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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志》第五册的出版，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 ；：

一丰硕成果。它必将为我们认识开封、研究开封、建设开封产生积极 。

的影响。 ～ j

开封既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

命传统的城市，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革

命运动中，开封人民英勇不屈，前赴后继，建立了不朽的革命斗争业

绩。在以开封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

北方区委的指导下，于1922年冬开封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国共

产党开封机车厂支部建立，次年2月开封第一个基层团支部——开

封第一师范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创建，从此，革命活动日益深入。第

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下，开封的工人、

农民、青年学生采取秘密的、半公开的或公开的斗争形式，积极从事

革命活动。在日军占领开封的7年多时间里，开封的抗日救亡运动蓬

勃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反抗斗争从未间断过，所有这．

些斗争都给敌伪在开封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日本投降后，开封人民

迅速掀起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党在军事上的斗

争01948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再次解放开封。从此，开封回到了 ．

人民的怀抱。
”

新中国的建立，揭开了开封历史新的篇章。开封市委、市政府面 。“’

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烂滩子，紧紧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先‘

后建立了各级政权，恢复了生产，城市经济开始正常运转。在进行抗、八 卜。。；

美授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三大运动的同时：相继开展了“三’，≯，·。

反’’、“五反"运动，巩固了政权，清除了旧社会的遗毒。在社会主义经、t j

济建设lO年中，党内虽然出现过这样那样“左”的错误，全市人民艰 、

’

苦奋斗、克服困难，工农业生产逐步提高，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逐、
。

步改善，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人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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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生产和工作岗位，努力抵制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尽量使损

失减少到最低限度o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认真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思想上的拨乱反

正，提高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全

市各行各业进行了体制改革，整个城市蓬蓬勃勃地发展，人民群众生

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近年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全市上

下团结奋进，负重拼搏，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更快发展，全

市生产总值增幅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

的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城乡面貌明显改观，市

场繁荣，金融平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的进

展。

面对新的世纪、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全市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指引下，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和“三个代表”为纲领，用改革开放的

思想和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全面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励

精图治，勤奋耕耘，锐意进取，为把开封古城建成现代化的优秀旅游

城市而努力奋斗。

开封必将以崭新的面貌跨入新的世纪!

开封市市长

2000年lO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

是，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开封的历史和现状。

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是本志的编纂原则。全面记

述，重点突出，力求反映开封自古以来各方面的变化，重点记述建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

业的发展状况。突出记述经济内容，注重体现地方特色。

三、本志上限不等远，原则上自各专业(系统或行业)发端时记

起，下限一般断至1985年。

四、本志所记地域范围，建国前指府、州、县治和国都、省会所在

地开封；建国后按不同时期的市辖区域而定o 1983年10月实行市带

县体制以前，市区指城区四区，全市指五个行政区；1983年10月以

后，市区指五个行政区，全市指五县五区。

五、本志采用多卷多章结构，内容分总纲(综述、大事记)、专业志

和附录三部分，卷为最高层次，一级并列；卷下依次是章、节、目等。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五种体裁，外加照片图表。述指卷

首之综述和各卷之概述(或无题概述)，宏观叙述全市或某项事业的

全貌；记指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之纪事本末体，简要记述发生在开

封或对开封有较大影响的人和事；志指按科学分类兼顾社会分工设

立的专志，为全书的主体，采取横分门类纵述始末的方志文体。传指

人物传，以人系事，重点记述1840年以来对开封有较大贡献或影响

的已故开封籍、或在开封长期工作的外籍人物；录指记在卷末的附

录，附记与本志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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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983年10月实行市带县体制后，原开封地区所属的开封县、

兰考县、杞县、尉氏县、通许县五县划归开封市管辖。为弥补本志中五

县内容之缺欠，特设《县区概况》一卷，下限断至1999年。

八、本志采用规范化文体，使用简化字以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年10月10日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使用专业名词、符

号、代号等，均采用国家的统一规定。

九、本志人名直书其姓名，不用褒贬词，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

地名采用当时名称，括注今名。所有称谓首次使用全称，以后用简

称。

十、数字参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委1986年12月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阿拉伯数字和汉

字数字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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