邻白沙寮，西与山仔相接，南界新寮。地处半丘陵。

耕地 704 亩。有 5 个村民小组，135 户，648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

香蕉）。为城仔村民委会驻地。

新寮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前，村民多从合浦白沙新寮一带迁此

定居，村名沿用祖地。该村位于城仔正南约 1 公里处，西接横路山，南邻

坡塘，东南与百代寮相望，地处丘陵。耕地 488 亩。有 2 个村民小组，63

户，274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

坡塘 约建于康熙四年（1665 年）前，由大陆移民到此定居建村，因



该村属坡地，村前有一凹处，下雨积成小塘，故名。该村位于城仔正南约

1.5 公里处。地势平坦。东望田仔背，西北邻下横路山，北望新寮，东南靠

湾背。耕地 159 亩。有 21 户，102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

上横路山 约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前，村民大部分从合浦县一

带迁来，沿用祖宗地命村名，相对于下横路山，故有此名。位于城仔西南

约 1 公里处，东邻新寮，东南靠下横路山，西南邻下石螺。地处缓坡丘陵，

耕地 121 亩。有 13 户，64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

下横路山 约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前，村民大部分从合浦县一

带迁来，沿用祖宗地命村名，相对于上横路山，故有此名。位于城仔南偏

西约 1 公里处，东邻新寮，东南靠坡塘，西邻上石螺。地处缓坡丘陵，耕

地 147 亩。有 31 户，147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

湾背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前，村民大部分从合浦县附近迁此

定居，因该处位于南湾岭背上，故名。该村位于城仔南约 2 公里处，地处

缓坡，东北望百代寮，西北连坡塘，南邻南湾。耕地 157 亩。有 41 户，171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

水湖口 约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前，村民大部分从合浦县迁来，

因村边有一个水湖，故名。该村位于城仔南约 0.9 公里处，东邻新寮，南

连下横路山，西临上横路山。地属丘陵，耕地 230 亩。有 33 户，137 人，

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

荔枝山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村民从合浦县荔枝山迁此定居，

沿用祖地命名。该村位于南湾北面约 4 公里处，地处丘陵。东北与北港相

邻，西接后背塘。耕地 578 亩。有 2 个村民小组，80 户，311 人，汉族。



半渔半农。为荔枝山村委会驻地。

白沙寮 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村民从合浦县白沙迁此定居，沿用

祖地命名。该村位于荔枝山南编西约 3 公里处，东邻平顶山，南偏西接新

寮，西靠城仔，北濒圩仔。地属丘陵，耕地 246 亩。有 33 户，124 人，汉

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

圩仔 约建于同治十三年（1874 年），附近一带村庄村民常聚集于此地

做买卖，故得名圩仔。该村位于荔枝山西南约 1 公里处，东南邻平顶山，

南靠白沙寮，西接西角，东北界荔枝山，地处丘陵。耕地 493 亩。有 73 户，

319 人，汉族。以农为主（主要种香蕉、花生）。

北港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因村北有一小港，故称北港。该村

位于荔枝山东北约 1 公里处，地处丘陵。东邻牛角坑，西南接村仔，西靠

后背塘，北面临海。耕地 611 亩。有 107 户，480 人，汉族。半渔半农。

阮屋 约建于同治十三年（1874 年）前，村民大部分姓阮，故名。位

于荔枝山东面约 1 公里处，东连黄牛角坑，南接李屋，西北临北港。地属

丘陵。耕地 148 亩。有 32 户，127 人，汉族。半渔半农。

上后背塘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4 年），因村建于一水塘后面，相对于

下后背塘，故名。位于南湾北面约 4.3 公里处，东南邻荔枝山，西南接下

牛角塘，西北临大海。地处丘陵，耕地 81 亩。有 19 户，64 从，汉族。以

农为主，渔业为辅。为后背塘村委会驻地。

下后背塘 约建于同治三年（1863 年），因建于一水塘的后面，相对于

上后背塘，故名。位于南湾北面约 4.3 公里处。东邻荔枝山，南连西角水

库，西北临大海。地处丘陵，耕地 61 亩。有 24 户，88 人，汉族。半渔半



农。

东角山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因位于西角沟东角的一个小山丘

上，故名。该村位于后背塘西南约 1.2 公里处，东与吴屋相邻，南紧靠西

角水库，西南与西角相连，北接下后背塘。耕地 76 亩。有 21 户，84 人，

汉族。以农为主，浅海渔业为辅。

村仔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当时村民尚少，故称村仔（小的意

思）。该地位于上后背塘东面约 0.3 公里处，东望牛角坑，南靠荔枝山，西

接下后北塘，东北连弱港。地处丘陵，耕地 138 亩。有 40 户，132 人汉族。

以农为主，浅海渔业为辅。

西角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北海龙潭、下村部分村民到此定居，

因该村位于涠洲岛西北角，故名。该村位于南湾西北约 4 公里处，东北与

后背塘相邻，南接山仔，西北环海。地处丘陵，耕地 115 亩。有 3 个村民

小组，105 户，440 人，汉族。以农为主，浅海渔业为辅。为西角村委会驻

地。

山仔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前，因坐落在小山而得名。该村位

于西角南约 0.5 公里，地处丘陵。东接城仔，南靠乌家寮，西邻梓桐木，

北界西角。耕地 390 亩？有 4 个村民小组，69 户，296 人，汉族。以农为

主（主要种香蕉）。

乌家寮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前，村民由大陆乌家寮村迁此定

居，故名。该村位于西角约 l 公里，东北与城仔接壤，东南靠横路山，西

北与梓桐木交界。地处丘陵，耕地 156 亩。有 25 户，95 人，汉族。以农为

主（主要种香蕉）。



上梓桐木 约于同治四年（1865 年）建村，因村中有梓桐木树，而且

与下梓桐木相对而名。位于西角西约 1 公里，东邻城仔，南界下梓桐木，

西北临大海。地处丘陵，耕地 197 亩。有 1 个村民小组，21 户，110 人，

汉族。半渔半农。

下梓桐木 约于同治四年（1865 年）建村，因村中有梓桐木树，而且

与上梓桐木相对而名。位于西角西约 l 公里，东邻山仔，南界下石螺，北

界上梓桐木，西北临大海。地处丘陵，耕地 223 亩。有 1 个村民小组，32

户，143 人，汉族。半渔半农。

新安村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据传当时只有名叫秀年的一户村

民，故原称秀年村。后因别处村民陆续迁入，不断扩大，取其新迁安居之

意，故更名新安村。该村位于南湾西约 2 公里处，东邻三婆庙，西靠竹蔗

寮，北通石螺背，南濒南湾。地处丘陵，耕地 194 亩。有 2 个村民小组，

48 户，247 人，汉族。半渔半农，为竹蔗寮村委会驻地。

竹蔗寮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前，村民多由福建迁来，惯于种

植竹蔗，且村内建有几座糖寮，故名竹蔗寮。该村距新安村约 0.3 公里，

北接下石螺，东靠新安村，南邻茅寮，西濒大海。耕地 237 亩。有 35 户，

166 人，汉族。半渔半农。

上石螺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居民大部分从合浦县及广东廉江

青平迁来。该村地形似石螺，相对于下石螺，故名。位于竹蔗寮北偏东约

0.8 公里处，东邻上横路山，西临大海，南连下石螺，北界乌家寮。地处缓

坡丘陵，耕地 470 亩。有 3 个村民小组，63 户，310 人，汉族。半渔（浅

海）半农（主要种香蕉、花生）。



下石螺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居民大部分从合浦县及广东廉江

青平迁来。该村地形似石螺，相对于上石螺，故名。位于竹蔗寮北约 0.4

公里处，东南邻新安村，西临大海，南连竹蔗寮，北连上石螺。地处缓坡

丘陵，耕地 100 亩。有 1 个村民小组，18 户，96 人，汉族。半渔（浅海）

半农（主要种香蕉、花生）。

茅寮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村民多由合浦迁入，初以茅寮为居，

故名。该村东临南湾港，北邻竹蔗寮，南接蕉坑，西临大海。地处丘陵，

耕地 114 亩。有 2 个村民小组，24 户，130 人，汉族。半渔（浅海）半农

（主要种香蕉、花生）。

滴水 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村民多由广东青平迁入，因村边有

岩石滴泉，常年不涸，故名。该村东西两面临大海，东南与蕉坑相接，北

靠茅寮。地处丘陵，耕地 169 亩。有 2 个村民小组，38 户，236 人，汉族。

半渔（浅海）半农（主要种香蕉、花生）。

蕉坑约建于同治四年（1865 年），村民皆由处地迁入，因地势高低不平，

石坑较多，坑内多种香蕉，故名。该村西北与滴水相接，东南至西拱手伸

向海中，东西两边环海。地处丘陵，是海岛中的半岛。耕地 223 亩。有 2

个村民小组，53 户，278 人，汉族。半渔（浅海）半农（主要种香蕉、花

生）。

行政村

涠洲岛上共设行政村 8 个。

百代寮村委会 成立于 1982 年 6月，位于涠洲岛东南面，东、南面临

海，西至高炮连营房，北连盛塘村委牛栏山村。辖下坑村、上坑村、石盘



河村、东安村、湾仔村、邱屋村、邹屋村、斑鸠冲和百代寮村 9个自然村。

以百代寮村人口居多，故以此取名村委会。全村辖 13 个村民小组，有村民

429 户，1893 人，其中男 945 人，女 948 人。耕地面积 125.88 公顷，主要

种植蔬菜、香蕉、甘蔗、红薯、木薯、花生等。2007 年全村社会总收入 1218.18

万元，工业总收入 293.83 万元，农业总产值 235 万元，渔业总产值 370 万

元，第三产业收入 253.65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1762 元。村委会驻邹屋村。

盛塘村委会 位于涠洲岛的东面，东面临海，南接百代寮村委上坑村，

西与荔枝山村委圩仔村相邻，北与公山接壤。辖沟门村、横岭村、盛塘村、

坑尾村、井仔村、下牛栏山村和上牛栏山村 7 个自然村。全村辖 18 个村民

小组，有村民 698 户，2594 人，其中男 1409 人，女 1185 人。耕地面积 195.03

公顷，主要种植花生、木薯、香蕉、甘蔗等。2007 年全村社会总收入 1479.32

万元，工业总收入 434.25 万元，农业总产值 265 万元，渔业总产值 286 万

元，第三产业收入 377.92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1678 元。村委会驻盛塘村。

公山村委会 位于涠洲岛东北面，东连盛塘沟门村，南至 190 高炮连

营房，西与荔枝山村委接壤，北临海边。辖黄牛角坑村、苏牛角坑村、公

山村、公局村和老张公村 5 个自然村。公山以最高处有一小山，村民来自

四方，取名公山，村以山得名。全村辖 12 个村民小组，有村民 458 户，1792

人，其中男 897 人，女 895 人。有耕地 114 公顷，主要种植甘蔗、香蕉、

花生、玉米、水稻、红薯等。2007 年全村社会总收入 1236.68 万元，工业

总收入 378.05 万元，农业总产值 188 万元，渔业总产值 326 万元，第三产

业收入 243.59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1526 元。村委会驻公山村。

荔枝山村委会 位于涠洲岛的北部，东邻平顶山，南接城仔，西靠西



角，北面临海。辖白沙寮村、圩仔村、荔枝山村和北港村 4 个自然村。荔

枝山村因村民从合浦荔枝山迁此定居，沿用祖地命名。全村辖 9 个村民小

组，有村民 365 户，1364 人，其中男 650 人，女 714 人。耕地面积 113.33

公顷，主要种植甘蔗、香蕉、稻谷、花生、蔬菜等。2007 年全村社会总收

入 841.87 万元，工业总收入 292.64 万元，农业总产值 163 万元，渔业总

产值 123 万元，第三产业收入 198.08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1511 元。村委

会驻荔枝山村。

后背塘村委会 于 1984 年 10 月成立，位于涠洲岛北面，东连北港村，

南靠荔枝山，西至水库，北临大海。辖北港村仔、上后背塘村、下后背塘

村和东角山村 4 个自然村。后背塘村因村建于一水塘的后面，故名。全村

辖 4 个村民小组，有村民 117 户，404 人，其中男 187 人，女 217 人。耕地

面积 16.05 公顷，主要种植水稻、花生、红薯、甘蔗等。2007 年全村社会

总收入 544.73 万元，工业总收入 181.73 万元，农业总产值 52 万元，渔业

总产值 188 万元，第三产业收入 75.18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1483 元。村委

会驻上后背塘村。

城仔村委会 位于涠洲岛中部，东至荔枝山白沙寮村，南至驻岛部队

团部，西至西角水库，北靠西角山仔村。辖城仔村、新寮村、坡塘村、横

路山村和湾背村 5 个自然村。城仔村昔日为驻岛游击署所在，村四周皆筑

高墙，因而称之。全村辖 l1 个村民小组，有村民 358 户，1505 人，其中男

742 人，女 763 人。耕地面积 110 公顷，主要种植香蕉。2007 年全村社会

总收入 1090.94 万元，工业总收入 339.85 万元，农业总产值 394 万元，渔

业总产值 17 万元，第三产业收入 270.94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1892 元。村



委会驻城仔村。

西角村委会 位于涠洲岛的西北部，东与城仔村相邻，南与横路山村、

上石螺村相邻，西、北至海边。辖西角村、山仔村和梓桐木村 3个自然村。

西角取名缘于该村位于涠洲岛西北角。全村辖 10 个村民小组，有村民 329

户，1225 人，其中男 610 人，女 615 人。耕地面积 66.18 公顷，主要以种

植甘蔗、香蕉、花生为主。2007 年全村社会总收入 1322.80 万元，工业总

收入 339.84 万元，农业总产值 184 万元，渔业总产值 465 万元，第三产业

收入 269.18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1698 元。村委会驻西角村。

竹蔗寮村委会 位于涠洲岛的西南面，东至涠洲气象站，南至鳄鱼山

公园，西至海边，北至南油终端处理厂。辖下石螺村、上石螺村、新安村、

竹蔗寮村、茅寮村、滴水村和蕉坑村共 7 个自然村。因村民多由福建迁来，

惯于种植竹蔗，且村内建有几座糖寮，故名竹蔗寮。全村辖 11 个村民小组，

有村民 428 户，1692 人，其中男 842 人，女 850 人。耕地面积 118.73 公顷，

主要种植香蕉、甘蔗、花生等作物。2007 年全村社会总收入 1475.77 万元，

工业总收入 349.29 万元，农业总产值 243 万元，渔业总产值 510 万元，第

三产业收入 268.63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1884 元。村委会驻竹蔗寮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