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事紀......................................... 765

編後語......................................... 781

各篇諮詢委員與審查委員......... 783

各篇編撰參與人員..................... 785

編纂記事..................................... 786

參考書目..................................... 787

附
錄





蘆
洲
市
志

765

大事紀

西元年 朝代年號 相　關　大　事

1661 明永曆 15 年 �◎ 鄭成功入臺，隔年設縣，臺灣北部隸「天興縣」，今日蘆洲地

區屬之。

1664 永曆 18 年 ◎ �臺灣北部改制天興縣為州，蘆洲亦改隸「天興州」。

1684 清康熙 23 年 �◎ 臺灣為清統治，清初仍沿襲明朝遺制，蘆洲隸屬「諸羅縣」。

1723 雍正元年 �◎ 本市隸屬淡水廳淡水堡，後隸於興直堡。

1724 雍正 2 年 �◎ 廣東人及泉州人由八里坌口登岸前來河上洲開墾荒埔為園，

為本地最早的開墾記錄。

1727 雍正 5 年 �◎ 貢生楊道弘請墾「興直埔有荒地一所，東至港西至八里金山

腳南至海山山尾北至干荳山」，此地區包括現今蘆洲、三重、

新莊及五股一帶。

1729 雍正 7 年 �◎ 由北部早期的開發據點八里坌某戶業主招佃，經由觀音山麓

進入墾殖今蘆洲水湳地區，為蘆洲地區最初的開闢者。

◎ �水湳庄開始拓墾，乾隆年間關渡僧梅福招佃開墾，因此又有

和尚港之稱。

1731 雍正 9 年 �◎ 官方在淡水廳之下添設竹塹及八里坌兩巡檢，為當時北臺灣

最高階的文官機構，八里坌因而成為北臺的行政中心。

1732 雍正 10 年 �◎ 閩粵富商由八里坌沿著觀音山山麓招佃開墾，向新庄移墾，

河上洲因為地當其中路，故亦有中路庄之名。

1734 雍正 11 年 �◎ 於水湳地區建立小村市。

1749 乾隆 14 年 �◎ 保和宮供奉之保生大帝（大道公）金身，源自於大陸白礁金

鞍山，重塑金身，李氏祖先李公正自家鄉金鞍山寺分迎而來。

1757 乾隆 22 年 �◎ 和尚洲成為官莊。

1788 乾隆 53 年 �◎ 八里坌被指定為海禁政策下的北部正口，允許與福州的五虎

門合法對渡。

1792 乾隆 57 年 �◎ 官方核准八里坌與泉州蚶江對渡貿易，成為北臺大港，開創

八里坌港繁盛歲月。

1793 乾隆 58 年 �◎ 福建漳州渡臺的移民陳樵，利用水運輾轉到達和尚洲地方，

即今日蘆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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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咸豐 10 年 �◎ 弟子陳東山主事及全庄信士共同增地出資重建，創建蘆洲最

早之木造寺廟「保佑宮」。

1872 同治 11 年 ◎ �興建湧蓮寺，成為蘆洲全境的信仰中心。

1873 同治 12 年 �◎  6 月 22 日馬偕博士創和尚洲禮拜堂（蘆洲長老教會）。

1875 光緒元年 �◎ 設臺北府，下設新竹、淡水、宜蘭三縣，本市隸淡水縣芝蘭

二堡。

1887 光緒 13 年 ◎  3 月 7 日，道明會良方濟會長派遣何安慈神父到和尚洲開設

傳教所。3 月 19 日設立臨時聖堂－「和尚洲聖若瑟天主堂」。

1888 光緒 14 年 ◎ �何安慈神父買下今中正路「蘆洲天主堂」及前聖心幼稚園的

範圍。

1895 日明治 28 年 ◎ �本市隸屬臺北縣直轄芝蘭二堡。

1896 明治 29 年 ◎  12 月，日政府在本地成立淡水國語傳習所和尚洲分教場，大

橋捨三郎為分教場主任，場址在今湧蓮寺。

1896 明治 29 年 ◎ �臺北縣警察署和尚洲派出所成立於和尚洲店仔街口，管轄區

域包括芝蘭二堡的店仔街口、樓仔厝庄、王爺宮庄、南港仔

庄、土地宮厝庄、溪墘庄、水湳庄、和尚港庄、獅頭庄、中

路庄、車路庄、北投庄、關渡庄、石牌庄、嘎嘮庄、其里岸

庄、南橋庄、中洲埔庄和尚州庄。

1897 明治 30 年 �◎ 本市隸屬臺北縣士林辨務署。

1898 明治 31 年 �◎ 成立滬尾公學校和尚洲分班，1 年後獨立為和尚洲公學校。

◎ �蘆洲劃歸臺北辨務署。

1900 明治 33 年 �◎ 蘆洲設立和尚洲保甲局，管轄的範圍共有 12 庄、13 個保、

123 甲。其中 5 個庄位於現今蘆洲地區，分別為樓仔厝庄、南

港仔庄、溪墘庄、中路庄、水湳庄。

1901 明治 34 年 �◎ 本市改隸於臺北廳士林支廳。

1903 明治 36 年 ◎  3 月和尚洲公學校明治新校舍落成，公學校遷往新校址，即

今蘆洲市中正路。

1905 明治 38 年 �◎ 和尚洲名人陳東北及好友陳圭田、周烏豬、李番包 4 人為主

軸，成立蘆洲現存最早的「平和社」北管樂團。

1906 明治 39 年 ◎ �和尚洲警察官吏派出所成立於和尚洲樓仔厝庄。

1909 明治 42 年 �◎ 士林支廳下署區署，本市隸屬和尚洲區。

1912 大正元年 �◎ 蘆洲李氏宗親為奉祀守護神保生大帝，為求保佑和尚洲居

民，遂名為保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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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大正 7 年 �◎ 蘆洲田仔尾的李雲雷將「平和社」改名「樂樂樂」。

1919 大正 8 年 �◎ 蘆洲所屬之臺北廳內曾發生大規模之虎疫病（即今之霍亂），

費時 4 個月才得以平息。昭和 6、8 年鷺洲庄樓子厝、水湳等

處養豬戶曾有豬疫流行，街庄、保甲衛正單位除為施行預防

注射及消毒，亦有禁止放飼移動等措施。

1920 大正 9 年 �◎ 行政區劃廢廳為州，改隸臺北州新莊郡鷺洲庄。此時蘆洲劃

入臺北州新莊郡鷺洲庄管轄，分為和尚洲溪墘、和尚洲中

路、和尚洲南港子、和尚洲水湳、和尚洲樓子厝、二重埔、

三重埔等 7 個大字。

1927 昭和 2 年 �◎ 和尚洲公學校附設和尚洲農業補習學校，後更名為「鷺洲農

業專修學校」，專收畢業生再給予專業農事教育，影響新莊設

立新莊農民學校（今泰山高中的前身）。

1941 昭和 16 年 �◎  4 月和尚洲公學校改稱和尚洲國民學校。

1945 民國 34 年 �◎ 國民政府代表同盟國接管臺灣政務，原臺北州新莊郡鷺洲庄

改稱臺北縣新莊區鷺洲鄉。

1946 民國 35 年 ◎  1 月成立鄉公所後，即完成村鄰編組，召開村民大會，同年 2
月 20 日起陸續舉行第 1 屆村長選舉，由村民大會代表投票選

舉，計選出 10 名村長，任期 2 年。

◎ �依據「臺灣省鄉鎮民代表選舉規則」辦理第 1 屆鄉民代表選

舉，選舉結果共選出蔡雍、林清敦等 32 名代表。同年 3 月 25
日就職，成立第 1 屆鄉民代表會。

◎  1 月 16 日臺北縣警察局成立。蘆洲當時屬於臺北縣警察局新

莊分局，轄區設有和尚洲派出所，於民國 36 年（1947）改名

為蘆洲派出所。

◎  3 月由代表會選出林清敦為鷺州鄉第 1 屆縣參議員。

◎  5 月 1 日本鄉人李乾財奉令就職為官派鄉長。

◎  12 月舉行第 1 屆鄉長選舉，李乾財當選為鄉長，陳金石當選

為副鄉長，任期 2 年。

1947 民國 36 年 ◎  4 月 1 日，鷺洲鄉境內的二重埔、三重埔地區劃出另設三重

鎮，鷺洲鄉亦更名為蘆洲鄉。同日，鄉民代表重新選出蔡雍

等 18 名，蔡雍當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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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民國 37 年 ◎ �蔡雍被選為蘆洲鄉第 1 屆縣參議員，林清敦繼任為三重鎮縣

參議員。

�◎  2 月舉行第 2 屆村長選舉，亦行間接選舉，由村民大會投票

選出 10 名村長，任期 2 年。

�◎  4 月舉行第 2 屆鄉民代表選舉，計選出 19 名代表，同年 4 月

28 日就職，任期 2 年，選舉蔡雍為主席。後蔡雍於民國 37
年 11 月當選縣參議員辭職，由李軍民出任主席。

◎ � 12 月第 2 屆鄉長改選，李乾財蟬聯鄉長，於民國 38 年

（1949）1 月就職。

1950 民國 39 年 �◎ 政府進行行政變革，撤銷新莊區署，蘆洲鄉公所由臺北縣政

府直轄管理。

◎ 蘆洲於中路村成立衛生所，隸屬於臺北縣衛生院，下轄水湳

村及保佑村兩個巡迴站，當時之編制員額計有主任兼醫師一

人，助產士、護士、稽查員及其他各一人。

�◎  12 月 17 日第 1 屆縣議員選舉，全縣劃分為 10 個選舉區，蘆

洲時屬第 3 選區，由李秋遠當選，民國 40 年（1951）1 月 4
日就職，任期 2 年。

◎ � 9 月 10 舉行第 3 屆村長選舉，此次村長選舉改由公民直接投

票，不經村民大會代表選舉之，且裁撤副村長制度，計選出

10 名村長，任期 2 年。

◎ � 9 月辦理第 3 屆鄉民代表選舉。選舉日定於 9 月 28、29、30
日起連續 3 天舉行投票，計選出 17 名代表，同年 10 月 20 日

成立代表會，由李清萬擔任主席。

1951 民國 40 年 ◎  6 月 3 日舉行第 1 屆鄉長選舉，由李乾財當選鄉長，是年 7
月 1 日就職。自該屆起，廢除副鄉長制，任期 2 年。

◎  11 月 18 日舉行第 1 屆臨時省議員選舉。該次選舉並非採取

直接選舉，而是由各縣市議員代行間接選舉，選舉事務由縣

政府主辦，任期 3 年，蘆洲地區無人參選。

◎  12 月 28 日舉行第 2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屬第 3 選區，由李

秋遠、李連麗卿 2 人當選，民國 42 年（1953）1 月 16 日就

職，任期為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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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民國 42 年 �◎ 舉行第 2 屆民選鄉長選舉，由李乾財蟬聯當選，是年 7 月 1
日就職，任期改為 3 年。

◎  2 月 22 日舉行第 4 屆村長選舉，計選出 10 名村長，任期 2
年。

◎  3 月 1 日第 4 屆鄉民代表選舉，計選出 11 名代表，同年 3 月

16 日就職，李軍民當選主席。

1954 民國 43 年 ◎  4 月 18 日舉行第 2 屆臨時省議員選舉，採公民投票直接選

舉，北縣投票率 76.98%，任期 3 年，蘆洲無當選者。

◎  12 月 19 日辦理第 3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仍屬第 3 選區，由

李秋遠、郭水益 2 人當選，民國 44 年（1955）1 月 16 日就

職，任期延長為 3 年。

1955 民國 44 年 ◎  4 月 17 日第 5 屆鄉民代表選舉與第 5 屆村里長選舉合併辦

理，計選出 12 名代表，任期改為 3 年，同年 6 月 1 日就職，

由蔡晴嵐當選主席。村長則選出 10 名，任期改為 3 年。後水

河村村長李清飄任內病故，由李宗益補選繼任村長。

1956 民國 45 年 ◎ �成立蘆洲鄉消防隊，最早編屬於三重消防隊，稱為蘆洲小隊。

◎  5 月 20 日舉行第 3 屆民選鄉長，由李乾財蟬聯當選，是年 7
月 1 日就職，任期 3 年。

1957 民國 46 年 ◎  4 月 21 日舉行第 1 屆省議員選舉，北縣投票率 66.74%，任期

3 年，本鄉無當選者。

1958 民國 47 年 ◎  1 月 19 日第 4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為第 3 選區，由李秋遠當

選，同年 2 月 21 日就職，任期 3 年。

◎  5 月 4 日辦理第 6 屆村長選舉，共選出 10 名村長，任期 3
年。

◎  6 月改選第 6 屆鄉民代表，計選出 12 名代表，同年 7 月就

職，任期 3 年，李石棧擔任主席一職，李良和當選副主席。

1959 民國 48 年 �◎ 鄧麗君 6 歲時，舉家遷往臺北縣蘆洲鄉，居住在中正路 77 巷

的防砲部隊眷村內。

◎  12 月 23 日舉行第 4 屆民選鄉長投票，由李軍民當選，民國

49 年（1960）1 月 16 日就職，自該屆起任期改為 4 年。鄉長

李軍民於任內逝世，故由李庭昌補選繼任。

1960 民國 49 年 ◎  4 月 24 日舉行第 2 屆省議員選舉，北縣投票率 68.51%，任期

3 年，蘆洲由李秋遠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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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民國 50 年 ◎  1 月 15 日第 5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屬第 3 選區，由李炳盛、

李良和 2 人當選，同年 2 月 21 日就職，任期 3 年。

◎  4 月 30 日第 7 屆村長選舉，計選出 10 名村長，任期改為 4
年。

◎  5 月第 7 屆鄉民代表選舉，計選出 15 名代表，任期 3 年，陳

萬富當選主席，李老番當選副主席。

1962 民國 51 年 ◎ �徐匯中學在臺校友成立校友會，開始復校工作。徐匯中學是

清道光 30 年（1850）天主教耶穌會於明相國徐光啟故居上海

西郊徐家匯，創設的一所新制學校，民國 52 年（1963）9 月

17 日開學，徐匯的教育風範由上海移植到臺北。

1963 民國 52 年 ◎ �葛樂禮颱風使海水大量倒灌，洲後村、五股、三重、蘆洲數

鄉鎮成為沼澤之國。

◎  4 月 28 日舉行第 3 屆省議員選舉，北縣投票率 75.00%，蘆洲

由李秋遠、李炳盛當選，省議員任期原為 3 年，同年 1 月 16
日，行政院修正臺灣省議會組織規程，將省議員任期改為 4
年。

1964 民國 53 年 ◎  1 月 26 日舉行第 5 屆民選鄉長投票，由陳萬富當選，同年 3
月 1 日就職，任期 4 年。同日亦辦理第 6 屆縣議員選舉，臺

北縣選舉區改劃分為 9 個，蘆洲為第 3 選區，由李良和當

選，任期改為 4 年。

◎  5 月舉行第 8 屆鄉民代表改選，計選出 11 名代表，任期更改

為 4 年，由李廣心當選主席，李炳南出任副主席。

1965 民國 54 年 ◎  5 月 9 日舉辦第 8 屆村長選舉，計選出 10 名村長，任期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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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民國 57 年 �◎ 政府宣布，把包括洲後村在內的三重、蘆洲、五股、新莊一

帶低窪之地劃為「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全面禁建新的房舍

廠房。

◎ �「臺北縣立蘆洲國民中學」奉令成立，由新莊國中梅志潔校

長兼任籌備主任，籌劃建校事宜。

◎  1 月 21 日第 6 屆民選鄉長選舉，由李庭昌當選，是年 3 月 1
日就職，任期 4 年。惟李鄉長亦於任內逝世，由陳萬富補選

繼任。

◎  1 月 27 日舉行第 7 屆縣議員選舉，臺北縣選舉區劃有所更

動，蘆洲仍為第 3 選區，由張長財當選，同年 2 月 21 日就

職，任期 4 年。

◎  5 月第 9 屆鄉民代表改選，計選出 11 名代表，同年 6 月 1 日

就職，選出蔡豐榮為主席，李源錠為副主席。

◎  4 月 21 日辦理第 4 屆省議員選舉，北縣投票率 63.20%，蘆洲

由李秋遠、李炳盛當選。

◎  8 月為配合實施 9 年國教，蘆洲國民學校改稱為蘆洲國民小

學，

1969 民國 58 年 ◎  5 月 11 日第 9 屆村長選舉，因人口增加迅速，故行政區域多

劃分出中原村及樹德村，因此共選出 12 名村長，任期 4 年。

1971 民國 60 年 ◎  10 月蘆洲都市計畫發布實施，之後辦理個案變更 3 次，並於

民國 73 年（1984）2 月發布第 1 次通盤檢討，其後又辦理個

案變更 16 次，民國 93 年 2 月再發布第 2 次通盤檢討。

1972 民國 61 年 ◎  12 月 23 日第 5 屆省議員選舉，北縣投票率 66.14%，蘆洲由

李炳盛當選省議員。

1973 民國 62 年 ◎  3 月 17 日舉行第 7 屆民選鄉長投票，由蔡豐榮當選，是年 4
月 1 日就職，任期 4 年。同日辦理第 8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

為第 3 選區，由李文炳當選，同年 5 月 1 日就職，任期 4 年。

◎  10 月 6 日辦理第 10 屆村長選舉，選出 12 名里長，任期 4 年。

◎  10 月辦理第 10 屆鄉民代表改選，計選出 10 名代表，同年 11
月 1 日就職，選出李源錠為主席，朱寶鑾為副主席。

◎ �蘆洲國中設立補習學校，首創本市最早的國中補校。

1976 民國 65 年 ◎ �設立空中商專進修補校，66 年（1977）6 月開辦空中行政專

科進修補校，民國 74 年（1985）6 月國立空中大學設置條例

經立院三讀通過，並設置在蘆洲市。蘆洲已成為「補校」制

度最齊全的地區，從國小、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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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民國 66 年 ◎  11 月 19 日舉行第 6 屆省議員選舉，北縣投票率 76.50%，蘆

洲由李炳盛當選省議員。同日辦理第 9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

為第 7 選區，由陳萬富當選，同年 12 月 30 日就職，任期 4
年。

◎  11 月 19 日第 8 屆民選鄉長選舉，由李文彬當選，是年 12 月

30 日就職，任期 4 年。

1978 民國 67 年 ◎  6 月 17 日第 11 屆村長選舉，計選出 12 名里長，任期 4 年。

同日舉行第 11 屆鄉民代表選舉，計選出 11 名代表，同年 8
月 1 日就職，選出李昇陽為主席，朱寶鑾蟬聯為副主席。

1979 民國 68 年 ◎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初期實施計畫」核定。

1980 民國 69 年 ◎ �經當時縣議員陳萬富多方奔走，在邵恩新縣長支持下，於 2
月派蘆洲國小連文奎校長籌備規劃，促成鷺江國小的設立。

由連文奎擔任設校籌備處主任。

◎ � 民 國 69 年（1980）、 民 國 72 年（1983） 以 及 民 國 75 年

（1986）3 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結果，蘆洲均由李友吉當選。

1981 民國 70 年 ◎  11 月 14 日辦理第 7 屆省議員選舉，北縣投票率 64.96%，蘆

洲無當選者。

1982 民國 71 年 �◎ 實施為數 3 期的「臺北地區防洪計劃」（1982-1996），在本市

西方開通二重疏洪道。

◎  1 月 16 日舉辦第 10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選區調整為第 4 選

區，由陳萬富、許秀雄當選，陳萬富並獲選為議長，同年 3
月 1 日就職，任期 4 年。

◎  6 月 12 日辦理第 12 屆村長選舉，因本屆水湳村與水河村合

併，故該屆共計選出 11 名村長。同日辦理第 12 屆鄉民代表

選舉，計選出 11 名代表，同年 8 月 1 日就職並成立代表會，

李章夫出任主席，李朝宗當選副主席。

◎ �李文彬蟬聯當選第 9 屆民選鄉長，任期 4 年。

◎ �鷺江國小正式成立。

1983 民國 72 年 ◎  11 月 17 日，嚴秀峰申列「李友邦將軍故居一蘆洲李氏祖

厝」為國家古蹟。

1984 民國 73 年 ◎  7 月鴨母港、蘆洲抽水站建造完成，為臺北防洪第一期計劃

興建項目之一。

◎ 「鷺江國小附設補習學校」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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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民國 74 年 ◎ �自 74 年至 75 年度辦理開發灰磘重劃區，配合「臺北地區防

洪初期實施計畫」中二重疏洪道工程之開闢，以市地重劃方

式，取得抵費地讓售拆遷戶。

�◎ 「李友邦將軍故居一蘆洲李氏」正式由內政部公告為臺閩地

區第三級古蹟。

◎  11 月 16 日第 8 屆省議員選舉，北縣投票率 63.22%，蘆洲無

當選者。

1986 民國 75 年 ◎  1 月 16 日舉行第 10 屆民選鄉長，選舉結果由李章夫當選，

當年 3 月 1 日就職。

◎  2 月 1 日辦理第 11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為第 4 選區，由陳信

義、李文彬、許秀雄 3 人當選，任期 4 年。

◎  4 月 20 日起溪墘村分割為溪墘村、樹德村。中原村分割為中

原村、光華村。樓厝村分割為樓厝村、鷺江村。

◎  6 月 14 日舉行第 13 屆村長選舉，本市行政區劃又作調整，

多劃設光華村、鷺江村、恆德村，故選出 14 名村長，任期 4
年。同日改選第 13 屆鄉民代表，計選出 13 名代表，同年 8
月 1 日就職，李學益當選主席，李聰盛擔任副主席一職。

1987 民國 76 年 �◎ 蘆洲李宅古蹟規劃修護，民國 82 年（1993）8 月 31 日開工，

民國 86 年（1997）9 月 30 日完工，供蘆洲及全國各界人士參

觀。

1988 民國 77 年 ◎  1 月，臺灣省結束動員戡亂時期。 
◎  7 月 1 日「臺北縣蘆洲鄉成功國民小學」設校。

1989 民國 78 年 ◎  3 月 10 日蘆洲分局成立。

◎  4 月 1 日改編成立蘆洲消防分隊，隸屬於臺北縣警察局蘆洲

分局。

◎ �成立蘆洲鄉立圖書館，蘆洲升格為縣轄市後，改為蘆洲市立

圖書館。

◎  8 月蘆洲三民國中創設，由胡佩璋校長負責籌備，為貫徹國

民教育的實施、便利地區學子就讀而設立籌備蘆洲第二國

中。民國 79 年（1990）正式成立，同年 8 月 1 日起招生。民

國 85 年（1996）8 月升格為臺北縣立三民中學，正式改制為

高、國中兼備的完全中學。

◎  12 月 2 日舉行第 9 屆省議員選舉，北縣投票率 74.60%，蘆洲

無當選者。同日舉行第 1 屆立法委員選舉改選，計選出 130
位立法委員，蘆洲由李友吉當選。



蘆
洲
市
志

774

1990 民國 79 年 ◎  1 月 20 日舉行第 12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被劃為第 5 選區，

由李學益、陳萬富、許秀雄等 3 人當選，同年 3 月 1 日就

職，任期 4 年。

◎  2 月 1 日第 11 屆民選鄉長選舉，由周慶陽當選，同年 3 月 1
日就職。

◎  4 月 1 日起中原村分割為中原村、忠義村。仁復村分割為仁

復村、仁德村、仁義村。中路村分割為中路村、九芎村、中

華村。水湳村分割為水湳村、水河村、仁愛村。正義村分割

為正義村、永樂村、南港村、永康村。光華村分割為光華

村、光明村。得勝村分割為得勝村、得仁村。樓厝村分割為

樓厝村、信義村、玉清村。

◎  6 月 16 日第 14 屆村長選舉，因本市行政區劃大幅調整，水

湳村與水河村分開，並增設光明村、九芎村、中華村、忠義

村、南港村、永樂村、永康村、信義村、玉清村、復興村、

保新村、仁德村、仁義村、得仁村、仁愛村，故共計選出 30
名村長，任期 4 年。同日進行第 14 屆鄉民代表選舉，計選出

17 名代表，同年 8 月 1 日就職，選出許憲雄為主席、張文華

為副主席。

◎  6 月林建生圖書館動工興建。

◎  12 月 1 日於蘆洲小隊原址設立成功小隊。

1991 民國 80 年 �◎ 原位於成功路庄役場的前鄉公所行政大樓遷建至三民路現址。

1992 民國 81 年 ◎ �「免費接駁巴士」成立。目前計有永安線、民和線、水湳線

和長安線等，還有一班醫療服務專車線，同時提升免費巴士

為文化觀光巴士，掃墓專車及年貨採購專車。

◎  12 月 19 日辦理第 2 屆立法委員選舉，共選出 161 人，臺北

縣為第一選舉區，北縣候選人共 48 名，應選名額 16 名，蘆

洲由李友吉、陳宏昌當選立委。

1993 民國 82 年 ◎  8 月尚未改制成高中的三民國中經省教育廳核定設立補習學

校，定名為「臺北縣立三民國民中學附設國中學補習學校」，

後於民國 85 年（1996）改制成完全中學，並成立高中補校。

◎ �修纂《蘆洲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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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民國 83 年 ◎  1 月 20 日第 12 屆民選鄉長選舉，由周慶陽蟬聯當選，同年 3
月 1 日就職。

◎  1 月 23 日辦理第 10 屆省議員選舉，蘆洲無當選者。

◎  1 月 29 日辦理第 13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為第 5 選區，由李

學益、楊燦煌 2 人當選，任期 4 年。

◎  4 月 1 日起九芎村分割為九芎村、延平村、永安村。仁愛村

分割為仁愛村、忠孝村。忠義村分割為忠義村、長安村。樹

德村分割為樹德村、民和村。鷺江村分割為鷺江村、福安村。

◎  7 月 16 日舉行第 15 屆村長選舉，本市行政區劃稍有調整，

增加永安村、延平村、長安村、福安村、民和村、忠孝村，

共選出 36 名村長，任期 4 年。同日亦舉行第 15 屆鄉民代表

選舉，計選出 19 名代表，並於同年 8 月 1 日就職。

1995 民國 84 年 ◎  12 月 2 日舉行，第 3 屆立法委員選舉。臺北縣為第一選舉

區，計選出 17 人，北縣候選人計有 50 名，應選名額 17 名，

蘆洲由李友吉、陳宏昌當選立委。

1996 民國 85 年 ◎  3 月蘆洲南港子市地重劃開發。

1997 民國 86 年 ◎  10 月 6 日，蘆洲鄉奉令升格改制為縣轄市（蘆洲市），原周

慶陽鄉長即為本市第 1 屆市長；原鄉民代表會亦改制為第 1
屆市民代表會，全鄉 36 村轉為全市 36 里，原第 15 屆村長則

成為改制後第 1 屆里長。至民國 87 年（1998）2 月再增為目

前的 38 里。

�◎ 「集賢公園」更名為「尼加拉瓜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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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民國 87 年 ◎  1 月 24 日第 14 屆縣議員選舉，蘆洲仍為第 5 選區，由李學

益、陳信義、周慶陽等 3 人當選，任期 4 年。

◎  1 月 24 日第 2 屆民選市長選舉，黃劍輝當選市長，同年 3 月

1 日就職，任期 4 年。

◎  2 月 9 日永樂里分割為永樂里、成功里；永康里分割為永康

里、永德里。

◎  6 月 13 日第 2 屆市民代表選舉，計選出 19 名代表，同年 8
月 1 日就職，由柯淑敏當選主席，後其當選立法委員，由李

義德擔任主席。同日辦理第 2 屆里長選舉，因行政區劃又有

變動，增加成功里、永德里，共計選出 38 名里長，任期 4
年。

◎  7 月 1 日正式成立臺北縣消防局。民國 89 年 4 月 11 日修正

為「臺北縣政府消防局」。其下成立 4 個大隊，現「第三救災

救護大隊」原名「第三大隊」，轄區為蘆洲市、三重市、五股

鄉、八里鄉、淡水鎮、三芝鄉。

◎  10 月 6 日鷺江國中由王仁宏校長規劃為「蘆洲市第三國

中」，民國 91 學年度 7 月開始招收新生。

◎  12 月 5 日第 4 屆立法委員選舉，臺北縣劃分 3 個選舉區，蘆

洲屬第 2 選區，候選人計 25 名，應選名額 10 名，蘆洲由陳

宏昌、李先仁當選立委。

◎  12 月 20 日省議會因精省裁撤，省議員已非民選，而以任命

方式聘之，省議員選舉正式走入歷史。

�◎ 蘆洲市紫禁城博物館創館，由泉州派第 4 代神雕大師王兩傳

創辦。

1999 民國 88 年 ◎  8 月 1 日臺北縣蘆洲市忠義國民小學正式設校。

◎  8 月蘆洲國小附設幼稚園開始招生。

◎  8 月 11 日，蘆洲市鴨母港抽水站增設撈污機開始施工，於 89
年（2000）11 月 14 日完工，同時間並加入抽水站運作。

2000 民國 89 年 ◎ 三民高中之前身為三民國中，自 89 學年度起改制為「臺北縣

立三民高級中學」。

◎  10 月 31 日原永平公有零售市場改為永平公有零售市場管理

所，並於民國 91 年（2002）劃歸為一獨立單位，直接附屬市

公所。

◎  4 月長安圖書館正式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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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民國 90 年 ◎  7 月二重疏洪道河濱公園正式啟用。

◎  12 月永平圖書館正式啟用。

◎  12 月 1 日舉行第 5 屆立法委員選舉，蘆洲歸屬第 2 選區，由

柯淑敏、陳宏昌當選立委。

2002 民國 91 年 ◎  1 月 26 日舉行第 15 屆縣議員選舉，臺北縣規劃 12 個選區，

蘆洲為第 5 選區，此區應選出 10 席，蘆洲由陳信義、黃桂

蘭、李友親等 3 人當選，任期 4 年。

◎  1 月 26 日投票第 3 屆民選市長，李翁月娥市長當選，同年 3
月 1 日就職，任期 4 年。

◎  6 月起市公所每年分依上、下年度定期舉辦敬老慶生會，邀

請本市 65 歲以上壽星到場接受來自全市各界的共同祝福。

◎  6 月起定期舉辦身心障礙泳訓，鼓勵身心障礙朋友走出戶外

並強化復健。

◎  6 月辦理第 3 屆市民代表選舉，共選出 19 名代表，同年 8 月

1 日就職，由李承德當選主席。

◎  6 月辦理第 3 屆里長選舉，計選出 38 名里長，任期 4 年。

◎  7 月起開始發放「婦嬰生育學養補助金」。

◎  10 月完成鴨母港抽水站 400KW 發電機組增設工程，提供鴨

母港抽水站更充裕之發電效率，在颱風或豪大雨來臨而無預

警斷電時，亦可確保抽水站各項設施發揮正常運轉功能。

◎  12 月永安圖書館正式啟用。

◎ �成蘆大橋完工。

◎ �自該年起，每年在農曆 9 月 18 觀音佛祖出家紀念日前夕，舉

辦「觀音文化節」系列活動。

◎ �自此每年重陽節調高發給 65 歲以上資深市民「敬老禮金」。

◎ �民國 91 學年度開始，補助全市 3 所國中及 5 所國小，為每位

學生加菜或發給營養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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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民國 92 年 ◎  4 月 4 日成立「蘆洲市家庭問題協談中心」，針對婦女受暴受

虐、幼童受虐、婆媳夫妻相處、青少年行為偏差等提供免費

協談與轉介服務。

◎  4 月完成鴨母港抽水站抽水機組更新工程，增進抽水機組運

轉效率。

◎  7 月開辦醫療專車，接駁蘆洲市民前往北市新光、榮總、馬

偕、臺大及長庚醫院就診，相關服務為北縣各鄉鎮市公所首

創。

◎  8 月 31 日凌晨，蘆洲市民族路 422 巷大囍市社區發生嚴重火

警，造成 15 人死亡、73 人輕重傷之慘劇。

◎  9 月及 93 年（2004）5 月完成集賢路、水湳街雨水下水道疏

濬工程，有助蘆洲水湳排水幹線上游地區排水速度。

◎  9 月蘆洲抽水站抽水機組展開更新工程，並整修抽水站調節

池，強化水湳地區排水系統，對於市區排水有極大助益。

◎  11 月針對蘆洲抽水站至復興路底間之環堤大道兩側舊有排水

溝，挖除整建並清除淤積泥土，及施作強度較高之鍍鋅格柵

板，藉以減緩重車壓損之速度及利於日後清潔隊員清疏溝內

淤泥。

◎  12 月至 93 年（2004）3 月陸續修繕更新公有零售市場、永平

市場、長安市場等老舊設施，重建乾淨清爽購物環境。

◎ �市公所探訪關懷蘆洲子弟軍旅生活情形。

◎ �市公所定期舉辦「健檢到厝邊」、「晨曦篩檢」等複合式健康

檢查活動。

◎ �完成「民間參與臺北捷運系統環狀線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捷

運環狀線分為北環段和南環段，其中行經蘆洲市者為北環段。

◎ �市公所與愛鄉文化協會聯合舉辦的鄉土文化觀光列車，參觀

古厝、生態和老街等知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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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民國 93 年 ◎  2 月起完成調查下水道及水溝走向以整合全市排水系統進行

調整，使全市排水系統發揮最佳功能，防範水患再度發生。

◎  2 月起施作中正路、民義街、長榮路雨水下水道及疏濬，強

化市區重要道路排水功能，保持有效排水斷面，維護正常排

水功能。

◎  3 月完成鴨母港溝沿線整建新式河岸步道、涼亭等景觀設

施，改善當地風貌。

◎  3 月 7 日市公所與臺北縣蘆洲市環保協會百餘名志工，在柳

堤公園舉辦綠化環保宣傳活動，現場由上百位志工引領市民

攜手參與植樹活動。

◎  3 月市公所為提昇為民服務品質，召募成立志工隊。

◎  4 月「成功廣場」開工整建。

◎  4 月整合相關原住民業務，設立原住民服務台，單一窗口洽

辦業務並輔導增進都市競爭力。

◎  5 月開辦蘆洲市立托兒所，並優先錄取本市低（中低）收入

戶、原住民等幼童托育。

◎  7 月集賢圖書館開館。

◎  10 月起市公所辦理臺北縣首創的「醫療卡愛心」，公所邀請

轄區各醫療院所共同照顧弱勢族群就醫免收掛號費的愛心活

動。

◎ �展開復興路底舊垃圾場展開廢棄物清運工作，並將規劃興建

休閒公園。

◎  12 月 11 日辦理第 6 屆立法委員選舉，蘆洲仍屬第 2 選區，

此選區候選人 19 名，應選 11 席，蘆洲由柯淑敏、黃劍輝當

選立委。

2005 民國 94 年 ◎  1 月 20 日蘆洲藝文中心開幕啟用。

◎ �集賢路社教大樓規劃老人暨身心障礙活動中心完工。

◎ �溪墘公園興建完成。

◎  12 月 3 日辦理第 16 屆縣議員選舉，臺北縣規劃為 12 個選

區，蘆洲仍為第 5 選區，由李倩萍、黃桂蘭、鄭世維、王

棋、李友親等 5 人當選，任期 4 年。

◎  12 月 3 日舉行第 4 屆民選市長，由李翁月娥市長蟬聯當選，

95 年（2006）3 月 1 日就職，任期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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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民國 95 年 ◎  1 月 24 日將「臺北縣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更名為「第三救

災救護大隊」，轄區修正為三重市、蘆洲市、八里鄉、淡水

鎮、三芝鄉。總計蘆洲市自民國 91 年（2002）至民國 97 年

（2008）共發生 219 件火警事件。

◎  6 月辦理第 4 屆市民代表選舉，共選出 20 名代表，同年 8 月

1 日就職。由李承德當選主席，陳建和擔任副主席。

◎  6 月辦理第 4 屆里長選舉，計選出 38 名里長，任期 4 年。

◎  8 月 10 日保健巴士正式啟用，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獨

居老人等家中有家屬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有乘坐輪椅者，都

可使用保健巴士到宅服務的貼心接送。

◎ �市公所首次舉辦「點亮蘆洲，照亮蘆洲」活動。

2007 民國 96 年 ◎  5 月辦理蘆洲鴨母港溝整治工程。

◎ �辦理低收入戶暨中低收入戶物資發放活動。

2008 民國 97 年 ◎  1 月 12 日辦理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本屆立法委員選舉改採

單一選區兩票制，委員名額由 225 人減為 113 人。臺北縣選

區重新劃分為 12 選區，蘆洲為第 2 選區，由林淑芬當選立

委。

◎  6 月 18 日水湳活動中心進行改建工程。

◎ �市公所首次開辦清寒獎助學金，嘉惠莘莘學子。

2009 民國 98 年 ◎  1 月 12 日，連接五股與蘆洲的 108 線永安大橋，正式通車。

◎  3 月 13 日重陽公園暨活動中心揭幕啟用。

◎  7 月間完成編纂《蘆洲市志》並付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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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蘆洲市位處臺北盆地西側，與臺北市僅一河之隔，蘆洲的城鄉變遷在臺北都會區發

展的擴張過程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由於 70、80 年代堤防的興築、道路的

拓寬、聯外橋樑的闢建、重劃區的劃設等具體都市政策陸續完成，使得一個早期長年遭

受水患之苦的地區，如今卻是市容景觀美化、實質人口增加、工商服務業興盛、交通物

流生活機能相當便利適宜人居的好城市。

　　蘆洲市李翁月娥市長除歷任市民代表多年，亦連任兩屆市長，一向對城鄉建設與地

方業務備極關懷，全心投入，任內不僅戮力完成各項重大硬體工程，近年來更重視社會

福利、環保永續、精緻文化等軟體建設，因而績效輝煌有目共睹。李翁市長鑑於市志是

地方的官方正史，雖然蘆洲曾於民國 82 年編纂鄉志，但由於時代變遷快速，社會脈動

瞬息萬變，地方上各項發展與時俱進，為了真實記錄蘆洲市進步嶄新的時空歷程，乃著

手規劃邁入 21 新世紀的《蘆洲市志》編纂工程，誠有必要，此種深化鄉土情感、放眼

未來的歷史氣魄，實在令人敬佩。

　　本院自接受委辦編纂市志之重責大任後，鑑於地方人士的參與研究極其重要，即與

文史工作者洽請合作，成立專案編纂作業小組，不僅依循傳統方志的嚴謹體例，更運用

近代學術研究的問卷統計，輔以訪談田調，藉此探尋蘆洲發展脈絡與歷史事實價值。編

纂期間，研究人員除蒐羅研析史料、召開多次諮詢座談外，更深入各里街道巷弄，進行

耆老訪談，期以昔日文獻為基礎，蒐羅最新資料，除緬懷先民草創之艱辛外，更展現蘆

洲發展的時空軌跡，進而對蘆洲日後的發展方向提供藍圖依據，這是本院對地方志書的

最基本要求與最殷切的建議。

　　《蘆洲市志》編纂過程中，承蒙李翁市長、公所各課室主管和市代會鼎力支持；復

承各行政機關團體學校、寺廟道觀教堂、以及仕紳耆老、文化工作者等各界人士熱心配

合，無論資料採集、老照片翻拍、調查訪談，均熱忱參與；其中尤以審查委員更是不辭

辛勞，多次給予寶貴意見，字斟句酌，期使本市志能以最嚴謹的官方正史型式流傳於

世，「忠於歷史、創造歷史」，故蘆洲市志可謂為集眾人之力成千秋之筆。

　　儘管編纂作業十分繁雜，但在本院應用史學研究所許純蓮、游維真、鄭揚宜、劉家

綺、李健次、陳淑惠等資深研究人員，與在地之楊蓮福、王志文、高傳棋、李順成等文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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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工作者的辛勤投入，《蘆洲市志》終告定稿付梓；其中，負責執筆專業章節部分的吳

進喜、陳立文博士之參與亦備極辛勞，謹此一併敬致謝忱。

《蘆洲市志》編纂計畫主持人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院長

林澤田　謹識

民國9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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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篇諮詢委員與審查委員

編纂委員

李翁月娥市長、李承德主席、陳建和副主

席、蔡德興主秘、陳忠榮機要秘書、林妤

珊專員、施玉祥課長、陸怡妏課長、武為

樑課長、盧明峰課長、張力聲課長、陳銘

祥課長、楊敏珊課長、薛秀華主任、翁秀

治主任、尹嘉郁主任、王孝平主任、汪德

國所長、盧藝文管理員、謝水清管理員

諮詢委員

林德義代表、許秋蘭代表、李文邦代表、

陳忠清代表、林有漂代表、何月霞代表、

林敏志代表、呂珮柔代表、黃秀玉代表、

李麗玲代表、郭騰芳代表、李樹城代表、

李張櫻卿代表、李淑卿代表、李哲裕代

表、陳榮華代表、李義德代表、林麗莉代

表、林利彥里長、陳文良里長、張宗耀里

長、林永富里長、張明德里長、李建廷里

長、陳友義里長、王麗真里長、林萬益里

長、林志修里長、王珠香里長、李再富里

長、蕭文福里長、黃秋月里長、林信志里

長、李煒寅里長、李有村里長、楊敬喜里

長、李源泉里長、李文義里長、楊筱葉里

長、許倉郎里長、蕭仰真里長、李德勝里

長、張宏友里長、陳樹三里長、蔡志選里

長、李鳳嬌里長、楊總仁里長、李芳龍里

長、李進誠里長、吳松標里長、李文發里

長、林宏典里長、詹阿修里長、李時春里

長、蔡棧輝里長、陳清耆老、張春梅理事

長、彭來德理事長、章錦仁（sefo）理事

長、王兩傳館長、李鑑賢耆老、黃立堅所

長、許時鐘課長、宋孝盛先生、張學傳先

生、許瑞華先生、李均祥先生、王鐘源先

生、陳安邦秘書

諮詢單位

臺北縣蘆洲市衛生所、臺北縣政府消防

局、臺北縣政府消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

隊、臺北縣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臺北縣

蘆洲市戶政事務所、臺北縣蘆洲市客家人

文協會、臺北縣蘆洲市客家會、蘆洲市原

住民族發展協會、功學社教育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電力公司臺北西區營業處蘆

洲服務所、臺灣自來水公司第十二區管理

處、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

三重責任中心、蘆洲郵局、紫禁城博物

館、林建生紀念圖書館、蘆洲李宅古蹟維

護文教基金會、空中大學、徐匯中學、臺

北縣立三民高級中學、蘆洲國中、鷺江國

中、蘆洲國小、鷺江國小、仁愛國小、成

功國小、忠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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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地理篇：潘朝陽教授

開拓篇：戴寶村教授

政治篇：陳君愷教授

都市建設篇：

蔡德興主秘、陳忠榮機要秘書、施玉祥課

長、盧藝文管理員、張力聲課長、陳銘祥

課長、武為樑課長、盧明峰課長、楊敏珊

課長、陸怡妏課長、尹嘉郁主任、翁秀治

主任、王孝平主任、薛秀華主任、汪德國

所長、謝水清管理員

經濟篇：施志汶教授、潘朝陽教授

交通篇：戴寶村教授

公用事業篇：施志汶教授

住民篇：陳君愷教授

教育篇：�陳敬定校長、陳淑女校長、陳順

振校長、廖漢權老師

宗教篇： 陳順振校長、洪希賢老師、廖漢

權老師

文化篇： 戴寶村教授、陳順振校長、洪希

賢老師

禮俗篇：洪希賢老師

人物篇： 蔡德興主秘、陳敬定校長、廖漢

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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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纂：許純蓮、游維真

第 一 篇　地理篇：吳進喜

第 二 篇　開拓篇：王志文

第 三 篇　政治篇：鄭揚宜

第 四 篇　都市建設篇：游維真

第 五 篇　經濟篇：高傳棋、鄭揚宜

第 六 篇　交通篇：游維真

第 七 篇　公用事業篇：劉家綺

第 八 篇　住民篇：鄭揚宜

第 九 篇　教育篇：陳立文

第 十 篇　宗教篇：李健次

第十一篇　文化篇：楊蓮福

第十二篇　禮俗篇：李順成

第十三篇　人物篇：許純蓮、陳淑惠

各篇編撰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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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國 96 年 11 月 16 日召開《蘆洲市志》編纂評選會議，由市公所民政課施玉祥課長

主持，經與會專家學者評選結果，由本院應史所得標承辦專案委託編纂工作。

二、民國 96 年 12 月本院與蘆洲市公所簽定合約。

三、民國 97 年 2 月 25 日假蘆洲市公所 2 樓會議室進行市志期初簡報。

四、 民國 97 年 3 月 31 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市公所禮堂召開《蘆洲市志》編纂諮詢委員

會，蔡德興主秘主持，與會人員包括市志編纂團隊、各課室主管、代表、里長、學

校代表、機關代表等。

五、民國 97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4 日市志編纂團隊召開 3 場主題座談會：

　　1. 第一場為 5 月 21 日下午 2 時召開「政事、經濟、公用事業、都市建設、交通」

發展座談會，市公所各課室主管與會。

　　2. 第二場為 5 月 28 日下午 2 時召開「地理、住民、開拓、文化、宗教、禮俗」發

展座談會，邀請熟悉蘆洲市開發歷程、民俗風情、宗教節慶之耆老與會，提供相

關訊息。

　　3. 第三場為 6 月 4 日下午 2 時召開「教育」發展座談會，邀請退休校長、老師與各

級學校校長與會，討論蘆洲市教育發展歷程。

六、 民國 97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2 時假市公所會議室召開《蘆洲市志》期中報告座談

會，蔡德興主秘主持，市志編纂團隊列席，並向在場審查委員報告市志編纂進度。

七、 民國 98 年 1 月 20~21 日假市公所 2 樓會議室及 3 樓簡報室，分別召開市志各篇審

查會議。

八、民國 98 年 2 月 24~27 日假市公所 3 樓簡報室分別召開市志各篇定稿審查會議。

九、民國 98 年 2 月 28 日 ~3 月 20 日市志各篇文稿修正與各篇審查委員確認文稿。

十、民國 98 年 3 月 23 日 ~30 日市志各篇文稿送排版公司排版。

十一、民國 98 年 4 月 14 日假市公所 3 樓簡報室召開市志排版稿審查會議。

十二、民國 98 年 4 月 15 日 ~6 月市志排版稿校對與修正。

十三、民國 98 年 7 月，市志定稿付梓、出版。

編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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