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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纪希晨

欣闻Ⅸ伊川县志》已交付印刷，不久即可问世，作为伊川人民的儿子，我感到无比

的喜悦，借此机会，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县人民致以最热诚的祝贺和问

候!

《伊川县志》是一部贯通古今、以今为主的综合性资料书，是对伊川县情的一次全

面而系统的调查，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它概而不漏，述而不繁，结构

严谨，剪裁得体，资料翔实，文字精练，记述了古今，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和变迁，为当代，为后人，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4尹"JII地处洛阳龙门山南，历史悠久，山川秀丽．苍苍峰峦，环抱葱翠盆地’溜溜伊

河，纵贯金黄沃野．自隋朝建县以来，勤劳勇敢的伊川人民，世世代代耕耘在这块土

地上，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夏代，酿酒鼻祖杜康遣酒白虎山下，秦代，孔子九世孙孔

鲋在酒后一带讲学，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来伊川写下了很多呕歌伊川

山水的诗篇，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著名象数学家邵雍，在伊川传道授业，著

书立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殡葬万安山麓，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黟，传颂千古．

自古伊洛相依，地处天地之中．当秦陇之禁喉，为历代兵家所必争。这块中原大

地．经历了从秦将白起与韩军大战，到近代的军阀混战，以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重

大战役。长期的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使伊川匪患迭起，农业凋敞，天灾人祸，

民不聊生．为争取人民解放t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奋战不息．王天纵聚义杨山，

英勇抗清，人称“中州大侠一．谢中峰秘密建党，传播革命火种．张思贤，张子杰，时

云峰等烈士，血洒疆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里，涌现了人民音乐家时乐渌和大批献身革

命事业的干部．

伊川解放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颌导下，全县进行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

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农业生产逐步发展，杜康酒名扬国内外．前进路上，全

县人民既走过洒满阳光的坦途，也经历了严重失误和坎坷。人们很难忘记“大跃进一运

动，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编史修志，在于资治。总结过去，



众，沿着改革开放的路

昌盛繁荣的新伊川而努力

1990年7月7日

《中国老年》杂志总编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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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杨静琦

《伊川县志))出版了，这是伊川建县以来的第一部县志，是全国，全省社会主义新

方志编纂的又一新成果，是对伊川县情的全面调查。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尤其重视这一传统的发扬．

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主席在部队每打开一座县城后，，总要想尽办法找来县志阅读，以

了解县情．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都大力倡导修志。1958年，全国曾开展修志工作，河南省有70多个县编写县志，但为

而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暂时困难所中断．1979年7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

李伯玉建议修志的信上作了批示l “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力1980年4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北京召开的重建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用新的观

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写地方志．∥从此，全国的修志工作如雨后春笋，普

遍开展起来。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具体提出了加强全国修志工作领导的措

施；从而，地方志编纂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89年，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新当选的

江泽民总书记，对修志工作作了具体的论述，他提出t “地方志是国情调查嚣的主要组

成部分，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健康发展．河南省的修志工作正是

在全国修志的大好形势下开展起来的，从1980年准备，l 982年起步，到1989年，全省1 17个

县(市)中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县(市)志26部，占22％．《伊川县志》就是这出版较

早的26部县志之一。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搿地方志是国情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进一步指明了修志工

作的方向，更深刻地阐明了修志工作的重大意义。 《伊川县志》正是伊川县情全面而系

统的调查实录。怎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堪称一部朴实而严谨

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它从伊川的自然环境到社会状况，对社会情况又是从经济基础到政

治，文化，民情风俗等上层建筑，分类男11，有层次，有条理的从历史到现状的作了记述。

记述中详今略古，特别注重宏观概述、综述与微观条记的结合，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点．县志编辑以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气势，写下了全书的《概述》，记述了伊

川“县境四周环山，中部为丘陵裹绕的伊i--T川，素有‘伊川盆地’之称黟的自然环境和当

／7乒



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并浓墨重笔写出了伊川为兵家鏖战之地的历史和伊川人民的革命斗

争传统．编者在综述历史之后，横陈了本县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教育等项事业的发

展．还叙述了伊川古今人才辈出和历代名人到此游历的情况．总之，县志的Ⅸ概述》从

大势大略综合叙述了伊川县的概貌，是伊川县情的缩影。

读了((伊川县志》，使人深深感到只有了解伊川的过去，才能认识伊川的现在，也

才能更好地规划建设伊川的未来．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江泽民总书记讲的“地方志是国情

调查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修好县志，调查好县情，才能认真贯彻执行十一届五中全会提

出的l‘‘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的指导思想．，， 一

读了《伊川县志》，了解了伊川的山，伊川的水，伊川的事业，伊川的人，热爱伊

川之情油然而生．因我侧身修志行列，多次接触过《伊川县志》的编纂工作。县志编辑

室的同志热情邀我作序，盛情难却，仅成拙文，权作序言。为《伊川县志》出版祝贺．
? 、

：

杨静琦 曾任河南省地方志编委会常委．

副会长．系大型工具书《辞源》主要编辑之一．

1989年11月19日

现为编审，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河南省地方志协会

该序原名为。‘伊川县志》是县情的全面调查’．



序 三

周天才

一盎世修志，众手成志。在举国上下奋力实施口八五’’规划和国民经济第二步发展战

略的新的历史时期， 《伊川县志》这部长述百余万言的地方史书，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

编修告竣了．她的问世，功在当命惠及子孙，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力的作用，实
乃全县人民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亨．

伊川县是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风水宝地之一．四面环山，伊水纵贯，土地肥沃，景

色宜人，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且地处中原，北与九朝古都洛阳毗邻，为历代京畿之

地．帝王将相，仁人志士，文人学士生活于此或慕名来此览物揽胜、咏歌唱吟者甚多．

他们留下的名诗佳句至今仍脍炙人口，广为传颂．从隋朝开皇建县以来，勤劳，智慧，

纯朴的伊川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耘，百折不挠，创遣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本((志》是有

史以来，首次用史实铸成的地方百科全书，可谓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之一，是祖国文明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言I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艿． 《伊川县志))作为地方信史，毫无疑问，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风

俗等方面，当可资治后世．但纵览伊川这部“古老的文明史、沾满血泪的苦难史，英雄

先烈的革命史和经济发展记载史秒，我们可以悟出一条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坚持共产党

的领导，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精诚团结，乃成就一切事业的保证。此则伊川二千多年

历史经验之真谛所在．

此次出版的《伊川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的原则，科学取舍，系统地记述了我县的各方面历史与现状，以及兴利除弊的经验教

训，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客观公正，立意新颖，堪称一部有深度的力作。她既贯通古

命横及百科，为人们认识伊川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每一位工作在伊
川，昔日曾经战斗在伊川和桑梓伊川而今服务他乡的同志，提供一本难得的明古识今，

建设家乡，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的乡土“珍品一．

。 继往开来王新志，八方鼎力玉有成．值此新志问世之际，吾谨以此寥寥数语，感谢

；岁



献的同志，并寄语全县人民，团结奋进，再图伟业，用加速经济

实绩续写《伊川县志》新的篇章。

1992年6月

汝州市l临汝镇人．曾任共青团洛阳地委副书记，洛宁县人民政府县长，现



序， 四

王全乐

莽莽伊原，淙淙伊水，历经忱患，几度沧桑．伊川县在历史的崎岖中走过了艰难的

旅程，也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留下了无数辉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手法稽古缉轶，猎籍钧沉，对史料进

行认真的考证，筛选和整理，．补其缺，弃其芜，纠其谬，存其真，以今为主，略古详

今，于是《伊川县志》编纂告竣。此乃一大蛊事，、令人欣喜之余，更值得庆贺。她不但

结束了伊川素无县志的历史，而且为我们“资治后世黟，“知古鉴今"提供了一部丰

富、翔实、客观，公正的史料。

一
“

二：

。 ‘

伊川县地处洛阳龙门山南，古为京畿之地．伊河纵贯，山川秀美，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从新石器时期的古代文化遗址，到汉、唐、宋，明历代遗留下来的“华夏瑰宝黟，

无论是大禹治水驻足“皇得地黟村，痛饮“上皇古泉’’，还是杜康遣酒觅遍千里溪山，

独择黑白虎泉．传历代骚人墨客在这里著书立说．题诗吟咪，忆诸多志士贤哲于此传道

授业，读诗讲经，无不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也彪炳了伊川县的历史文

明。然而，更令人钦羡的还是那些世世代代生亍斯，长于斯的伊川人．他们以炎黄子孙

固有的傲然风骨和自己的血肉之躯，把艰难，把沉重、把苦涩，把邪恶，把贫穷统统踩

在脚下，用自己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光辉业绩，留下世代英名。他们从历史的深巷

中走来．跨过一道道封闭，落后的大门，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坦途，昂首阔步．义

无反顾．于是，一幅幅浴血奋战的画图，一幕幕艰难悲壮的活剧，一则舅l】真实动人的故

事，一起写进了中华民族宏伟的历史长卷．’追着他们的足迹，探求他们的梦想，品评他

们的情操，以及述录伊川县的自然风物，人文和社会变迁， ((伊川县志》当其任，司其

职、尽其贵，副其实，足资后人了解伊川，认识伊川，从而促其感奋，激其热情，为继

承优良传统．繁荣民族文化，发挥地方优势，振兴现代经济提供了可靠依据．

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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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更难．． √．

远流长，为华夏文化发祥地之一．汉置搿新城"，隋改口伊

经变迁．古代文献，散佚殆尽．加之素来无志，轶闻遗事虽散

见于邻县诸方志中，亦不啻挂一漏万．纂修县志，谈何容易．于烟波浩淼之中搜漏求

证，旁征博引，录其历史真实，述其朝更代换，其难可知．其苦可见．1935年国民党伊

川县政府曾设修志局，但因战事频仍，兵慌马乱，奢言修志，岂非一纸空谈，1938年国

民党伊川县长李健人，又跃跃欲试，但因时世不济，又成泡影，1959年中共伊川县委主

持修志，三月而草就，又失之简约，亦未出版．

此次修志，始于1982年初，定稿于1989年底，历时八载，五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前

人未竞事业．在修志过程中，县委、县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编纂人员亦付

出了艰苦的努力，参加人员之多，财政投入之巨，均为历次修志所不及． “盛世修

志”， “众手成志?，此言信不诬也。

四

《伊川县志》乃伊川县的第一部县志．她纵贯古令横及百科，可供各级领导，各

行各业了解伊川县情，制定方针政策，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等．识古以

鉴今，学好((伊川县志》，用好《伊川县志》，了解伊川的历史，认识伊川的现在，规

划和建设好伊川的未来，方无悖于编纂((伊川县志》之宗旨．尤其是今天，伊川人更应

该以史为鉴，鼓起振兴经济的风帆，荡起历史的双浆，驶向蔚兰色的海洋，从波峰浪谷

问巍然崛起⋯⋯

县志付梓，寥寄数语，．权为序．
’

一

1992年6月

王全乐 1958年生_，偃师县府店乡参驾店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伊川县

人民政府县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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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一，本志采用编、章、节，目的结构形式，用志、记、传、

图，表、录等体裁表述。横排门类，纵陈始末。全志分大事记、地

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社会、．乡镇、附录10编74

章。概述冠于全书之首。 ，一

。二、．本志为伊川有史以来第一部县志，。时间断限上限不等高，

根据掌握资料情况，尽量上溯；下限不取齐，一般断至1987年。个

别容易补充的内容则延至199 o年或199 1年。

三、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籍、县

直各部门、各乡镇所编志稿及知情人、当事人，除引文部分外，一

律用语体文i援引文献资料的原文部分，一般不另加注释。

四、历史朝代称号，一般沿用通称，如搿清一， “民国”等。

历史地名与今地名不一致时，198 5年前使用历史地名，1986年后则

用县地名手册中规定的标准地名。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以当时

的规章制度和习惯称呼为准。对于人物，则直书其名，不带职务或

称埘同志一。 ’，

!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写，以编

年体为主。所记事件凡有月日可稽者，注明月日，日期不详者附于

月末。月不详者附于季末，分别用Ⅳ春打、。夏打、。秋一，订冬纾表示。季

不详者附于年末，用。是年一表示。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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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严格按照国家出版局、自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生不立传劳，的原则。但鉴于伊川籍现在外工作人员

件者较多，为保存史料和服务现实，故在人物编增设

一章。人物传记以本籍人物为主，同时也收录了少数

为伊川做出突出贡献的客籍人物。 ‘． 、‘

八、建国后组织机构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此后用简称。当代

常用的政治术语，一般使用金称，不使用>--j惯用法。如“文化大革

命一不用“文革”， “江青反革命集团”不用“四人帮?：。一些历

史名称>---j惯用法和标准用法并用。如“豫西抗日支队”，有时也

叫“皮(定均)徐(子荣)支队。舢陈(赓)谢(富治)兵团一、

“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一，，j、“焦(作)枝(城)铁路一、

搿洛(阳)卢(氏)公路?等一些经常使用的名称，在书中首次

出现时带括号，加注释，此后即直接写。陈谢兵团一，，“刘邓大

军一．，∥洛卢公路芹等。 ?，一，；． ⋯ o

九、为反映“宏观一，．本志在经济编首设《经济综述》，其它

主要章前有无题小序。 1‘

十、为突出地方特色， “杜康滔”从工业中分出，独立成章。

十一，文中地图(地形、水利等图除外)系以《伊川县标准地

名手册》中地图为底图，由解放军测绘学院绘制。15幅乡镇地图使

用同一图例．鸣皋、白元、白沙三乡地图因版式原因，比例尺与其

它图不统一。一

2



伊川县位于河南省西部，属洛阳市辖县·因伊河贯流其间及境内有宋朝理学家程伊

川墓而得名。县城东距省会郑州152公里，距九朝古都洛阳30公里。县境东临登封县，

南接嵩县，西与宜阳县接壤，北和洛阳市及偃师县毗邻，东南接汝州市和汝阳县。全县

跨东经112。127"摹112。467，北纬34。31，．至34。33。之间，总面积,1036．4平方公里。其中丘

陵占68．7％，平原占22．4％，山地占8．9％。 。，一

1‘

．

伊川县之名始于隋朝。此后县境分属于周围各县。民国16年(1927年)·划洛阳，

宜阳、嵩县、伊阳、临汝，登封县各一部，以伊河为界，1设立平等，自由两县。民国

21年(1932年)，平等、自由两县合并为伊川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称建国

后)伊川县属洛阳地区管辖。1986年归洛阳市。1988年l全县辖15个乡(镇)，372个

行政村，709个自然村。有汉、回，满，蒙，白，哈尼等11个民族，620898人。 ，

伊川属豫西浅山丘陵区。县境四周环山。中部为丘陵裹绕的伊河川，素有搿伊川盆

地芦之称。最高的万安山主峰海拔937．7米，最低的伊河J11．-Ig部154米。矿产蕴藏丰富，

巳勘测探明的矿种17种。主要为煤、铝矾土，磷矿石．重晶石，石英石等。较大河流有

伊河，自洚河，杜康河，甘水河、顺阳河等20余条，分属于黄河流域的伊洛河水系和淮河

流域的北汝河水系。其中伊河为最大河流，通过县境41．3公里。县城位于伊河西岸的洛

卢公路与郑卢公路交汇处，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因出产同名中外的

杜康酒，伊川县城又被誉为酒城。l
‘

’一

一伊川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一年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6℃，年平均降雨量

633．4毫米。适宜的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盛产小麦，玉米、水稻、

缸薯等。尤其是鸣皋姬家滩所产的大米，味香质柔：古时曾有矗贡米疗之称。·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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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是洛阳南大门，为兵家必争之地。伊阙关，大谷关等有古都咽喉之称。万安

山，娘娘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白沙，鸣皋、白元地处要塞，战时均有重兵把守。历

史上，伊川境内战争频仍。秦将自起与韩军大战子新城(今古城村一带)。宋建炎年间，

翟进在彭婆自草洼一带击败金兵。明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与明副总

兵汤九州鏖战于九皋山下。民国19年(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

混战时，蒋军杨虎城部和冯军宋哲元部曾在伊川境内展开激战。民国33年(1944年)，

侵华日军从临汝入伊川，先占据白沙，水寨而后进犯洛阳。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陈(赓)谢(富治)兵团先消灭伊川境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进而破龙门攻洛阳，一举

解放洛阳城。综观历史，各类军队进占古都洛阳必经伊川，退守伏牛，熊耳亦必经伊

川。因而伊川历来为兵家鏖战之地i．‘ t．

、 伊川人民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清末出现了聚众起义，与清军抗衡数年的王天纵，

号称“中州大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伊川人民更

积极参加了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民国14年(1925年)，“五卅黟惨案后，伊川各校师

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销毁日货。民国21年(1932年)，县内出现读书会、农民夜校。

民国23年G1934年)：，中国共产党伊川中心县委成立，开始组织群众进行抗暴斗争。解

放战争时期，伊河两岸的群众，赶制军鞋，。筹备粮草，组织百余辆大车，支援人民解放

军南下作战：自中国共产党在伊川开展工作至建国的近20年的革命斗争中，翟盘石，、申

金玺、张思贤、张子杰、蔡龙章、一时云峰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o j ：· ‘一 ．。，1 ，一

清及民国时期，伊川境内兵连祸缮，经济极不发迭，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1605．4万元。建国后，国民经济领域虽受届左一的影响．走了不少弯路，但仍取得了可

喜成就。1978年，县工农业总产值8261．8万元，是1949年的5．15倍。中共十一屠三由全

会后，伊川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盘改革，开放、搞活黟的方针。农业

上利用伊川优越的自然条件r扩大烤烟种植面积，使所产烟叶具有“组织细腻、油润丰

满，气味纯和，燃烧良好一的特点，畅销全国数十个卷烟厂家。工业上不断提高历史名

· 2 ·



酒杜康酒的质星，扩大生产能力，使其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以杜康酒为龙头带动

全县国营、集体和私营工业发展。1988年，i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至36177万元，为1949

年的22倍。1978年的4．38倍。一，
’’

，： 伊川人民历来以农为本。民国时期，由于土地瘠薄，水源缺乏，耕作技术落后，作

物品种低劣，。粮食亩产平均不足百斤。倘遏特大灾荒，饥民则离乡背井，逃荒要饭。

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8477万斤，农业总产值1505．4万元。建国后，全县人民坚持兴

修水利工程，推行深耕细作技术，一推广优良品种，实行合理密植，广用化学肥料，加强

病虫害防治，因地制宜改革耕作制度等，促使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多。同时，发展养殖．

业，林业，工副业，农业总产值不断上升。197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9587万斤，农业

总产值5931万元，分别是1949年的3．49倍和3．94倍。70年代末，农村逐步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持续，稳定发展。1988年，全县粮食总产

量51278．4万斤，农业总产值12097万元，分别是1949年的6．05倍和8．04倍，为1978年的

1．73倍和2．04倍。 ： ·’

4 9

伊川有悠久的手工业生产历史，白元翻砂业历时300余载。清及民国时期，南衙锄，

穆店镰、康沟掠耙、西仓麻绳等产品经长期研制，工艺精良。但由于科学技术水平

低下，经济支绌，县内没有工业企业。194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00万元，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6．2％。建国初，县人民政府一方面扶持手工业，一方面注重发展国营及集体工

业。50年代束至60年代初，县工业虽一时受挫，但基本呈发展趋势。1970年前后，航空

工业部办华川电器厂、洛阳地区办中州制药厂．粮食机械厂等先后在伊川建成，县国营

杜康酒厂、化肥厂，丝钉厂，水泥厂也相继投产。工业总产值逐年上升。’1978年，全县

工业总产值2330．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2l％，是1949年的23．31倍。80年代，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减政放权，政企分开，普遍推行厂长负责制，完善企业内部承包

经营机制，把竞争引入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乡镇企业由过去单一集体经营发展到乡、

村，村民组，联合体、个体户五级。全县形成了化工，机械，建材、酿酒，玻璃制品，

印刷、煤炭，服装等多门类的工业结构。198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4010万元，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66．55％，‘为1949年的24．08倍，1978年的10．33倍。一|

。伊川近临洛阳，距以古刹会闻名的关林一山之隔，又处嵩县，栾川出山要冲，发

展商业较为有利。但民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民不聊生，各集镇市场萧条。1949年，全

县社会商品零售额仅299．32万元。建国后，县商业经过曲折发展走向繁荣。1978年，全

县社会商品零售额5367万元，是1949年的17．9倍。1979年后，根据中央有关政策，允许

私人经商，提倡多渠道进货，减少流通环节，促使商品购销两旺。1988年，全县社会商，

品零售额达18440万元，是1949年的61．6l倍，1978年的3．44倍。
“

伊川古为洛，嵩，汝，陕往来必经之地。清末，自沙，呜皋等集镇已经出现邮寄代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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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所。民国11年(1922年)，县内开始有电话。建国后，县交通邮电事业迅速发展。

1988年，全县共有邮路30条，1171公里，电话单机832部。有省干线公路121条，498．61

公里，形成了北到洛阳，南达宛襄，西通陕潼，东抵郑汴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 民国时期，由于县工商业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地

主劣绅的敲诈勒索，财政收入额极低。1949年，财政收入161．1万元。建国后，随着国民

经济的发展，县财政收入额增大。1978年，财政收入上升到777．3万元，是1949年的4．8

倍。80年代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加快，县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特别是杜康酒，烤烟销

量大增，成为县财政收入的两大支柱。1988年，全县财政收入2713．2万元，是1949年

的16．84倍，．1078年的3．49倍。其中杜康酒收入1286．4万元，烤烟收入435．3万元，分别

占财政收入的47．4％与16％．。， 、，

四

● ， ’

伊川地处中州，文化源远流长，’教育历史悠久。秦代孔子第九世孙孔鲋于酒后一

带收弟子百余人讲学。北宋二程和邵雍在伊川著书立说，伊川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名

区秽。建国后，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1949年，全县有各类学校272所，学生7293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3％。1988年，全县有各类学校494所，在校学生106868人·占总

人口的17．2％． ，

-

．，
：’

．， 悠久的历史在伊川境内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据普查，全县有古代文化遗址33

处，古墓葬13处，古建筑10处，古城址2处，石窟造像2处。其中二程墓，范仲淹墓、邵

雍墓、土门遗址和白元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在全国选出的不足200件

出国参展珍贵文物中，出自伊川的就有9件。其中红陶缸与唐三彩骆驼，三彩马等被国

际上誉为g华夏瑰宝拶o． 一

伊川境内的群众文化活动亦历史悠久。民国时期，县内传统文艺活动比较活跃，地

方剧种丰富多样。特别是著名曲剧演员朱天水艺冠河洛，名扬中州，伊川遂成河南曲剧

的发祥地之一。逢年过节，狮舞，龙灯、打锣鼓，奏十盘，踩高跷，撑旱船等遍布各

村。建国后，戏剧，电影、电视逐步普及到自然村，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1987年，县建

成同时转播省、市两套节目的电视差转台，覆盖率达80％以上。

。 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带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伊川电管所用电子技术P(C)M

O S集成电路作继电保护装置，对农村35千扶变电站进行改革取得成功，在国内居领先

地位。到1988年，县共获得省、地(市)科技成果奖51项，有各类科技人员3166人．

．清及民国时期，伊川县卫生事业落后，倘遇疫病流行，有钱人请医求巫，贫穷人则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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