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庠一，J

伊家昔号穷村，然人穷志不穷，成富自强精神，宥于财

力，读书仕进者少，而能工巧匠，代有所闻。建国后，思想解

放，教育发展，硕果累累·伊耀惠精研医术誉满村内，伊美兰

致力桥梁工程驰誉县外，烈士伊明孝抗美援朝为国献身。建国

四十余年来，伊家，谢圣岙两村从事党政，工商、科技，教育

等工作知名者47人，其中党政21人，硕士1人，科技10人，教

师等6人、工业4人及商，医，艺术各1人，外出以能工巧匠

创业者尚未计及，可谓盛矣。

极才同志，教界者宿，鉴于村之发展，非党的领导与国运隆

“昌无以臻此，爱立宏愿，笔之于书，作村志以志其历程，更以

激发后来者深思奋进，用心深远，写作中殚精竭虑，搜集资

料，感人至深。窃以为县内自然村大小盈千，村人之虑及写志

者极才同志尚属首创，正可以代表伊家树勇往直前、百折不挠

精}III，殆非可以金钱、数字估量者。愿村人，县人成能感而知

奋，扩充而光大之。
’

‘

赘以铭日t ．

克绍箕裘， 子孙绳绳。 立身以正， 团结全村。

开拓在外， 克俭克勤。 追溯根源， 教育为本。

科技工商， 百业俱兴。 发扬光大， 后继有人．．
何敏求谨序

‘

1993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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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我们在共产党的正确预导下去达到、去实现，以饱满的

精神投入改革、开放，创造新的宏伟事业。

伊极才老先生义务修忐，进行了可贵的尝试，感谢有关人士

的支持，使村志问世，为{：寸民捉0b了精神食粮，愿它在社会主

义文明建改中发扬光大。这部村志虽然jI：尽完备，却反映了先

辈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古文明，写下了伊家村发展史的第一

页，牵动人心得到启迪。

借此我希望这本村志能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的益友，珍惜已取得的成就，凭借前人的英雄模范为榜样，在

各自的生产、工作岗位上务实创新，编演出更新更美的话剧。

原莲花乡人民政府乡长 朱平安

一九九二年十=月



序三

作为村人的我，生长在新社会，对于家乡的过去，知道甚

岁。’值得庆幸的是在我进入村委会负责人岗位的前后，适逢伊

极才老先生始编《伊家村志》。从而，使我有机遇阅识了许多

以前无法阅识的村情史料，也使我对村志的研讨、开拓，利

用，这将完善对村的治理，整顿以及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方

面的建设，巩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起有一定的效益，有一定的

意义。’
9

《村志))载入了建村八百多年以来，伊氏宗族自南宋绍兴

豫籍太一后裔，从福建分派迁入伊家至今，历经了艰辛的漫长岁

月，肯定了伊氏人民的勤劳，勇敢，朴实，为人类创造财富方

面有一定的贡献。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伊氏宗族遍及省内

外各地，各类人才辈出。他们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刁：剐的才

华。同时，伊家村也随着社会不同时期的向前发展而发生着旧

貌换新颜。 “立新桥"的建造，学校楼的落成，自来水工程的

竣工，环村机耕路的修筑，这一切都更使村貌添了新容。

让我们以志为鉴，共同为后人尽职尽力，创办更多更新舱

事业吧I

’、 伊宗元 一

。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予伊家



例

一，《伊家村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采甩

记、志，图、表，录诸体，记述伊家村的自然，经济，政治，

文化等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起南宋绍兴二年(1132)，下迄1992年。详今

略古，以较多篇幅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村政事务、农林牧

副诸业发展，村民生活变化。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设概况，农业、林业，工业，交通

运输、人民生活．党政组织，文教卫生，氏族，风俗，宗教，

谚谣等10章46节。

． 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历史纪年，夹注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律公元纪年．“现在"，

o今刀皆指1992年。“解放后黟指1949年7月8日本县县城解

放以后。

五，本志力求突出地方特色，浓墨重彩记叙教育，氏族，

风俗、习惯等。

六、本志资料来源子民国和新编《象山县志》，((伊氏宗

谱))，乡，村文书档案，碑记及调查访问等。
’

七、本志所述行政区划，均以当时建置名之。地名一般使

用现行标准名称。若沿用历史地名，则加括号注明今名。

八，在外工作人士名录，概以任职时间先后为序。



大事记

南宋绍兴二年(1132)，伊氏祖屋，字平四，偕夫人史

氏，挈子正芒，正芸，随仆从张本骆，张其时、朱日升，林更

秀四人来此定居，村名伊家腐．

明属政实乡十一都。
‘

清属政实乡十九都。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建伊氏宗柯。立匾额。

清光绪十一年(1885)，族长伊昭斌倡议，经各房同意，

改变宗祠方向并予扩建，加建楼五间，两厢，开正门五道．

清宣统元年(1909)属西四乡。

民国十八年(1929)行村里制，为伊家村。

民国二十四年(1935)行保甲制，为淡港乡第一保。

民国二十八年(1939)农历九月初一日，山洪暴发，冲毁

欧阳桥，仅存桥墩2个：经用大松木搭架木桥，临时维持通行

历八年。
‘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日军登陆黄家塘，下午三时

许入村，奸淫掳掠历2小时始去。

民国三十五年(194C)蒙顶山僧功宝与儒雅洋村民立尚才

倡议募资重建欧阳桥，由何敏求主持，次年夏招标承包，原式

三孔石拱桥，于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竣工。

1949年10月，县人民政府派区长窦源科，乡长范凌来村组

织农会，相继成立妇女会与民兵队。

1950年3月，土地改革工作队进驻伊家村。土改后，各农

户分到粮田人均0．7亩。

1950年9月，创办伊滨小学，校址伊家．学生来自伊家至

． y。



村，六年制，学生170余人，教师5人。

54年，青年伊佳珍等6人参加共青团，村成立团支部。

55年，按规划建水力发电站，择址欧阳桥下游欧家田溪

55年3月村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个，12月合并为高

设正、副社长各1人。耕牛农具全部折价入社。

56年6月，伊云生等13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村成立党

56年秋，实行山林入社，总面积7702亩。

58年lo月，推行人民公社化，伊家为生产大队(包括谢

，下设生产队11个，属莲花公：江。

59年畚，办大食堂，按定量发给饭票。实行工资制。

61年3月，纠正五风(命令、瞎指挥、浮夸、平i．4、共

一：民分到自留地，种“扩种粮"，发展家：：■J业，解散

67年，大队办合作至疗站，伊罐惠任亦脚医生。

6s j芦，岙岭下黄字号塘扩建抽水机站，安装大型抽水机。

73年，集体辟茶园250亩，计乌岩山等3处。在小溪头建

桥l座。

74年，改造烂塘田。从黄字号至上张塘公路边，挖河l

O米，面宽4米。
’

同年8月19日13号台风登陆，山洪冲毁平桥。lo月易址重

建，翌年工竣，命名立新桥。

1976年，普立水琵电杆，引新安江电力入村，日夜供电。
’

1981年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3年，山林划分为l①集体统管1700亩，②责任山6002

亩。后者分片拈阄归户，发给山林权属证。

同年，经县教育局批准，扩建伊家小学。9月底新校舍落



．成

1980年，政社分设，撤公社，大队，伊家村建立村民委员

会和村生产合作社。

1985年，茶园250亩投标承包，头四年年收入4500元。1989

年起增至2万余元。 ．

1990年农历三月初十晚，发生火灾，烧毁18P，尼28间，

损失金额约24万元。

同年8月，县教育局再给伊家小学拨款扩建，并筑围墙，

建校门．

同年8月14日，列欧阳桥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12月，全村投资9万元，安装自来水。

1991年夏，修理公共活动场所一一伊氏宗祠．

同年11月，县社教工作组驻村。在筑路，建渠、造林三方

面建设迈出新步伐。
’

是年年底，建立党团员、老年，妇代会活动室各1个·

1992年5月，全县“撤区、扩镇、并乡一．莲花撤乡并入

西周镇，伊家村为西周镇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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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况

j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山村伊家，在象山县人民政府驻地丹城西13．1公里，西周

镇城区东5．6公里，属西周镇。

村由伊家，谢圣岙两个自然村组成，相距o。25公里。在地

域上同处一山坳中，在历史上休戚相关，不可分割·

三面环山，一溪东绕，西南依青龙山，连峰叠嶂。南与儒

雅洋村为界，主峰海拔514米，山中有潭名青龙潭，晴日碧泓

靖澈，雨后飞瀑如虹，南依黄家寮山与西岙郑村为界，林菁木

茂。西北以五雷山为屏障，海拔474米，翠峦列岫，逾分水岗

西通土桥村。北以大斗里山为拱卫，海拔425米，遥瞰湖边小
平原。村东淡港纵贯，源远流长，全长19．6公里，为县内最长溪

流，流域面积53平方公里亦最广。二源，，东源出伊家山之棋盘
岩较长，西源出蒙顶山南坡，二源会台于隔溪张村西·北流经

欧阳桥l公里处，西纳伊家坑(源出青龙山)，曲折北流，经

上张、陈隘、湖边、潘埠、渡头街至淡港门注象山弘。淡港堵
港前，涨潮时船舶进至潘埠以上，历称“沙船坞’’，湖边村以

下水淡，故名淡港。溪东诸山，由北而融，为东家山，朱家岙

山、骆家岙山(别称红岩山)、坍山等，既为村东屏障，亦村民

用材林生产基地之一部。
山由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及沉积岩构成·土壤石砂土，

部分黄泥土，土层较厚，林木郁茂，以毛竹及松木为主，问有

枫、杉之属，灌木繁茂，禾草芒萁丛生。动物多野兔，野猪、
山鸡、穿山甲、蛇、鼠及鸟类。山麓塘田，属老黄泥筋田±、

部分咸粘土，高田为洪积泥沙土，砂质较重·

＼夕



笫二节 建村简史

豁民国《象山县志》及“伊氏宗谱》载，伊氏始祖太一豫

(河南)籍，其后裔一支迁闽，南宋绍兴二年(1132)伊屋字

平四，由闽赴浙江绍兴任总管。值金兵占明州(今宁波，屋

公絷家避乱，与夫人史氏偕从仆张本骆、张其时、朱日升、林

更秀四人先至鄞县，卜址不吉，辗转由奉化渡鄞港(即象山

港)至象西五雷峰下，见其地山环水绕，景色秀丽，夫人日：

“可以绵吾嗣续矣!”遂斩荆除棘，建舍栖息。村以伊氏始建，

命名伊家腐(读塔，聚族而居之地)，后简称伊家，迄今寸

860年。屋公既定居，复分遗四仆以朱日升、张本骆居溪东，

名朱家岙，骆家岙，张其时居南，称张家岙，林更秀居北，称

林家岙，后更秀无嗣，由伊氏分支移居其地。旋以谢宝成神得

名谢三岙，村中居民，实与伊氏同宗同祠。

宋宝庆间(，1225,"-'12‘27)，伊家属政实乡淡港保，元至

元十二年，改乡里为都、4图，隶属无考。明属政实乡十一都。

清属政实乡十九都。清宣统元年(1909)属西四乡。民国18年

(1929)行村，里制，21年改村，里为乡，镇，伊家属伊滨

乡。民国28年届淡港乡。民国35年(1946)淡港、儒蕉两乡合

并，称西港乡。1951年复属伊滨乡，隶墙头区。1956年，伊

滨、莲花、闻岙三乡合并为莲花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伊

家称大队，属莲花管理区，隶西周公社。1961年撤西周公社，

莲花管理区改称公社，隶墙头区。1972年改隶西周区。1983年

撤公社复置乡，伊家撤大队复为村，属莲花乡。1992年撤扩并

后，伊家属西周镇·



第三节 人 口

南宋绍兴二年(1132)建村后，子孙繁衍，人口渐增，惟

无明确统计可考，直至民国35年(1946)，始有伊家、谢圣岙

二村合计237户，720人之记载。建国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
查，资料傲佚无考。1964年，第二次普查为258户、937人，其中
男513人，女424人。1981年第三次普查为337户、1192人，其中

男626人、女566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361户，1080人
其中男563人、女517人。减少原因，外迁为主。以年龄区分，
oN岁以上175人，占总人口16．2％，老龄化现象明显。据

1991．年12月按年龄统计老龄人口如下。
高寿老人 90岁以上4人，80岁以J：17人，如下表。

姓名年龄 性别 出生年月 姓名 年龄性别 出生年月

胡全栽 95 男 1897．11．10 蔡金凤 83 女 1909．11．1

● 伊阿林 92 男 1900．7．21 周妇贵 83 女 1909．11．11
，

● 伊王福 92 男 1900．6．10 伊阿要 83 女- 1909．11．4
●

i

朱凤 92 女 1900． 伊桂香 83 女 1909．1．2．21
}

王福友 89 女 1903．12．22 谢阿彩 83 女 r1909．12．26

黄菊花 88 女 1904．8．16 刘玉英 82 女 1910．6．3

范苗福 88 女 1904．11．28 欧金花 82 女 1910．9。16

徐福英 87 女 1905．1．13 应阿凤 8l 女 19II．6．18

张妙善 87 女 1905．7．18 张福贵 8l 女 1911．7．13

王兰香 85 女 1907．11．6 周阿英 80 女 1912．11．14

郑荷花 83 女 1909．1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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