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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渡河回族区志

。

洛阳市湟河回族区地方志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序 言

《洛阳市渡河回族区志》问世了。这是全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

件大事。

： 渡河回族区是回族群众聚居区·生活在这块富饶土地上的各族

人民，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培育

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谱写了许多光辉灿烂的篇章。特别是解放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宏伟业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

限，史料记载较少，不少人对历史发展的脉络知之不多。因此，编

纂志书，对于我们了解过去i认识现在，开发未来，势在必行。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给我

们修志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为了膏存史，资治，教化：补国史一，使人们牢记旧社会的苦

难，理解新社会的幸福，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史志编委的指

导下，从1983年开始，进行区志的编纂工作． ‘．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f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遵循实

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广征博采，审慎考

证，在各专志成册的基础上，汇编区志。经过全体编志人员的同心

协力，战酷暑：斗严寒，奋力拼搏，六易其稿，终于撰写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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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城区建设，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回族，社会、人物

和文物等lo篇、41章、1 04节，60多万字的区志．

这部志书，系统地记录了全区的历史和现状，生动地反映了新

社会翻天复地的变化，充分地显示了共产党领导全区人民由贫穷落

后走向繁荣昌盛的光辉里程．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参考

资料，也是教育后代的生动教材．

区志的编写，得到各有关单位和各方面撰稿人的大力支持和赤

诚帮助。在此，我受托代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和区志

编委会表示衷心地感谢l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加之资料有限，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各族各界人士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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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渡河回族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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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

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时

代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时间断限：上自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在洛阳兴建东都城

起，下止1 985年，共1 380年。概述，大事记，文物等少数篇章，上

溯到西周时期。

四、记述内容：‘着重记述建区28年以来的史料，以区属事业为

主，记述较详；非区属事业为辅，记述铰略。志书资料来源广泛，

不一一注明出处。统计资料依据区年终上报的数字。

一五、编写形式：文字记述为主，图表，照片为辅。

六、体例设计：采取篇、章、节，目形式，前有序言、地图，

后有附录，后记，部分篇章的正文前有无题小序。
”

七、语言表达：行文一律用语体文，力求严谨、准确、朴实、

简洁，数据表达合乎规范。

八、称谓书写：组识机构、文件、会议等名称，初述用全称，

而后用简称。，- ．

_上-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渥河回族区是洛阳市城市区之一，距市中心约4．8公里，有洛阳东大门之称．它位于

东径120。30’，北纬34。32’．南临洛河，北依邙山，西与老城区毗邻，东和郊区接壤，

南北最长点4．2公里，东西最宽点4．5公里，总面积6．07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海拔

高达158米，低为129．I米．地质属洛阳断陷堆积盆地的一部分，南部为亚砂土，北部为

堆积黄土．地下水层厚度6．25米至10米，水质良好，是城区用水主要来源之一．气候属

暖温带内陆季风区，四季分明．相对湿度基本稳定．地面温度一般在0。C至37。G．降

水量通常为606．6毫米．全区自然地理状况为发展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

区辖东关、涯西、北窑．五股路．塔湾、杨文6个办事处，是回族群众聚居区．全

区居住有回，汉，‘满，蒙．白、朝鲜，布依等11个民族，共22653户，87277人．其中，

回族8803人，占总人口的ll呖．回族群众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源远流长．元朝，这

里就有回族群众聚居，建立有清真寺．在旧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加之民

族偏见，回族群众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和受歧视的地位，多以手工制品和小商小贩为

业，生活极为困苦．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政治上翻身作

主，经济上艰苦创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这块土地的开发。历史比较悠久．据《尚书·洛诰》记载，西周时期，周公即据卜辞

吉兆，以渡水为界，在此营建洛邑．平王东迁，这里成为京畿要地．老子在此建有住

宅，孔子曾至此问礼于老子．秦汉实行郡县制，这里降为郡县的城郊．东汉光武帝定都

洛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里又成为京都近畿，恢复生机．隋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炀帝在洛阳营建东都，这里成为东都城的东北隅，建有铜驼，上林等里坊和通远

市，极其繁华．随着历史沿革，封建王朝更迭频繁，战乱不断，这里遂屡遭破坏．特别

是遭受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至解放前夕．巳是百业萧条，民不

聊生．那时，车站(‘今洛阳东站)一带明娼暗妓多处，东关一带吸卖毒品者聚集，烧香

拜佛的迷信结社处处皆有，城乡匪霸和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社会极不安定．工商业仅有

铁工．砖瓦等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店铺30来家，个体手工业者不足百人；农业生产落后，

粮食亩产百十市斤，棉花亩产十几市斤．教育有国民中心小学两所和部分初级小学．绝

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被拒于校外．卫生条件极差，疾疫流行严重．劳动人民过着贫困

悲惨的生活，回族群众更受多种压迫和剥削．

面对上述情况，劳动人民反对历代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不时发生．清末义和团在北

窑设坛练武，矛头直指清王朝．下园南地出现。在园”活动，反清志士南大定惨遭杀

害．唤醒了广大民众．抗日战争时期．东．关群众英勇反抗，勒死日本军官．解放战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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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东关群众热情支援解放军．首克洛阳东门．劳动人民为自身生存和解放谱写过许多．
可歌可泣的篇章．

1948年4月5日，洛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开

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禁烟禁毒，取缔娼妓等政治运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

展生产．政府发放少数民族生产贷款和生活补助款，恢复传统的皮毛、制革和车马辘具

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生产力，并成立互

助组，合作社．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效地提高社

会生产力，使经济出现初步繁荣的局面．
’

1957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渥河回族区。在中共渥河回族区委员会和区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发展区，街工

业，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各类文化教

育事业，使辖区整个事业步八新的里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贯彻执

行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区各族人民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各项事业都发生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

城区建设成绩卓著。全区56条道路沥清铺面，其中54条街架设照明线路。宽阔的中州

东路两旁高楼拔地而起，绿树成荫，使古老区貌焕然一新．在五里铺打机井5眼，全区铺

自来水管遭22公里，基本满足了群众的用水．洛河堤岸扩宽加固，控制了水患．涯河故

道在陇海铁路桥以下裁弯取直，保证了水流畅通．东岸柏油马路宽阔平坦，西岸曲径行

人无阻．岸边道旁绿树成荫．湟河污染逐步治理．

交通运输四通八达．陇海，焦枝和洛宜铁路，以洛阳东站为枢纽．贯通东西南北． j

公路以东花坛为轴心，向四面辐射，那里既是9路、lo路、14路。15路公共汽车的起点

站，又是6路，7路公共汽车的必经之路．新建的渡河桥和东花坛立交桥，保证了铁路

和公路交叉运行无阻．

工业建设发展迅速．建区前，辖区仅有3个公私合营企业，12个手工业生产合作

社．1957年，辖区工业总产值58万元．1985年。辖区工业企业发展到111个，职工20483

人，工业总产值18129．7万元，占市区工业总产值的5．76％，实现利税261．7．25万元：占

市区工业利税的3．87呖．其中；区，街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有针织厂、服装一厂．红菊

服装广，回民食品厂等26个；市属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有市标准件厂j市毛纺织厂．市

文化用品厂，市五金线材厂等68个；市属地方国营工业企业有洛阳机床厂，市橡胶制品

广，市三乐食品厂等14个；部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有铁道部洛阳机车工厂(以下简称

洛阳机车工厂)，邮电部洛阳电话设备厂(以下简称洛阳电话设备厂)．铁道部第十五

工程局等．这些大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建立，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辖区由消费区逐

步成为工业生产区． 、．

农业生产稳步上升。1963年粮食单产359市斤．棉花单产46市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种农作

物的产量不断提高．1985年，粮食单产865市斤，比1963年增长1．4倍；同年，乡镇企业

发展到70个，年产值551．9万元；商业网点发展到32个．年营业额303．5万元．

商业市场购销两旺．区、街商业网点由解放初期的百余户小商贩，发展到国营，集体

商业网点128个，职工1217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544．33万元，实现利税67．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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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服务营业收入总额255．76万元，实现利税18．39万元．市和有关单位办的商业网

点发展到130个，各劳动服务公司所属商业两点61个．辖区内既有粮油，‘蔬菜，饮食．

‘肉食等小商店，又有东华大酒楼，豫煤宾馆，市医药总店等较大企业单位，使全区经济

恬跃r，市场日趋繁荣．

财经状况日趋好转．全区税收，1985年达到766．5万元(不含国营工业税收)，比

1977年增收21．39％．区财政收支，历年基本保持平衡，略有节余．辖区银行存款余额，

1985年达到3338．8万元，其中定期存款余额占84％．辖区市场零售商品物价，．1983年后

稳中有升．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区建有幼儿园9所，入园幼儿l 311人；小学15所，在校学生

9527人；中学12所，在校学生10298人，基本上普及了中．小学教育．辖区还有铁路电

务工程学校、洛阳林业学校．洛阳财贸干部学校．洛阳农业干部学校．洛阳地委党校和

洛阳机车工厂．洛阳电话设备厂等单位的职工教育学校．各类学校遍布全区，广大群众

及其子女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卫生面貌大有改观．解放后．不断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蝇

子．蚊子，老鼠．麻雀)．讲卫生，对净化环境，培养群众爱清洁的良好风尚起到积极

的作用．同时，建有区妇幼保健站．市第一人民医院．市按摩医院．铁路医院和市回族

医院，加之各单位建立的医疗站(所)33个，个体卫生所28个，基本满足了群众的医疗

需要，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

科技事业屡见硕果．辖区内既有正骨研究所，洛阳林科所等科研机构，又有各生产

． 单位的科技组织，拥有一定数量的科技队伍．广泛地开展科普活动和多种科研活动，许

多科研项目分别获得国家和省、’市级成果奖． ·

一

文明礼貌蔚然成风．在。文明礼貌月”和开展。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道

‘，德，讲秩序，讲卫生)， 。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三热爱。

(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活动中，广大群众积极行动，治理。脏．

乱。差”，学习雷锋．赵春娥等英雄模范事迹，处处送温暖．人人办好事，涌现出大批

先进人物．取得良好成绩．1984年，区被市评为先进单位．

人民生活显著提高．1985年，辖区非农业入口家庭入均月收入45．25元，比1949年人均

月收入5：67元增加7倍．就业人员人均负担人数由1949年的3．47人下降到1．54入．住房

条件大大改善，据共和、团结等9条街道调查。1985年自有住房人均占有面积达lo．68

平方米；住公房户，人均占有面积7．35平方米．生活用品上，解放后的。四大件。(．自
4

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早已普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四大件’

(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风扇)已为不少家庭所拥有．电冰箱，摩托车也进入一

些居民家庭．
．

在开发这块沃土中，各族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涌现出大批先进模范人物．武装干

部王绍敏在民兵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1960年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获得一支半自

动步枪和百发子弹的奖品． 。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队员王仲理

在抗洪抢险中，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壮烈牺牲，被市追认为烈士．革命战士郝建国在对

越自卫反击战中．英勇杀敌，为国捐躯．有的回族干部和群众．工作成绩卓著，被邀参

加北京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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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永远激烈着全区人民奋勇前进．’，

回顾过去，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信心百倍．全区各族人民正沿着党中央的正确路

线，方针．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

针，艰苦奋斗，团结前进，为湟河回族区的经济振兴再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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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记

公元前十一世纪

周成王(姬诵)命太保召公(姬爽)．太师周公(姬旦)先后到洛阳相宅，筹建洛

邑．周公据卜辞吉兆，于涯河下游两岸勘定，动工营建两座城；潼河西为王城(今王城公

园附近)，涯河东为成周城(今白马寺东三里许)．

同期，辖区北窑一带，埋葬数百个大小奴隶主，随葬大量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

(196 3年考古发现)。在今五股路东，建有规模宏大的西周铸铜作坊(1974年考古发现)

公元前770年

平王迁都于洛邑，史称东周．今渥河回族区辖区成为京畿之地．

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

秦建三川郡，郡治荥阳，后迁洛阳．辖区属河南郡．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

光武帝刘秀在推翻王莽。新。朝之后，定都洛阳。辖区为京畿之地．

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曹魏文帝(曹丕)建都于洛阳．辖区为京畿之地． ．

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
●

武帝(司马炎)建都洛阳。辖区为京畿之地， ，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83年) ，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辖区为京畿之地． ·

·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

正月，隋炀帝杨广令尚书令杨素和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营建东都洛阳，分宫城．

皇城，东城，园壁城和外郭城等。征发丁男，10个月完工．

郭城(又称罗城)的东北隅(今辖区一带)．营造有铜驼，上林，温骆，道政，通远等里坊

(居民区)，并建有通远市(今灌河东岸市二十四中一带)，开有漕渠，船只可直达市场，’

装卸货物。市场内行业齐全，货物丰富，商旅云集，是都城著名三大商业市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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