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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世纪伊始，举国上下根据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新一轮修志工作刚刚启动，《伊川县志》

(1986—2000)率先出版，真是在全国崭露头角。其开创之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难能可贵。

捧读斯志，深感欣慰。细细读来，该志涵盖面广，内容丰富，是继1991年出版的《伊川县志》又

一部集大成者。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伊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开拓视野，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自觉置身于改革开放洪流之中，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00年全县国

内生产总值271815万元，比1986年、1978年、1949年分别增长11．7倍、29．2倍和168．4倍。

纵观伊川县在1986年～2000年期间，社会安定祥和，工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壮大，人民生活不

断提高，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兴旺，这是首届《伊川县志》无由加以记载的。一部反映改革开放

新时期巍巍历史丰碑的伊川县续志问世，正是时代的产物，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得人心，顺民意。

新一轮《伊川县志》，面对改革开放时期，既继承前贤，又不以樊笼自限，另辟蹊径，颇多创

新，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观念创新，坚持了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地记述了伊

川县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个方面，既记述成绩，也不回避失误；既写出了优势，也反映了

劣势，使之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大大增强志书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二是内容创新，加强

了宏观的记述，志书在大门类下增设了综述。增设有经济概要编，系统地记载了全县经济结

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等经济发展的过程，显示了地方经济发展规律；增设有

政治体制改革编，全面地记述了健全民主制度、法制建设、机构改革等政治方面的发展变化；增

设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实地记录了组织机构、创建与共建活动、道德建设与新人新风等。

从而反映了在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中，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同样成就辉

煌。三是志体的创新，续志首先在继承了前志编、章、节、目结构和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

裁的基础上，既保持了志书连续性，又善于创新，尤其在反映特色上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专设

名产名胜编，下设杜康酒和范墓·程园·邵坟两章，记述了开中华酒业之先的杜康酒；范仲淹

魂归万安山麓，北宋著名的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和哲学家邵雍均在伊川著书立说，传道授业，

其地方特色跃然纸上。手捧志书，就会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高雅文化气息，体察到伊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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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地灵人杰，文化灿烂。为反映时代特色，编纂者更是苦苦的追寻，浓墨重写了坚持发展先

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和

难点问题。志书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反映了浓郁的时代氛围。伊川县正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

伐，涌动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焕发着勃勃生机，意气风发地大步迈向二十一世纪。

《伊川县志》吸取各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门类齐全，资料翔实，归属合理，考证精当，具有

多功能、多学科、信息量大的优势。它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著述性于一体，文词表达简洁

准确，语言流畅，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明规律于盛衰之内，具有存史、资治、教育作用。

“编史之难，莫过于修志。”伊川县志编委会诸同志及编纂者，深感修志任务之重，为确保

志书质量，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修志人员既勤奋研究，上下求索，尊重和借鉴已有经验，又解

放思想，勇于创新；既爬罗散佚，广征博采，悉心查考，去芜存菁，又一丝不苟，反复推敲；既夜以

继日，焚膏继晷，呕心沥血，伏案疾书，又勾玄勒要，精益求精，虽出“众人之手”，实则浑然一

体。

以志为鉴，继往开来o《伊川县志》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的文化建设工程。勤劳朴实、聪

慧善良的伊川人民已经创造了光辉的历史，这对于我们当代人所从事的事业，对于后人再创新

的辉煌，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志书修成，贵在应用，要以志书为鉴，继往开来，大展宏图，谱

写出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值此《伊川县志》出版之际，编者索序，欣然命笔，聊抒浅见，以志祝贺。

鲁德政①

二oo四年八月

①鲁德政，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会长，编审，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序 二

二十世纪的史册封存，二十一世纪的扉页启开。乘着新世纪的春风，踩着新时代的鼓点，

《伊川县志》(1986—2000)付梓出版，这是伊川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颗硕

果，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伊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称伊国、伊阙，虞舜时称伊川，隋

时置伊川县。夏有杜康建坊造酒，秦有孔鲋设馆讲学，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吟诗诵词赞美，

宋时程颐于呜皋传道授业，范仲淹魂归万安山麓，邵康节长眠“安乐佳城”。

星转斗移，世事沧桑。1986年至2000年的1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簇跳动的浪

花，但是，有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刷、激荡，这朵浪花显得异常绚丽，异常璀璨。15年中，西干

渠如巨龙盘旋在伊川西部的坡岭沟壑，农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实施煤电铝联动战略，热电厂、

二电厂、宝雨山煤矿、电解铝厂、碳素厂奇葩绽放；民营经济方兴未艾，矿产品加工、塑料化工、

耐火材料、机械加工各领风骚；县乡公路密如蛛网；传输光缆化、程控数字化、移动电话、无线寻

呼、国际互联网等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日臻完善；科技、教育、体

育、文化、广播电视和卫生事业蓬勃发展⋯⋯这15年，是伊川历史上翻天覆地的15年，是伊川

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15年，是伊川人民摆脱贫困、生活水平迅速提

高的15年。为记述15年来伊川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及各项事业的巨大变化，

修志人员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伊川县志》(1986—2000)的编修工作。

志书，是一种特殊的史书，是“官修”的地情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编史修志，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总结历史，昭示未来，启迪后世，有着重要的作用。本届志书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载了

伊川县15年来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方面的情况和变化，借以弘扬时代主

旋律，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伊川县志》(1986—2000)是认识伊川的窗口，了解伊川的

指南，对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伊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志书编纂是一项浩繁的工程。续编志书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编纂工作时间性强，质量要

求高。在编纂过程中，参与编写的同志勤奋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拥有98万字的志稿

编写工作，值此志书问世之际，谨向志书的编修人员、审阅志稿的省市专家学者，向所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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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支持县志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伊川县志》(1986—2000)出版，造福当今，润泽后世。愿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伊川历

史增辉。

懈川蝴记饬彳1

伊川县人民政府县长匕z小彳
二OO四年八月



凡 例

一、《伊川县志》(1986—2000)为第二届社会主义新方志，是1991年版《伊川县志》的续修。

二、续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真实地反映1986年一2000年间伊川县改革开放所取得

的新成就和各项事业发生的巨大变化。

三、续志上下限一般为1986年至2000年。为保证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少数章、节内

容有所上溯或延伸。

四、对时限内发展变化不大的事物，且已在前志中有过详细记载的，续志或不予记述，或分

散于有关章节简写之。

五、续志采用编、章、节、目体，按照“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实际相结合，突出时代特色，突

出地方特色”的原则，设置篇目。概述冠于正文之首，基本与前志照应。

六、续志的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vY,志为主体，图、表力求简要、明晰。

七、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已被前志收录、情况无大变化的人物本志不再收录。

八、续志采用现代语体文，力求简明、扼要、生动、准确。汉字、数字及计量单位分别按照

《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执行。

九、首次使用简缩词、缩略语时，加括号或页下注释。

十、纪年以公元为准，确需用帝王年号或民国纪年的，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年份。

十一、地名用字以《河南省伊川县标准地名手册》为准。标准地名手册中确有错误的，以

核实结果为准。古今地名不一致者，古地名首次出现时括注现名；现地名首次出现时括注原

名。

十二、本志资料大部分由各承编单位提供，其余为县史志总编室搜集整理。数据以统计局

印发的统计资料或统计年鉴为准，统计资料没显示的，由承编单位提供并校核。统计资料有误

的，以核实结果为准。照片除署名外，均由相关单位提供。书中所有地图仅供参考，不作划界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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