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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一

古老五里川拓荒建材的前辈先民和勤劳忡实的

父老乡亲在外工作的兄弟姐妹

以及关心支持五里川建设发展的问方宾朋

无论天南海北 1i到地老天荒

请不要忘记这片养育我们的厚重家同

这里布我们永远的根

故乡永远对你们敞开温暖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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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啸东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历来盛世修志，众于成志。 近年来，乡村

志的编篡悄然兴起，为地方志的编写增添了鲜活的新内容，使历史悠久的史志传统，

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呈现出更加生动繁荣的新气象。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耕社会。 时至今日，中国的农民依然占了人口的绝

大多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最广大的农村开始，团结带领最广大

的农民一道奋斗 ， 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样从农村展开，走过

了坎坷曲折的道路，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依然从农村萌芽 ，

终于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而改变了中国 ， 影响了世界。

中共中央始终把农村的发展进步确定为治国方略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方针 ， 并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一体化"列入"十二五"

规划纲要。 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多彩的文化底蕴， 注定农村永远是一个内涵丰富、题材

重大、值得记载的史志课题 。 以史为鉴，足可资治:编写村志，势在必行。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五里川村志》正是秉承历史、}II页应时代的产物。 在构建

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际，五里川村党支部、 村委会得知修志讯息 ，

随即安排人员，发掘资料，组织编篡了这部村志。 它以五里川村为记载对象，追溯历史，

横陈百科 ， 自然环境、 经济社会、文化教育、 人物事件、民俗风情无所不包 ， 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不失为一部简要详明的乡村志，可望对未来五里川村的持续发展，

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

香 五里川村地处熊耳山南麓，为卢氏西南重镇，乃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 该
村交通便利，文化教育发达，商贸活动繁荣，街市繁华，民风开化，人才辈出 。 因耕

地较少，古来以商贸为主，近年食用菌产业发展较快。 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党支部、

村委会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努力改变落后面貌。 尤其是近年来，以茹留安、王大新为

首的村级领导班子扑下身子辛勤工作，使该村的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有了很大变化，

古街新村，面貌焕然。 在此次村志编写中 ， 该村党支部、村委会积极响应 ， 安排专人

负责 ， 发动干部群众追忆、 核实重大事件 ， 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赵文峰牵头组织 ， 原

村会i十茹丰军积极协助，村组干部先后提供了许多资料，邮政函件专业人员崔金保精

心搜集整理资料，史志专家李俊堂认真编撰。 在全体编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部村

志得以成书，成为该村历史上第一部记述简明的村志 。 值此 《五里川村志》付梓之际 ，

谨祝该村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安康，不断谱写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是为序。

2016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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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i

一、本志着重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五里川村的发展历史，如实记载，述而不作 ，

不回避特定历史阶段的失误和教训，力争做到思想性和真实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等高，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2016 年 5 月 。

三 、 本志所载 "建国前

"如今

囚、本志坚持志体，述、记、 志、传、 图 、 表 、 录各体并举，以"概述" 总摄全

村发展基本情况，叙议结合 "大事记"按时间先后，记述了 1949 年至 2016 年 68 年

间该村发生的重大事项 。

五、本志篇目设定，以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为原则，遵照"事以类分，类为一志 ，

横排竖写，以横为主"和"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的方法要求，拾遗补漏，力图详尽。

但因村庄载体甚小，社会内容单薄，加之档案缺乏，搜集材料捉襟见肘，许多史实难

得其详，编篡中尚有不少缺项断线 ， 留待来者增补 。 全志除概述、 简介、大事记外 ， 垂

共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人口观念和计划生育、民

情风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山洪灾害防御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人物等部类 ，

另有附录列后 。

六、本志以五里川村经济社会内容为主体，揭示该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

客观规律 ， 着重记述村民生产 、 生活情况及各个时期风土人情的发展变化 。

七、 全志以人物记载为重点"人物" 部类采用志书通例，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

对该村闻人贤达均作简要介绍，其他直入志者以表格和名录予以载记。

八、本志所用资料多数依据村里有关档案、村民老者知情人和村干部回忆记述，

有些则参照县地方史志和有关部门统计资料、档案材料，加以佐证核实 ， 涉及数据除

村中老者或村委会会计据实提供外 ， 其他均以众乡亲认定为准 ， 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

- 4- 卢氏县地方志五里川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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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五里川村位于县域南部，处熊耳山主脊南麓老鹤河北岸，国道、省道穿村而过，

交通十分便利 ， 是卢氏县西南地区七乡镇经济 、 文化、交通中心，五里川镇政府驻地，

距三门峡市 150 余公里，距县城 52 公里，东西长 5 华里，南北宽1. 4 公里，总面积

7.2 平方公里。 因该村驻在长约五华里的河川中，而得名五里川村。 全村现有 11 个村

民小组， 516 户， 1682 人， 主要姓氏有王 、 曹 、 李 、 王、杨、宋、张、茹、刘、徐等 ，

均为汉族。

明末至民国 19 年 0930 年)前，属朱阳里，民国 19 年废里设区， tiJ属双槐树第三

区，民国 25 年 0936 年)为五里川联{果，民国 31 年 0942 年)改为溟源镇。 1946 年

新四军一部自湖北到五里川，建立了临时人民政权， 1949 年秋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一一五师在五里川活捉了国民党县长杨春亭，五里川村获得最后解放，划归五里川区 。

1951 年，朱阳关分设为第八区，五里川区迁驻双槐树为第七区，归七区管辖。 1955 年

12 月改由五里川中心乡管辖 。 1958 年转为五里川公社， 1961 年恢复五里川区，下辖五

里川等小公社，归属五里川公社。 1965 年 4 月撤区，小公社合并为五里川公社，归属

不变 。 1984 年 1 月，政社分设时建立五里川乡政府，五里川村属五里川乡 。 1995 年 12 月，

撤乡建镇， 实行镇辖村体制，归五里川镇管辖至今。

五里川村位于卢氏县南部山区， 平均海拔 1200 米左右，属长江流域，为温暖直人

西亚热带气候 ， 年平均气温 12 . 5 0C ，最冷月 1 月，平均气温~ 1. 2 0C; 最热月 7 月，
平均 24. 2

0

C ，无霜期为 182 天左右，小麦成熟期比县城附近早 10 天左右 ， 年均降水量

800 毫米以上， 多集中在七、八、九月份，灾害性天气为旱、涝、冰雹。

全村现有林地面积 1855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76% 。 耕地 476 亩，主要分布在老鹤

- 1可两岸 ， 土地肥沃，水质优良， 资源丰富，因北有高山为屏，南有浅山丘陵，鹤河穿

村而过，虽地处深山，但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适宣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是

五里川地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建国前，由于交通不便， 管理粗放，生产力落后，

粮食产量很低，农民生活困难。 建国后 ， 经过土改改革，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生产

发展很快，农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上世纪 50 至 60 年代，粮食以冬小麦 、 玉米、 大

豆 、 谷类作物为主，粮食平均亩产 100 余公斤， 温饱问题无法解决。 加上自然灾害影

响，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随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经过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到

人民公社的体制更替 ， 实行集体所有、队为基础， 大集体生产，农民凭工分吃饭， 在

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 ， 农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 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

有所增加 。 1993 年粮食亩产 270 公斤，人均占有粮食 180 余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 592 元 。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引导群众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地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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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确定"长抓商贸、中抓林果、短抓菌药"的思路，在抓好原有农作物，畜

牧业的同时，集中力量发展以木耳、香菇、猴头等为主的食用菌和天麻、 灵芝、山英

肉等中药材种植生产，实现"百户万袋小规模大产业"的目标，成为继"粮食、蔬菜 、

核桃、畜牧"四大产业之后的又一支柱产业。 发展以核桃、柿子、沙梨为主的林果业，

以劳务输出、农副产品加工、商业服务等为主的第三产业，形成独特的地方经济，促

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 。 2014 年底全村农林牧副菌业总产值达 4000 余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4845 元。

村两委结合本村实际，提出"稳粮调结构、兴商办企业"的发展思路，引导群众

在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 ， 兴办个体工商服务等第三产业，鼓励群众"有铺子开商店 ，

有闲房开旅馆，无铺子摆摊子，有技术开车子，会经营赶街子"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

为五里川经济快速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村民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辛勤劳动，尽快

富裕起来。全村现有工商户 150 家，旅馆 10 户，农民利用自家房屋，开办旅馆饭店，

室内宽敞明亮，床铺干净整洁， 宾客络绎不绝，生意红红火火，农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五里川村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民国时期， 1912 年五里川街西王家院就有私塾学校。

1932 年在五里川街中关帝庙办起初级小学 。 1934 年五里川街关帝庙办起高级小学 。 李

1948 年 9 月成立五里川完全小学。 "文革"时期， 1968 年秋学校停办 ， 1969 年开始学

校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群众集资办校，学校基础设施和教学

质量不断提高。学校初中班并入五里川中学，恢复正规的乡级中心小学 。 1991 年以来，

社会各界四次集资办学，筹集资金 40 余万元 1991 年建起两层 6 间教学楼一幢，面积

324 平方米 1995 年修建教学用房 4 间， 505 平方米 1999 年，建起两层 8 间综合楼;

2000 年，修建学校大门、平整校园、修建厕所和校园围墙，同时修建上档次的升旗台 。

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国家要求标准，先后配备了课桌凳、教学仪器、图书等，建起

了标准化的图书室、仪器室、实验室、会议室、图书室和现代远程教育设备，为学校

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4 年后国家开始对贫困学生实施"一费制"和"两免一补"学

生负担大大减轻。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教师敬业意识和业务水平，以人为本，

依法执教，向管理要质量，努力实现管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上下齐抓共管 ，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每年初招稳居全镇中上游水平。

党支部、村委会结合新农村建设，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几年的努力，全村公路己初具规模，初步解决了百姓出行难的问题:加大污水和

垃圾处理力度，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现自来水户户通，达到饮水安全的目标;

推广实施农村清洁能源和民居改造工程，积极推广利用节能炉具、秸轩固化综合利用、

沼气、太阳能等新能源、新技术，引导农村能源结构的转变，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

结合农村改水、改厕、改圈要求，推广建设沼气池或三格式化粪池，粪便得到综合利用、

循环处理，在全村干群共同努力下，饮用水卫生合格率、户用卫生改厕率、生活垃圾

定点存放清运率、生活污水处理率、清洁能源普及率、农膜回收率、农作物秸秤综合

利用率、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基本达到农村节能环保要求， 绿化覆盖率高于

全县平均水平，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比例占 20%，农药化肥平均使用量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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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平均水平 ， 环境质量大为改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进入 2 1 世纪 ， 五里川村落实党的 "三农"政策 ， 种地纳粮全部废除 ， 农民种地政

府补贴， 粮食限价保护 ， 农民得到实惠，收入倍增 : 农村实行新型合作医疗， 有病花

钱可以报销 ， 农民医疗保健条件明显改善 ;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 ， 政府对困

难人群给予定补 ， 年满 60 周岁 的农民 ， 中央财政每人每月补贴 60 元。农民病有所医 ，

难有所帮 ， 种田有奖 ， 老有所养。全村户户有电话、 手机、 彩电 、 冰箱 、 电动车、 摩托车，

部分农户购置了汽车 ， 用上了太阳能，入了互联网 ， 夏有空调 ， 冬有暖气 ， 衣食住行

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 ， 精神生活也日渐丰富。

五里川村历史悠久 ， 物产丰富 ， 交通便利 ， 文化繁荣 ， 区位优越，村风文明 ， 经

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 ，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 ， 具有很大的优势和潜力 。

展望未来 ， 在党支部、村委会的带领下 ， 进一步发挥优势 ，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不断

开拓增收渠道 ， 团结一致 ， 艰苦奋斗，五里川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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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明

明朝末年，战争动乱，加上特大洪水，传说五里川村 100 多年无人居住 。

2亘E
J同

光绪三年起，连续四年旱灾 ， 庄稼颗粒无收， 据说曾出现人吃人、 犬吃犬现象。

-to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1942 年 ， 本村青年董敬安加入革命队伍 ， 参加解放战争。

1946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所属北路突围部队 3000 余人， 突破敌军重围 ，

自湖北转战至豫陕边睡五里川卢氏西南山区，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1947 年 12 月 20 日， 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属部队与五里川保安团展开一场激

烈的战斗，当时国民党保安团驻扎在黄岭高地，与西峡交界，易守难攻。 战斗打响后，

人民群众为解放军站岗放哨，通风报信，解放军有备而战，战斗持续一天一夜 ， 终于

打败保安团，并乘胜追击，迫使其渍退朱阳关。

1949 年 ， 经过敌我 "拉锯"的艰苦斗争 ， 五里川村人民获得解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1950 年冬 ， 开展了声势凌厉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中还对教师队伍进行了清理 ，

五里川完全小学 4 名教师被错误处理。

是年 ， 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运动，农民负担减轻。

1951 年春 ，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 至当年夏收前结束，地主 、 富农土地被没收，所

有贫苦农民每人都分到一份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

1951 年，实行土地改革 ， 全村农民普遍领到《土地证》 。

1952 年冬 ， 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 ， 党和政府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

道路 ， 建起了互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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