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是农历甲辰龙年。
在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中，龙
是一种神异动物，代表威严祥
瑞，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因此，在中华大地上，
以“龙”为名的地名不在少数，
西海岸新区同样如此。检索新
区的地名不难发现，龙湾、海龙
河、龙马村等带“龙”字的地方
并不少见。新区以“龙”字命名
的地名有多少？本报为您进行了
整理，看看您知道几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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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龙”的道路
　　据不完全统计，西海岸新区用“龙”
字命名的道路有30余条：
　　九龙江路、九龙山路、龙岗山路、回龙山路、青龙
山路、五龙河路、龙泉山路、聚龙山路、青龙河路、龙门
河路、龙雀山路、龙首山路、龙门山路、龙潭山路、龙门
顶路、龙航路、龙福路、龙云路、龙桥路、龙汇路、龙展
路、九龙路、山龙河路、蟠龙河路、龙须山路、化龙山
路、龙井山路、蟠龙街、龙马路、翠龙春路、剑龙春路、
海龙春路、双龙路、龙山街、龙兴街、龙祥路、龙和街。

带“龙”的海湾

  龙湾：位于琅琊台东北，大珠山西。湾口在大

珠山嘴与斋堂岛之间，有小口子港和古镇口湾，是西
海岸新区重要的水产基地。 

  古镇口湾：位于龙湾北部，又称曹家溜、龙潭

口、崔家潞。明清时，湾北岸曾设巡检司，有古镇口
炮台。

带“龙”的河流

　　龙泉河：位于红石崖街道，主河道长约10千

米，由解家前河、山龙河、赵家西河三大支流组合而
成，是一条季节河。传说曾有一雄一雌两条龙在河中
的泉眼里喝水，当地人视它们为祥龙，故称龙泉河。

　　海龙河：发源于张家楼街道，自西北向东南

依次穿过204国道、334省道和293省道，全长9.7千米，
流域面积63.76平方千米。经古镇口入海。

带“龙”的山脉

　　龙雀山：位于辛安街道黄泥崖社区北，G228

和S7603交界处。其西为七甲山、其东为门楼山。据《增
修胶志》载：龙雀山又称喜雀山、灵雀山。昔年山上多
映山红，花开时红映山谷，故又名花林山。

　　龙斗山：位于红石崖街道东南部，西南东北

向。相传青龙和白龙曾在此打斗，故名龙斗山。又因山
腰有含磷风化石，色如绿豆，故又称绿豆山。20世纪，
龙斗山曾因优质的石料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
远近闻名的采石场。

　　龙古顶：位于大村镇，西北东南向。山顶有

洞，名石屋，面积7平方米，内有泉。山中多铁矿石，品
质高而储量少。1959年曾建龙古铁矿于此。

带“龙”的桥梁

　　海龙河大桥：位于丹东路上，以所跨河流的

名称命名。该桥系双幅桥，长265米、宽24.6米。2008年
开工，2009年建成通车。

带“龙”的村居

　　龙湾社区：
  位于琅琊镇驻地以东3公里，东临滨海公路、青岛
地铁13号线龙湾站，北靠青钢小镇住宅区，交通便利，
背山面海，景色宜人。总户数500户，总人口1711人，党
员70人。近年来，该社区通过加强班子建设，促进乡村
社会和谐；丰富文化生活，满足群众精神需求；倡导移
风易俗，促进乡风文明。

　　龙泉社区：
  位于红石崖街道。因靠近龙泉河，主河道两岸村庄
的村名都冠以“龙泉”二字，如龙泉王家、龙泉赵家、龙
泉戚家、龙泉河东、龙泉河北、龙泉河西等。龙泉社区于
2020年3月份经红石崖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批准成立，
下设龙泉河西、龙泉河北、龙泉戚家、于家洼子、龙泉河
东、雷家店子、后杨等7个股份经济合作社，辖区面积
5.2平方公里。

　　九龙社区：
  位于灵山卫街道，成立于2020年7月，是由山前、两
河、新建、店头、前洼、蒋家尧、东华山、西华山等8个股
份经济合作社组成的回迁安置社区，常住人口8703人，
户籍人口6909人。社区以“新家园、新市民、新风尚”为
建设目标，立足回迁安置社区特点，以发挥代表作用、
密切联系群众为基础，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蟠龙庵村：
  位于泊里镇驻地西南4.8公里处，距离董家口港11
公里，青连铁路、疏港铁路和青岛地铁13号线在此设有
综合站点。相传，因此地山岭盘旋曲折，形如蟠龙，又因
有庵，故名“蟠龙庵”。蟠龙庵村先后荣获“山东省乡村
振兴‘十百千’示范村”“山东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庄”“青
岛市文明村庄”等称号。2023年，蟠龙庵村被中国互联
网新闻中心评为“新时代·中国最美乡村”。

　　龙马村：
  位于大村镇，辖草场、双墩、孟家官庄、河东崖、红
草岭等5个自然村，总面积12898平方米，总户数727户，
总人口数2295人，党员114人。龙马村在大村镇率先成
立新市民“一家亲”服务驿站，按照“党建引领、区域统
筹、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原则，打造党建示
范点，推行“村村联建”“村企共建”“跨界融合”三种联
建共建模式，着力构建党建统领、区域统筹、中心管控、
全方位联动、多领域融合的乡村发展新格局，曾荣获西
海岸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

　　龙潭村：
  位于大村镇驻地东北4公里处，西临白马河、东靠
藏马山，辖5个自然村（龙潭、丁家洼、胡家沟、田庄、黄
岭），总户数930户，总人口5588人，党员127名。集体所
有农用地总面积9282亩（耕地5088亩、园地108亩、林地
1847亩、养殖水面面积243亩、农田水利设施用地32亩、
其他农用地1964亩），村年均集体收入100万元。

　　龙古村：
  位于大村镇驻地西北8公里处，辖5个自然村（东龙
古、西北龙古、前龙古、岭南庄、宋家村），总户数1163
户，总人口3064人，党员114名。集体所有农用地总面积
9637亩，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34.3万元。

　　龙山村：
  位于宝山镇，于2020年经宝山镇党委批准成立，因
域内历史渊源深厚、文化遗产众多的龙山历史文化遗
址而得名。据历次文物普查结果统计，宝山镇内共有龙
山文化遗址3处、汉代遗址2处、齐长城遗址1段、明代墩
台2座、清代山寨遗址1处和古矿坑1处，其中向阳龙山
文化遗址位于向阳自然村东500米，也称向阳遗址。其
地表暴露着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泥质和夹砂红陶、黑
陶、灰陶片以及汉代青灰陶片，曾出土石斧、石凿、石
镰、陶纺轮等各类文物，以及南面断崖下发现的窑址和
用菱形花纹青砖砌筑井壁的古井。龙山村下设向阳、张
八朱、金槽沟、金岭、荒庄、陈朱屯等6个自然村，辖区面
积6平方公里。

  （本稿素材由西海岸新区地方史志研究中心、区民政
局及相关镇街提供，本报记者谭宁整理，本报记者陈蔚、
张静、梁玉鹏、丁霞、周莹、仪博文对本稿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