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梧山村

负责人：苏良磁 联系方式：85782454

办公地址：安海镇梧山村委会

梧山村位于泉州晋江市南部，安海镇东北部，距晋江市区 9公里，

距镇政府所在地 3公里，东邻安海镇西畲村，南界桥头村，西连西门

村，北连山兜村。北接世纪大道，南接大深路。

梧山，宋属开建乡修仁里管辖。元至清属修仁里八都。明清两代

迁移往台湾者甚多，按清光绪年间族谱可查往台者 216 人。民国 33

年属安海镇浦山保。1956 年属内坑区黎山乡；1961 年为安海公社梧

山大队；1984 年属安海乡梧山村委会；1985 年至今属安海镇梧山村

委会。

土地总面积 2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350 亩，人均耕地 0.17 亩，

实际耕种180亩，辖区内有溪流一条。安海梧山小学原为成立于1921

年梧山村私塾学堂，1937 年改为学校，校名敬业学校，1950 年改名

为梧山小学。现在学校服务区包含梧山、西畲、山兜、玉楼自然村，

目前有师生约 800 多人。 港澳台胞、海外华侨在梧山小学的建设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

梧山村有菜市场。每年还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村庄环境整治和道路

建设。梧山村篮球场，方便群众运动娱乐。



西畲村

负责人：陈工厂 联系方式：85732123

办公地址：安海镇西畲村委会（泉安南路国美电器东 200 米）

西畲村位于安海镇东北部，全村总土地面积 0.65 平方公里。辖

区内共有 2条溪流，即顶溪、围内溪。

师雏是西畲前称，因铸炮事件被清廷灭村，后易名为西畲。

郑成功 1646 年于安海竖起反清复明大旗。招兵买马，制造兵器，

把师雏铸造业改造为火炮铸造基地。并提出要求，铸火炮要走自己的

路。制造出能实用于战场需要的火炮。师雏铸炮基地在郑成功战略新

思维的指导下。师雏人不负众望，匠心独具。先后九年时间为郑军复

台提供大量先进火力武器。郑军拥有此兵器如虎添翼，在短短不到一

年时间赶走侵略者，结束三十八年荷兰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白口鉎的

合成是继古代四大发明的又一新发现，它不只是为犁铧提供优质材

料，更重要是为郑军火炮微型化的材质合成奠定坚实基础。

西畲村的铸造行业始于清朝期间，铸造工艺一代人传过一代人，

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全村村民都以铸造业为生，收入来源于铸

造。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人工拉大风箱，烧木炭来

铸造一些农用产品，产量不高，60年代初村干部为了增加社员收入，

发展农村经济，在公社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用村里微薄的公积金，

利用西畲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创办一座安海公社农村的第一社办企

业----西畲铸造厂，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供应闽南地区广大农村，支持

各地的农业生产，经过几年后，有了剩余的资金，铸造厂的设备年年

更新，厂区不断扩大，产品种类一年比一年多，溶化铁水的火炉不必

用人工拉风箱操作，改为动力拉铁质风鼓机烧煤炭进行溶化，产值逐



年上升，农用机械配件销往省内外，木制秤的秤鎚销往广东、江西、

浙江一带。这样社员们有一个固定的收入门路，还能吸收一些剩余的

劳力进厂工作，当时社员劳动的干劲十足，工业、农业一并发展。文

化大革命的十年，西畲人年均收入近 1000 多元，集体经济也得到巩

固和发展，村民的生活水平年年提高，村里用每年积存的资金用来兴

修水利，兴办粮食加工厂，建小学校舍，石铺晒谷埕，粮食仓库等等

公益事业。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迎来了一次产业大变革，这也是给西畲村在

原有的基础上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全国各地大兴办工厂，晋江也

无例外，短短的二、三年，晋江机械工厂遍地开花，但各种机械产业

都离不开西畲的铸造产品，原有的村办企业西畲铸造厂解体了，少数

人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合伙开办铸造厂，90 年代初村民的手头有

了钱纷纷独办铸造厂，西畲铸造业遍地开花，村委会还划出一百五十

亩的地来适应这个需要，建立一个铸造工业区，村民都希望铸造产业

不能放弃，祖先留下的遗产不能改变，经过多年来铸造业的条件变革，

各企业户已具规模，在环境保护的呼声下，厂方已更新多项设备，基

本实现自动化生产，原来烧焦炭的冲天炉现已全改为电炉生产，产达

工效大大提高，环境问题也得到有效的解决。西畲铸造从铸鉎鼎，犁

头犁壁，到现在都有能生产的各种机械配件。可以说，西畲铸造对在

泉州地区以及闽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2019 年 6 月晋江市政府公布西畲生铁冶铸技艺入选晋江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让这块招牌越发耀眼夺目。



上垵村

负责人：许有裁 联系方式：85782456

办公地址：安海镇上垵村委会（晋江 328 县道）

上垵村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革命老区基点村、晋江市首批最

美乡村、晋江市平安村和文明村，全村土地面积 1160 亩。

上垵村位于福建省晋江市东部，安海镇东部，距镇政府驻地东 5

公里，东邻安海镇后林村，南界洋南村，西连菌柄村，北毗社坛村。

上垵村，宋时属晋江县安仁乡仁和里；元明清属九都；民国 33

年(1944 年)，属康乐乡上坛保；1956 年属东石区上坛乡；1961 年属

安海公社上垵大队；1984 年属安海乡；1985 年改安海镇上垵村委会。

宋时，安海港开阔，港内有避风港的小港湾通人，乃为舟船停泊

地，故名“前垵澳”。至明景泰元年（1450 年），村民为取吉利，将

“前垵”易名“靖安”。后又因住居均筑于港湾之北，故改为“上垵”。

资料记载，唐中和年间侍御许爱，由河南光州固始来闽镇守漳泉

二州，先居瑶林，后迁石龟。其后裔许敬（号乐安）于明洪武二十九

年（1396 年）迁徙至此，开基建业，繁衍子孙。故上垵奉许敬为开

基祖。为纪念先祖，上垵村许姓堂号为“瑶林衍派”。

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许书协（地下交通站长）及许书猜、许自

长、许自雄、许书拵等地下通讯员，许多有志之士、热血青年投身革

命，参加震动海内外的“安海暴动”。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上垵村

就于励勤小学旧址组建了中共地下支部。在那战火纷飞、白色恐怖笼

罩的岁月里，上垵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X328 县道从上垵村穿境而过，距离沈海高速水头互通口 20公里

有耕地 592 亩，人均耕地 0.3 亩，实际耕种 380 亩，闲置耕地

212 亩，已流转耕地 250 亩。其中主要种植作物有胡萝卜约 150 亩，



番薯约 50亩， 绿色蔬菜约 100 亩。

坝头溪流经，堤岸加固植绿保持水土，另设有水闸防洪排涝；七

星堀位于文体活动中心旁，西厝潭位于吉隆路西侧，另有一无名石堀

位于吉隆农场内，均用于防汛抗旱和农业灌溉。

现有泉州市农业产化龙头企业一家，上规模企业两家，其他企业

六家，个体工商户二十多家。

20世纪 80 年代，上垵村创建一所“戴帽”中学——上垵中学，

大大方便邻近乡村学生就学，后虽面临各种困境，始终坚持办学，后

为纪念安海明代著名文学家王慎中，学校改名为“慎中实验学校”，

设有中、小学部，现慎中实验中学已并入养正教育集团，更名为“养

正教育集团校慎中实验学校”。

华侨主要旅居东南亚，共六十余人。

有文物古迹三处：1.光华楼：光华楼是一座三层高的红砖楼，又

叫“番仔楼”。这是一座既具有闽南特色又具备异国风格的楼房，是

许经虎三个儿子兴建的，并取了个含蕴悦耳的名字——光华楼；2.

励勤小学旧址：20世纪 30 年代上垵村办励群小学，当时中共党员颜

再生、郑焦允来此任教，点燃革命火种，组建励群地下支部，励群小

学一度成了学习宣传马列主义阵地和地下党革命活动基地；3.古厝：

一座典型的闽南传统古式民居，是本村旅菲侨胞许经虎建造的，距今

已有 90余年。在古厝大门两侧，各镶嵌着一方青草石的雕刻，右边

为《兰花图》，题句“为王者之香，擅佳人之色”；左边《石竹图》，

上书“不曾风雨作怒涛”；嵌墙凸柱联对“靖节结庐绕佳趣，安仁择

里卜新居”。图案简练，行书脱俗，为传统闽南建筑增添了一笔书卷

气息。此地亦曾作为许集美等人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曾有许集美秘

书题字石碑，后年代更迭遗失。



后林村

负责人：许金铗 联系方式：85783772

办公地址：安海镇后林村委会

后林村，古称厚仁，村之北面，曾筑一园林别舍，称“琼林精舍”。

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 年)，石龟(今龙湖许厝)宋末旧臣许逸齐义不

仕元，遂隐于此，于琼林精舍课教四方学子。尔后许先生将琼林精舍

易名曰“瑶林精舍”。又因乡之北簇抱茂林修竹，故被外乡人唤为“厚

林村”，民间讹称“后林村”。

后林村明、清时属九都；民国 33年（1944 年）属康乐乡上坛保；

1956 年属东石区上坛乡；1961 年属安海公社后林大队；1984 年属安

海乡；1985 年改安海镇后林村委会。

后林村位于安海镇政府驻地东 5 公里，金井至安海公路北侧。坝

头溪北侧，聚落沿丘陵地块状分布。全村占地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

辖 4个自然村，有后林许、后林杨、田坑黄、田坑杨四个自然村，下

有 20个村民小组。全村人口 户 ， 人，其中男性 人，女性 人。常

住人口 人，其中男性 人，女性 人。

后林村有一所小学即启慧小学和一所在建幼儿园淑惠中心幼儿

园。启慧小学创办于 1926 年，由多位爱国爱乡人士多次捐资重建，

目前校园占地面积达 5568 平方米，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学校

经福建省泉州市等有关部门评估评为“省级义务教育达标学校”。淑

惠中心幼儿园是由知名企业家许连捷捐资新建的公办幼儿园，2020

年秋季开始招生。



域内有老年协会、计生协会、治安大队，卫生所；有三个灯光球

场，多次开展村际篮球友谊赛。有田坑布业市场，经营各种库存杂布

和各种品质布。除经营本地外，并招商扩至省外，形成了一个繁荣的

布业市场。

古建筑有许氏宗祠。后林许氏肇居始祖潜斋公，自元朝至正年间

开拓后林已有近 700 年的时间，后林许氏宗祠建于明朝中叶期间，至

今也有 500 余年的历史。在这块“耕读世其家，致富有玄门”的风水

宝地上，一脉发千枝，根深植茂林，繁衍至今，而且分衍到南安官桥

西林和晋江福埔后堡。



坝头村

负责人：林积焕 联系方式：85784510

办公地址：安海镇坝头村旭东路 63-1 号

坝头村，明、清属十二都；民国 33年（1944 年）属马坪乡赤店

保；1956 年属东石区上坛乡；1961 年属安海公社坝头大队；1984 年

属安海乡；1985 年改安海镇坝头村民委员会。

坝头村位于安海镇政府驻地东 7 公里，坝头溪北侧，邻近溪边村、

浯厝村，坝江村委会设此。聚落沿丘陵地块状分布。917 户，耕地 914

亩（水田 180 亩，农地 1550 亩）。农作物有甘薯、水稻、花生、大豆、

甘庶。金井至安海公路穿越本村，区域面积 900 多亩，辖 3 个自然村，

有坝头、浯厝和溪边自然村，下有 22个村民小组。

坝头村有王氏宗祠，始建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 年）丙午季春

乡贤黄汉成偕乡倡之，迄今历时三百余载，期间几经风霜。岁月屡更，

风雨无情，木朽垣危，慌废待举。于 1947 年春，由乡贤黄步巩等人

士主持重修修建，改石木结构。四十年余后，随时光消逝，灰土流失，

滴漏如注。于 1991 年秋，承蒙哲嗣乡。或运筹计划，或慷慨乐输，

遂重奠基石，仍以石木结构，内外修葺一新。1993 年春竣工，是年

癸酉阳月举行落成庆典。还有诸如青石第一亭、青石黄氏五挂家祠等

等纪念地。

域内有老年协会、计生协会、治安大队。入驻的企业有：福建省

晋江市嘉禾服装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市科华汽配有限公司、晋江市

兴安雨具实业有限公司、晋江市信捷陶瓷机械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



市协兴洗染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安海七星剑服装厂、晋江昆晟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泉州晨源卫生用品科技有限公司等。

有小学一所，安海坝头小学。始创于 1951 年，原名磷江小学、

瑶店初小，后改名为坝头小学。60年代建的石木校舍，90 年代定位

危房。旅菲华侨王经纶、蔡淑霞伉俪，独资捐建占地八千多平方米的

坝头小学新校，并带头捐学校教育基金。至今校园建筑完整，纶霞教

学楼，纶霞综合楼，科技楼巍然耸立、雄伟壮观。校园基础设施完备，

硬化绿化，环境优美，学校教学设备完整，内有电脑、多媒体、科技

实验、体育、美术、音乐、语音、劳技、图书、少先队



新店村

负责人：许大限 联系方式：85762039

办公地址：安海镇新店西环路与东滨路交叉路口西北侧

安海镇新店村（泉郡九都新店）位于安海东部，东靠溪边，南接

前湖，西邻洋南，北有后林村、坝头村。全村共有 5 个村民小组，户，

人。

新店建于唐开元间，据《晋江内河航运史话》第 529 页载：从唐

至北宋是晋江的一条有名水上交通要道：船只往来频繁，为了适应水

路交通和贸易的需要，所以在溪边村旁，设立一个售货之场“新店市”，

后因交通条件变化，这个集镇至南宋时，已成馆驿，元明之时则成为

农村了，这就是现在的新店村。迨北 宗 景佑年间，进士苏玠，自苏

垵航泊溪边港，夫人林氏系林桢之妹好奉佛，林苏均为进士乃卜地建

庵，号曰“青莲庵”，供奉观音佛祖。唐宋随海运贸易之兴，设有船

埠、库房、店铺、驿馆、烟烽台，起名为安仁乡仁和里新店市。往繁

商藩聚杂姓众居，有林、苏、许、黄、钱、柯、吴等姓。分居卜居、

厝东、厝借、下土吴、下林、湾澳五角落。地历宋元明嘉靖年间，倭

寇战乱，水寒灾荒，民众流离。明洪武二十六（公元 1393 年）系晋

江石龟村十五世孙侍御许爱公徙迁入新店，

新店可谓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早在明万历十三年（1585 年），

许凤宾便中举人并出任广西南宁府隆安县正堂，北京户部主政等，为

官廉洁清正，因俗利民，品德和业绩风范，著有《易解》《论语翼说》

《谈经论纷》等十余种书稿，其孙兆高历任长汀县训导、南靖教谕。



清弦管大师许逊瑞入台授艺南音、弦管称为台湾南音祖师爷。清末秀

才许经明，中国楹联名家著有《桐萌联抄》《经明先生文存》等。现

代有许集美，原省政协副主席、闽浙赣游击队泉州团队指挥员兼政委。

许书纪，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原晋江县首任文化馆馆长、泉州文联

顾问，著有《陈三五娘》《桃花搭渡》等戏曲，《泉州对联丛谈》《抗

战歌曲选》《许书纪艺文集等》，为新店小学编校歌。

新店村，还是晋江市有名的长寿村，90岁以上的有 18位，目前

最高年龄是 103 岁的许若兰，还有 95岁的剪纸老艺人许书调，97岁

的提线木偶传承人许自周。两年来，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先后

荣获“泉州市 2019 年省级美丽乡村”“2018 年度泉州市五四红旗团

支部”“晋江市首届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村”“晋江市六守六无平安村”

等多项殊荣。



前湖村

负责人：蔡及时 联系方式：82067190

办公地址：安海镇前湖村委会

前湖村是安海镇的下辖村，住民以农业为主，制造木器家私为辅，

因村前有一池塘，盛产乌鳗、鲈鱼，故名“钱湖”亦称“前湖”。

明、清属九都。民国 33年（1944 年）属康乐乡瑶店保。1956 年

属东石区上坛乡；1961 年属安海公社坑边大队；1980 年析出自成前

湖大队；1984 年属安海乡；1985 年改安海镇前湖村委会。

前湖村位于安海镇政府驻地东南方，石东公路旁，距离镇政府驻

地 8公里，东连赤店村，西接新店村，南与坑边村交界，北连溪边村，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辖前湖自然村，村委会设前湖。交通便捷，

南通县道 x325。晋江 38 路公交往返永和、安海两镇，途径前湖路口

站。土地总面积 1279.2 亩，其中耕地 530 亩（水田 120 亩）。境内有

“薪火相传”、“绿色前湖”等微景观；钱湖池、庵后潭与西塘潭。村

里传统产业，萝卜 200 亩， 各式蔬菜 10亩。

前湖村主要建筑景观有：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左右的 3 层村级

便民服务中心（村党支部党建基地）、裕树文化活动中心、钱湖公园、

篮球场、“绿色前湖”微景观、“薪火相传”微景观等。裕树文化活动

中心，占地面积 332.7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02.74 平方米 建筑层

数为 3 层，一层有接待室、戏台、观众席，二层为绿色书屋、多功能

厅、书画室、会议室、南音室、杂物间，三层为活动室、康复室、老

干部活动室与棋牌室等。

前湖村 2016 年被晋江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平安村”

荣誉称号；前湖村 2019 年被安海镇人民政府授予“2018 年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经济组织有前湖村农村经济合作社。村集体现

有山水林田湖资源及店面等固定资产。村庄环境整洁卫生，家禽家畜

圈养。全面普及自来水，通村道路硬化，有通电、有线电视、广播，

有通公交车 38路，每天往返 12趟。村里学生主要就读于文峰小学、

新店小学和成功小学等，距离主村 2-10 公里。

村里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春节前开展赠春联活动，请村内书法家

现场写春联、赠春联；春节期间开展前湖村趣味运动会，邀请全体村

民共同参与，丰富春节活动，丰富村民的娱乐生活。

前湖村人才辈出，其中有：1.蔡笃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晋

江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晋江市政协委员、文联委员，美术作品多次

入选全国美术展览，并发表于《美术》《美术报》等专业期刊。2006

年《最怕落寞淤泥中》入选“2006 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2007

年《勿忘当初》获“第二届中国——东盟青年艺术品创作大赛(油画

年)”优秀作品奖,2007 年《沧桑夕照》获“第二届‘风景风情’全

国油画展”优秀作品奖(最高奖),2012 年《君卧天地怀抱中》获“首

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油画版画精品展”优秀奖。2.蔡笃行，安海前

湖人,最高金菊花奖获得者,一级书画师.北京华夏大家书画艺术院院

士.现为中国书法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艺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国

学学会。3.蔡劲豪，国家一级运动员，获得过第一届青运全男子撑杆

跳比赛亚军、2014 年青奥会选拔赛冠军并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

赛等诸多荣誉。现为中国田径队撑杆跳项目国家队队员。4.蔡丁鸿，

在 2015 年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琼中站比赛中，在训练只有短

短三个月时间里，勇夺男子少年组冠军并。5.蔡得胜，北京大学医学

院在读生，2013 年蔡得胜以 659 分的高分被录取于北京大学医学院。



赤店村

负责人：曾学韧 联系方式：85791734

办公地址：晋江市泉州环城高速（龙山小学东侧）

赤店村位于安海镇东部，距镇政府所在地 6公里，东邻永和镇柯

西村，南界东石镇大白山村，西连坑边村，北隔溪边自然村。距离泉

厦漳高速入口 6 公里。共有 2个自然村：赤店、苏厝，主村在苏厝自

然村。共有 7个村民小组，境内有紫云庵、慧月庵、龙泉宫 3 座，在

赤店苏厝自然村。

土地总面积 4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1800 亩，人均耕地 0.5 亩，

实际耕种 1800 亩，已流转耕地 1600 亩。山地面积 600 亩，森林覆盖

率 30%。其中，生态公益林 16 亩，榕树、相思树、樟树，松柏，大

约 6亩，是晋江市级生态村。赤店村公园有一片百年古榕树群，是晋

江市农业局保护项目之一。

传统产业有砖瓦制造。新发展的产业有 特色种养殖（胡萝卜、

花生、地瓜、西瓜等瓜果），共计 800 多亩，每年需用工 60余人。

现有晋江市安海镇赤店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带动 8 个农场 60 人

种植胡萝卜、花生、地瓜、西瓜等特色瓜果；种植花生 60亩， 地瓜

30 亩。2018 年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00 元，较 2017 年度增长

15%。

全面普及自来水，通村道路硬化，有通电、有线电视、广播，有

通公交车 38路，每天往返 12趟。2019 年，建设龙山小学新校区。



瑶前村

负责人：颜金练 联系方式：85762525

办公地址：安海镇瑶前村二区 6-1 号

瑶前村位于泉州晋江市安海镇政府驻地东南 6.1 公里，石狮至东

石公路北侧，村委会设在此，东与安海镇坑边村交界，西与石佛岱山

为界，北与瑶后村隔溪相望，南与东石镇许西坑村接壤，有一条东石

至石狮市公路穿村而过。区域面积 2.0 平方公里，下辖 3个村民小组。

现有工业企业 7 家，晋江丰源雨具有限公司、晋江市顺安卫生用

品有限公司和盛鑫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等，年工业产值 9400 多万元。

村民以本村务工、外出经商为主，年人均纯收入 28200 元。

瑶前村宋为安仁乡仁和里管辖，元、明、清属九都，泉州太守王

延彬重视海外贸易，命李文兴于此建窑，烧制陶瓷，以充蛮船交易。

因基地在古窑之前，故名“窑前”，后谐音为“瑶前”。复圣颜族以回

公字渊为第一世祖，在历史上被儒家及封建帝王尊为复圣，其位列至

圣先师孔子之后，为孔门弟子之冠，越四十六世仁郁公字文杰，五代

入闽为归德场（今德化县）长官，宋孝宗乾道三年封忠应候，赐额忠

应庙，孝宗淳熙二年加封孚佑王。姚氏肇基祖姚志成号俯论系内坑古

山姚氏。第十四世祖出生明朝中叶，是泉面著名建筑师，嘉靖十一年，

姚志成携眷入居瑶里栖息耕作。许氏相继入居。

域内有老人活动中心、文化综合服务中心、小学已并为文峰小学

（现坑边小学）、灯光球场、“人口文化园”青塔公园、“廉政宣传园”

南仔石公园、“法治宣传园”黎明公园等，在自然资源、人文旅游资



源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村内街巷、住房均比较讲究，集合众多传统建筑，整个古民居群

占村子建筑面积的 40%，最早的建筑可以追溯到明朝，大多是在清代、

民国时建立，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古厝、番仔楼等遍布村庄之中，共

有自明代至民国时期所建的传统建筑约 43座。现存的大部分传统古

民居得以保护和修缮，保留古色古香古貌，这些建筑承载着瑶前的悠

久历史和瑶前人的回忆。

瑶前村先后荣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建省宜居环境建设示范

村、福建省传统村落、泉州市美丽乡村、泉州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首批晋江市最美乡村”、晋江市“领头雁”村、晋江市“美丽乡村”

示范村等一系列荣誉，并于 2018 年荣获福建乡村旅游特色村、福建

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019 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坑边村

负责人：黄书堀 联系方式：85762655

办公地址：安海镇坑边村

坑边村位于安海镇东南部，距镇政府所在地 7公里，石东公路南

侧，东南与永和镇、东石镇交界，西连安海镇瑶前村，北连安海镇前

湖村。地处平原地带。交通四通八达，西畔庄坑公路，直通安海，西

及北畔有东石公路，可至东石、石狮，西面有 7 米宽的环村水泥路，

可至英林、金井，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共有 2 个自然村：坑边、

瑶后，主村在坑边自然村；共有 8个村民小组土地资源：土地总面积

2.5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100 亩，人均耕地 1.17 亩，实际耕种 700

亩，闲置耕地 300 亩，已流转耕地 700 亩。

传统产业：养猪业、种植胡萝。2018 年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万元，较 2017 年度增长 24%；农民收入主要来源是销售胡萝卜、绿

色蔬菜等农特产品。

全面普及自来水，通村道路硬化，有通电、有线电视、广播，有

通公交车 38路。

村里学生主要就读文峰小学。

坑边，古称玉坑，村名始於北宋徽宗赵佶宣和三年（1121），

《西山杂志》载：“宋宣和三年，许子厚号益礼先生，司新店驿，

赏植树于坡，林菁阴郁。黄公紫云人，负来从事坡南之麓称玉坑，后

转称坑边，此下来坑边也。”以上是记载坑边村由来的详实材料。

俗呼地名的历史典故例如：许厝头，在坑边村西头，乃宋代许氏



之园林客舍。《西山杂志》载：“唐开元时设立新店市，为林銮售货之

场。宋时港溢，商市为馆驿”，许子厚司新店驿，在坡之南植树建园

林馆舍，以供招待客商（后废），此地后人称之为许厝头。

还包含以下几种称呼：

1、西路沟与三桥头，西路沟在许厝头西侧，乃宋代车辆与人马

行走形成的路沟。而三桥头，在西路沟南向的坑边村前溪仔上，架有

三条大石板，长约九米，石宽约八十公分，整座桥面宽约二米三左右。

为宋代新店市通大白山张家港的古道。西路沟，解决后修小水库废，

三桥头 60年代废。

2、下尾桥与水尾塔， 下尾桥在坑边村东南面前溪水尾，因此地

春天常有雾气，村人亦称之为雾露桥。宋时，人们对风水之持重，故

在村之出水口建桥、桥头建四方佛塔，称之为镇水塔（60年代废）。

如石狮塘圆的水尾塔、福全的无尾塔、岭山的镇风塔，均属于风水塔，

包括石狮姑嫂塔，也是泉南出水口镇塔，以上均建于宋代。

3、榕树墓，位于坑边村西，榕树乃村名也，在东石平康与山前

之间。宋时乃莆氏所居，榕树墓为榕树村莆氏之墓（解放后废）。

4、鼓亭埔与冢头埔，在坑边村西南向，俗称万人冢。为何有如

此多墓，而且大都为无名冢堆？在史料中无从嵇考。在《西山杂志》

中有这样记载：“五代闽王王曦，永隆时（939），漳州剌史王旭，与

泉州剌史王延彬不和，勾结东石莆家十勇士，所谓十勇士者，宗、仁、

汉、升、朝、国、华、恭、逊也，其一失传矣。勇力过人，能执百斤

之刀，舞跃如飞，所向披靡。王旭由海道进距白沙，而之东石寨。王



延彬大将罗南、张琳由鼓亭埔袭东石寨，火烧林家书院，攻陷寨城北

角，被莆氏十勇士迎击至坑边埔，王延彬救援，两军对立，鼓呜如雷，

二王之军，击杀之声，闻于泉郡，尸横十里，血流成漕。王旭全军覆

没，莆家十勇士被执之泉，王延彬大将士兵死过半。此乃坑边埔古战

场也。”这段记载印证了冢埔不解之谜。

5、塔前、塔后，在坑边村西，即青石山之前后，坑边村西北有

青石山，上有塔，故有塔前、塔后之称。《晋江县志》道光版卷之四，

山川志载：“岱峰在县东南《闽书》中有石佛岩，相传末岩时，石露

夜光三道，宋嘉定中，僧守净，镌弥陀、观音、势至三尊。傍刻‘泉

南佛国’四大字，宋王十朋书，高六尺许，国朝康熙间，邑人吴英建

寺。傍有青石山，上有塔，淳佑府志：青石山巨石崎平野，广袤数里，

高十数丈，民遇亢旱，即其顶祷雨”所谓塔前、塔后即青石山之前后

也。青石山上有塔，建于何时，未有记载，说明该塔早已圯。而青石

山为解放后群众采石，今废，剩有底部石盘及旁之乱石。

6、大潭乾，潭仔乾；在坑边村前，大潭在祠堂前，潭仔在长房

祖厝前，大小潭均始于宋代，为坑边先人建。宋时持重肇居风水，认

为人及一切生物，秉天地而生长，人们活动必与天地宇宙和合一致，

上下左右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宇宙是时空结合体。黄氏先祖肇

居坑边，既要农业生产，开辟农田，又要水利灌溉，他们在创造生活

必需，也按堪舆学说为指导，固有二潭存在（二潭近年废）。

和睦邻里于农村工商业发展年代

坑边东与苏厝、赤店为邻，西与窑前、窑后相连，南临大白山、



许西坑，北靠前湖、新店。早在唐宋年间，晋江海外贸易十分繁荣，

乡村工业发展迅速，主要有陶瓷、丝织、盐业、糖方、造船、竹编、

茶叶等。如磁灶、赤店陶瓷，安平丝织，东石海盐，井林竹编，池店

糖方，石湖造船，安溪茶叶等。这些在当时均为外销产品。《西山杂

志》苏厝条载：“唐宪宗时（806——820），苏南溪先生卜居于此，名

曰洛阳，因其先世来自洛阳，明末苏观生之故乡，元明为曾氏所居，

因本有苏，故称苏厝。”而赤店条“宋宝庆四年（1228），曾慎学陶于

磁灶令人深获黄褐之泥，陶器全赤，后饰以丹朱纹彩，雅而可观，东

石许氏多以此陶运出爪哇、勃泥。称其店曰赤店。”1986 年晋江博物

馆馆长黄世春陪同美国考古专家班博士，曾到赤店考察，在赤店村后

发现宋代窑址及黄褐釉陶瓶、碗、盏等残片。

坑边村西与窑前，窑后相连，《西山杂志》窑前条载：“五代闽王

延彬提倡航运，使李文兴建窑为陶工之役，以充闽舶交易，涂沙街在

其东南便于海运，海潮至妙峰山下也，宋末其地当战场，李姓逃之，

颜在南宋时从十都来定居者，姚继之而后许来也，因其地在古窑之前

也”。一九七二年文物普查，在窑前与窑后交界溪中，发现宋代陶瓷

残片黄釉碗居多。而窑后条载”五代李文兴姻戚吴通，平康人也，为

供陶工之役筑舍窑之后，有尤杨同村焉。宋末小狗反，吴尤杨迁居小

平坑，而黄氏入居也，因以其地在古窑之后，故称窑后也“。窑后黄

氏系坑边黄氏迁入。

坑边南临大白山、许西坑《西山杂志》大白山条：“宋重和徽宗

赵佶三年（1120），剑州杨时，南游于此，其山麓幽美，有菌氏之苑，



杨时有题诗句大白山庄。南宋绍兴三十三年（1152），其孙杨匡应募

而造安平桥，初居安平，其后卜居大白山也。”南宋安海海外贸易兴

起，码头货运所需，由黄护出资万缗发起修桥，大白山杨匡也是安平

商人，出资修桥之一。又《西山杂志》浒里条：“浒里乃许氏之居，

昔由东石分居石龟，宋元时期，由石龟卜居涂沙溪坡，苍郁松柏之茂，

因此故曰瑶琳，所住溪坡曰水之浒，因名其村曰浒里，后以方言为许

西坑也。附近涂沙溪街店，被元兵焚毁，，居民迁居西安为颜氏”。许

西坑村南临溪有涂沙溪街，是唐宋海外贸易的商业市场与停泊海船之

溪边码头，此为坑边南面商业市场。

坑边北靠前湖、新店，《西山杂志》新店条：“唐开元时（713—

—741），设新店市，为林銮售货之场，南宋港溢商场为馆驿，元时之

际为农村也”。据此记载，新店应早在唐开元至北宋政和年间设新店

市。南宋商市改为馆驿（即现在的商务宾馆），南宋政府还派住驿司，

说明此时海外贸易还尚在继续，只有商市转换为船运而已。

坑边东西为古代海外贸易的陶瓷生产基地，而南北为海外贸易的

商市，街店及码头安澳，坑边地处中心，黄氏先人应是参与商贸、货

运的主要行当。因此，坑边才有留下宋代遗迹，桥仔头、三桥头、下

尾桥、水尾塔，这些宋代建筑，惜之不懂保护，失去实物佐证，是为

可惜。但坑边村人，凡六十岁以上者，均应知晓。

传统习俗：坑边自然村有 1 座龙瑞堂，供奉的是地方神祗大王公，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祭祀香期有小型庙会活动。



前林村

负责人：蔡庆剧 联系方式：85732986

办公地址：安海镇前林村委会

前林村地处平原地带，无特殊地形,毗邻妙峰山麓。土地总面积

1.2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850 亩（水田 200 亩），人均耕地 0.56 亩，

实际耕种 300 亩，闲置耕地 550 亩。山地面积 100 亩，森林覆盖率

80%。其中，杉、松、杂用材林 95亩（人均 0.066 亩）。

前林村供奉一尊大王公、每年农历九月初五为祭祀香期；供奉一

尊仕明府，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为祭祀香期,村内会有小型庙会活

动。

全村种植胡萝卜 150 亩， 地瓜 30 亩，.其他蔬菜类 40亩。农民

收入主要来源是销售胡萝卜、地瓜等农产品。村集体现有山水林田湖

资源及店面等固定资产。

前林村位于安海镇东部，距离安海镇区 4 公里，东与坑边村接壤，

西与前蔡村交界，南与东石镇金鸥村相邻，北与下山后村交界，全村

面积 1.2 平方公里，全村人口 户， 人(男性 人，女性 人)，常住 人

(男性 人，女性 人。设有 8个村民小组。

前林村宋时属安仁乡仁和里，元明清属九都。民国时属康乐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属七区(可慕区)；1955 年 9 月，属东石区

玉浦乡，后属安海公社，今属安海镇。其村形成于后唐天福八年（943），

因中原士人涂伸率难民数十人避乱于此，为求生计，就地采土制瓦，

久之，荒丘成凹窟，故村名以“涂窟”。迄北宋开宝年间（968—975），



涂姓发迹，举族迁广州。之后，又有高、柯、吴诸姓入居垦殖。宋末

“小狗反”，高姓迁安平，柯姓迁林口，吴姓迁磁灶，致使大片田园

荒芜。其后东石富户蔡永升遣家院率眷于此守墓，招募游民于此耕耘。

至明天启年间（1621—1627）迁往汕头经商。今住民蔡姓，乃青阳五

世祖蔡念六令次郎自得于明洪武二年（1369）入居。自得娶妻黄氏，

有子三：长曰荣妙、次曰荣林，三曰荣泉。蔡荣泉因贾两广，徙居广

东岭南，为岭南下广蔡氏房祖，后又分处广西田州（今田阳）、台湾

台南等地。蔡荣林精经术，好书法，设席安平，禀学于门者不下千人，

晚岁隐于里，筑室妙峰山南麓，曰尚平居，课教子侄，联曰“钱利任

人忙，林泉容我隐”。尔后子侄为取吉利，摘其联名头字，曰“钱林”。

又因村座落于妙峰之麓，茂林当前，故俗称“前林”。

前林蕴才积盛，明清时期出现一批名人志士，从清代延续于今，

又有成批乡亲迁居广东、台湾、香港、澳门与及东南亚诸埠。前林村

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但村民勤劳简朴，勇于进取，如今

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里新建了村委会办公大楼、祠堂、灯

光球场、文体活动休闲中心、幼儿园。村里学生就近到庄头小学就读。

此外，老人会积极配合村两委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村民还十分重视文

体活动，村里成立了太极拳健身队、南音小组、广场舞舞蹈队、篮球

队等，常年开展各项文体娱乐活动。前林村交通十分方便，庄坑公里、

晋江快速通道安海东连接线皆穿村而过，环村公路及村中主要通道也

基本实现水泥路面铺设，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人安居乐业。2017

年，被晋江市人民政府授矛平安村″荣答称号。



下山后村

负责人：陈长挥 联系方式：85782417

办公地址：安海镇下山后村一里 112 号

下山后村地处安海东南部的妙峰山北麓，距镇区两公里。东与新

店村交界，西临后蔡、前蔡两村，南隔妙峰山同前林村毗邻，北与菌

柄村相望。土地面积 1.2 平方公里，土地分布妙峰山北面山坡、溪谷、

晋南灌区水渠，由村庄东、北、西蜿蜓而过，山川秀丽，土地肥沃，

人居环境优美。物产资源丰富，有较好农业基础，第一产业在社会总

产值中占有一定份量，运输、劳务输出、商贸批运为居民主要经济收

入。

下山后村文化底蕴深厚。妙峰陈氏宗祠及周边支派家庙古建筑群

经历代维修，是泉南较好的古建筑之一。有着晋邑清末九都第一名宅

的“顶新厝”至今保护完整。祖传的“狮阵”演练项目于 2007 年被

晋江市政府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入选泉州市第二

批“非遗”名录。2017 年被评为晋江市第二批最美乡村。2017 年入

选泉州市文明村。2019 年“绑扫帚”手艺为晋江市第二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

下山后村积极创建“美丽乡村”，安装 350 盏路灯；整治潭豆坝，

提高了防洪排涝标准和地表水标准，以及自身净化能力；加强环境整

治和污水处理，改造公厕，铺设道路。

村里文化宣传墙，以生动形象的实体石雕、浮雕来宣传刣狮、农

耕文化。文化中心大楼，三层，占地 250 平方米，为村民提供文化、

体育、教育、科普、信息等服务的公益性、多功能设施。



下洪村

负责人：林时钦 联系方式：85766624

办公地址：安海镇下洪村委会

下洪村位于安海镇政府驻地西北 6公里，福厦公路东侧，东与内

坑山头村接壤，西接南安官桥镇内厝村 ,南邻南安水头大盈后埔坪

村，北与南安官桥镇内厝梧茂村相邻。土地总面积 1.35 平方千米，

其中耕地 520 亩（水田 150 亩），人均耕地 0.23 亩，实际耕种 450 亩，

闲置耕地 120 亩，已流转耕地 400 亩。交通便利。有乡村客运直达，

简易公路连接福厦公路，与南安市相通。下洪共有 1个自然村：下洪

村，共有 3个村民小组。。

宋为开建乡仁孝里管辖，元、明、清属六都；1985 年设立下洪

村委会。有 1 座龙福境，供奉的是协天大帝，每年农历五月十二日

为祭祀香期；1座古龙宫，供奉的是保生大帝，每年农历三月十二日

为祭祀香期；1座清雲殿，供奉的是七王爷，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为

祭祀香期；1座威灵宫，供奉的是五王爷，每年农历五月初八日为祭

祀香期，香期均有小型庙会活动。

2018-2019 年，被评为“晋江市最美乡村创建村”、“晋江市人居

环境整治村”、“泉州市两高综合整治示范村”、“福建省千村整治百村

示范村”。2019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25.8 万元，较 2018 年增加 20

万元。主要来源为物业管理服务收入

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5 户 13 人，已脱贫 5 户 13 人，已全面脱贫。

近年来实施的重大项目有：村主干道改造、高铁两侧裸房整治、

村庄环境卫生整治、村公厕改造、污水管网建设等等。两高整治效果

明显，村庄环境整洁卫生，家禽家畜圈养。制定村规民约， 提倡喜

事新办，丧事从简。党员干部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全面普

及自来水，通村道路硬化，有通电、有线电视、广播，有通公交车 1

路，每天往返 24趟。

村里学生主要就读学校是下洪小学，在本村村口。



仁寿村

负责人：朱翠云 联系方式：85796915

办公地址：安海镇仁寿村委会

仁寿村位于福建省晋江市西南部，安海镇西北，距安海镇政府所

在地 5 公里，北邻内坑镇，西邻南安市官桥镇。距离沈海高速水头入

7.2 公里。地处丘陵、平原地带。共有 2 个自然村：上岭村、后桥村，

主村在上岭自然村；共有 7 个村民小组。

历史文化：革命老区村，在上岭、后桥自然村，在上岭自然村有

地下党入党宣誓处、后桥自然村有朱仁寿故居。

1、上岭村

1945 年朱义斌介绍朱清河入党。1947 年朱义斌、颜家祥发展朱

永中，朱永中又发展周光座、朱江水，1943 年 2 月成立党支部。1947

年 6月，成立武工队，队员有朱义狗、周光座、朱义桃等九人，参加

“安海暴动”，朱永中带队攻打安海邮电局。1947 年至解放，和后桥

武装配合，打保长、特务，摧毁伪政权等武装斗争二十多次。

2、后桥村

1946 年朱义斌介绍朱仁前入党，朱仁前又发展朱仁川、朱祖抠、

朱仁场、朱义齐、朱义墙，建立党支部。1948 年，朱永中发展朱义

镜、朱义士。1947 年 4 月，由支部组织武装，参加“安海暴动”，1948

年和上岭村配合，经常开展武装斗争，负责人朱仁前、朱永中。1946

年起即开展反三征运动。

传统习俗：上岭自然村 3座和后桥自然村各有 1 座福主庙，供奉



的是南海佛祖（每年农历九月十九）、康王庙（每年农历九月初七）、

圣侯（每年农历十月十八）、城隍公（每年农历五月十八）、助顺三位

将军（每年农历十月初三），香期均有小型庙会活动。

制定村规民约，比较有效的条约规定有：

1. 婚丧喜庆“任公饭”禁止大操大办，仅限于宴请前来帮忙的

亲戚；2. 严禁佛生日、普渡办桌，燃放烟花炮竹；3. 村两委、老人

会、村民代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所有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以

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群众。

近年来开展的移风易俗活动主要是 2018 年、2019 年党员干部带

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

全面普及自来水，通村道路硬化，有通电、有线电视、广播，有

通公交车 Z5路。

村里学生主要就读学校是仁寿中心小学，距离主村 1 公里以内。



外曾村

负责人：曾国艺 联系方式：85798651

办公地址：安海镇外曾村委会 （市 X328 北环路）

外曾村位于安海镇西部，在晋江、南安两市的交界处，距安海镇

区六、七公里,东与西边村接壤，西与南安市水头镇上林村交界。北

靠福厦高速公路，大深公路从村前经过，通往福厦公路仅 2 公里，交

通极为便利。辖区内还管有一个高速朴里服务区。 有 2 个自然村：

外曾村、内曾自然村，主村在外曾自然村。

村庄前面有一条以外曾命名的“外曾溪”河流经过，灌溉着外曾

村的田园，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外曾村主要以机械制造业为主。

现辖区内也有福建省装备制造基地安海园等多家企业入住。外曾村以

旅缅侨胞为主。内曾自然村新建一处微景观，是村民休闲时光的好去

处。

为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不断提升区域内学前教育水平，外

曾村经晋江市教育局批准，建设安海镇第三幼儿园（外曾校区），将

按 18个教学班，在园幼儿 540 人的规模进行规划建设。

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近年来该村两委在上级的支持下，发

动本村乡贤筹资，分别在外曾自然村和内曾自然村建设了文体活动中

心，设有棋牌室、阅读厅等，购置有大量图书，重要节日承办村级活

动。

2013 年，该村结合实际情况，利用装备制造业基地预留发展用

地，规划建设占地 5 亩，建筑面积 7000 余平方米，整齐规划，外观



统一的公租房，不仅给外来人才在外曾居住提供了良好环境，也很大

程度上改善了本村村貌，成为该村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2014 年，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利用村集体预留发展用地，通

过提前交付租金、分期付款等多种方式结合建设外曾村集体标准化厂

房，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 40多万的租金收入。

为进一步提高新农村建设，不断提升人居环境水平，分别在外曾

村，内曾自然村建设新的公共卫生间，进一步改善村里环境卫生。



西边村

负责人：张清泉 联系方式：85708447

办公地址：安海镇曾埭中路 174 号

西边村位于安海镇西南方向，塔山西北部，辖区总面积约为

0.6644 平方公里，距镇政府所在地 4 公里，东与水后村相邻，南与

曾埭村毗邻，西与外曾村接壤，北临大深公路，与西溪寮村、桐林村

隔公路相望。明、清属七都，民国 33年（1944 年）属安海镇五埭保，

1955 年属内坑区仁寿乡，1961 年属安海公社五埭大队，1981 年由五

埭析出自成西柄大队，1984 年属安海乡，1985 年改安海西柄村委会。

村委会座落于西边村四里 1号，辖西边、壳厝 2个自然村，主村

在西边自然村；全村共有 7 个村民小组。全村土地总面积约为 0.6644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490 亩,人均耕地 0.22 亩,主要农作物有：

土豆、水稻、地瓜等。

周边交通便利，有通公交车 3路，县道大深路南沿，距离南安水

头高速 10公里，离晋江火车站 12公里，距离泉州机场 20公里。

该村不仅有一所幼儿园（晋江市示范园-安海镇第三幼儿园），还

有一所小学（福建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

西边校区）。

有工业企业十几家，主要经营类型包括食品、服装、科技、塑胶、

包装等，还有 1 家大型健身游泳馆。

村主要道路、小巷基本水泥化；设立健身路径，提高村民身体素

质；自来水普及工程，解决村民用水困难；开展全村污水管道铺设工



程，污水处理、防止水土流失；实行垃圾转运制度，改善农村环境卫

生；组建村级治安巡逻队，保障村民人身财产安全。

村中设有 400 平方米的“球埔”绿化广场、新建敬老院、建成三

处微景观“善孝”、“追梦”、“追忆”等营造了良好的人居环境,丰富

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该村将继续致力于本村建设，改善村级环境卫生情况，为创建美

丽乡村奠定基础，为建设美丽乡村而共同奋斗。

西边村 2012 年被晋江市授予“2010-2012 年创先争优先进基层

党组织”称号、2012 年被晋江市授予“平安先行村”、“社区教育先

进单位”称号、2014 年度“一流村居计划生育协会”、 2015 年被晋

江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平安村（社区）”荣誉称号。2016

年被晋江市委、市政府评为“2013-2015 年度文明村” 荣誉称号。



前埔村

负责人：许著评 联系方式：85781232

办公地址：安海镇前埔村委会

安海镇前埔村是一个革命老区基点村，是一个经济欠发达村，全

村由前埔、林厝、郑厝、侯厝四个自然村，13 个村民小组组成。全

村土地面积有 3.6 平方公里，但在 2010 年 4 月已全部被政府征用作

为省装备基地安海园区和养正新校区的建设。

前埔村位于安海镇北面约一公里处，北连内坑镇立厝村、东村村、

东邻内坑镇莲山美村、洋内村、西接本镇桐林村，许田村，全村土地

面积 3.6 平方公里，东面有加塘溪由北经前埔地域而南入海。

前埔村原名钱坡村，又曰钱山，号钱里，境名钱峰，共有 4 个自

然村，为前埔、郑厝、林厝、侯厝，总人口 5050 人，前埔自然村人

口 2963 人，全部姓许、其他 3 个自然村均以村名为姓。前埔开基一

世祖十九郎文耸许公系龙湖石龟许厝村开闽始祖侍御爱公之六世孙、

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分居晋邑七都安海北面前埔村（钱坡）、为前埔

一世祖，今已传至 30世。清乾隆中期前埔十九世孙许式生携妻及两

儿（钦英、钦居），渡海定居台北新庄市西盛里，迄今已传 11世，子

孙瓜瓞绵绵，蔚为望族，其裔孙许鸿彦等曾于 1988 年首次率队回祖

乡寻根访亲谒祖，后历年皆组团归梓谒祖，两岸宗亲对接族谱，共联

亲情，台亲并为前埔小学捐建式生教学楼。

村里全力以赴支持镇中心工作，带领村两委发扬“白加黑”、“五

加二”精神，顺利完成了镇党委政府交给的大深路改造、少体校征迁、



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2018 年换届选举等工作任务。完成了前埔小

学教学楼翻建；侯厝自然村篮球场新建；构建安全乡村居住环境，在

前埔村环村路增设光伏路灯；整治村容村貌，打通环村道路，提升村

民居住环境，目前已开始对其村内多路段进行疏通，对涉及道路的民

宅进行规划性拆除，合适的道路路段将给予绿化植树。精准扶贫工作，

11户中 4 户已脱贫；1户帮扶就学；6户符合低保条件，其中 2户低

保户已审批通过，其余 4户低保待审批，于 2020 年已全部脱贫。

该村经济来源以前主要依靠农业及部分短工收入，主要生产番薯

（地瓜）、花生、果树有龙眼等，交通便捷，内安公路经村中而过，

北可达官桥至南安或泉州至福州，经内坑达晋江火车站，南面乃大深

公路，东西走向、东达深沪、石狮、围头，西接 324 国道而达厦门、

漳州、广州。

前埔许氏家庙始建于明朝万历九至十二年间，坐癸向丁兼子午，

二进三开间式，清雍正初曾重建，清同治癸酉年又重建，后备受风雨、

几于敞坏，于 2009 年按原规格重建，并于 2011 年冬月举行重建落成

暨袝祧庆典。前埔有庙宇一座，“隐相堂”，始建于明英宗天顺四年

（1460 庚辰年），主要供奉三世尊佛等神明，1843 年曾重修，1991

年又重修，庙貌庄严，香火鼎盛。

全村许氏族谱“钱山许氏族谱”最近一次重修乃民国癸酉年，分

为仁、义、礼、智、信五部，2011 辛卯年又重修全村族谱“晋邑七

都钱山许氏族谱”。堂号为高阳堂，太岳传芳，侍御传芳，分衍瑶林

衍派。



桐林村

负责人：黄明证 联系方式：85763377

办公地址：安海镇桐林村大道与内安路交叉路口西侧

桐林村以梧桐系凤凰所栖之瑞树，及“桐上紫云生瑞气，林中旭

日相映晖″命名。桐林黄氏，是紫云衍派始祖黄守恭第四子的后代。

捐资倡建安平桥的黄护、黄逸父子，是桐林黄氏的一世祖和二世祖。

桐林村建于南宋。 明、清属七都；民国 24 年(1935 年)属第二

区内坑镇；31年(1942 年)属安海区亲民乡桐山保；1950 年 6 月属第

六区亲民乡；1956 年属内坑区仁寿乡；1958 年 10 月属(安海)五星人

民公社；1961 年属安海公社桐林大队；1984 年属安海乡；1985 年属

安海镇。桐林村距安海镇区约 3公里，在内安公路西侧，南面临养正

中学新校区，北界临内坑镇立厝村。

桐林村荣获省级农家书屋示范村、省级农村宣传思想文化示范

村、泉州市“领头雁”、泉州市文明村、晋江市文明村、晋江市首届

醉美村居等称号。

交通四通八达。内安公路从村东边通过，大深公路贯穿村西南。

村周边是福建晋江市装备制造业基地安海园区环绕，园区道路纵横交

错。

全村有耕地面积 2339 亩，主产地瓜、水稻、龙眼等，尤其是桐

林产地瓜以其甘甜、爽口在安海享有盛誉。有完善的水利配套系统，

主要有三个水利工程，分别为石壁水库供水渠道从村中横贯而过，黄

枝山水库，五队大水库等，



村级经济融入福建晋江市装备制造业基地安海园区的整体规划，

企业活力十足。主要企业有晋江伟业机械有限公司、中德顺机械有限

公司、博汉（泉州）机械有限公司、福建晋发机械有限公司、晋江华

联印铁制罐有限公司、晋江育兴鞋业有限公司、晋江市嘉祺塑胶鞋业

有限公司等 50多家规模企业，涵盖机械制造、塑胶鞋业、建材、食

品、电子产品及配套服务等，年产值有三十多亿元，已经初步形成安

海主要的制造业基地。

村里有一所小学，桐林小学，是一所百年名校，前身是启智学校，

创建于 1908 年。学校环境优美，教学设施设备齐全，并有标准塑胶

跑道。创办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益。

桐林的黄氏家庙在宋末始建，现在还保留着明代建筑风格，砖木

石结构，面阔五间，三进两天井，四廊四厅七门，采用木雕、石雕、

彩绘等工艺装饰。高低错落，燕尾脊，屋角耸立鸱吻，翠绿的檐前卷

草与五色剪瓷。村里还有慈光寺、神农圣庙与哪吒三太子宫等村民拜

神活动场所，也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宗教场所。

历史上，桐林村以农耕生活为主。如今，当地人还称炎帝为“五

谷仙帝”，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是仙帝的诞辰，要举办隆重的祭拜活

动。这是泉州少有的供奉上古诸神的宫。神农圣庙里主要的神明是炎

帝，而稍小一些的哪吒像也被供在一旁。在桐林村里，大小宫庙有十

几座之多，光主供哪吒三太子的，就有两座。

村里开设老人活动中心，组织腰鼓队、小鼓队、文宣队，丰富村

民的文化生活。还建立农民篮球队，成功举办晋江市农民篮球联赛。



西溪寮村

负责人：蔡金水 联系方式：85780838

办公地址：安海镇西溪寮村委会

西溪寮村位于安海镇西北部，同大深公路相接，距安海镇区 3.5

公里。大深公路从后肖自然村旁边经过，距离沈海高速水头收费站入

口约 7.6 公里。西溪寮行政村，有西溪寮和后肖两个自然村，主村在

西溪寮自然村；共有 4 个村民小组。土地总面积 0.65 平方公里，其

中耕地 505 亩，已全部被省装备制造基地征用。

西溪寮自然村有 1 栋清末古建筑蔡家娇宅，蔡氏为旅菲华侨，坐

南朝北，为左带护厝的五开间两落大厝，前有石埕，照墙。石雕、木

雕、泥塑等装饰较为精美，于 2019 年被晋江市确定为“晋江市文物

保护单位”。

西溪寮自然村有 1 座龙溪宫，供奉的是二郎神君，每年农历六月

二十六日为祭祀香期；后肖自然村有 1座飞龙宫，供奉的是池王爷，

每年农历六月十八日为祭祀香期。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为单独建设，建于 2008 年，建筑面积 270 平

方米，广场面积 1200 平方米。室内室外卫生环境好，有配备图书室。

该村重点推进西溪寮、后肖自然村污水管道建设工程；西溪寮村

前水沟整治清污垫基及砌坡工程；村级环境整治及绿化工程。开发村

级自留地作为村级营业性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