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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编辑说明

《河南省大事记》(1949．3一1990．】2)全书50余万字，简要地

记述了河南省1949年3月至1990年12月42年间，河南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42年来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

术等各个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婚巨大变化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

要内容包括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重要指示、决定、规定，省党

政领导机关、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召开的重要会议，中央领导人来

河南视察工作的活动，省党政领导人和行政区划变更，全省重要经

济数字、重点工程建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体育等各条战线

上的重大成果，以及重要的涉外活动等。在记述河南省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和成功的经验的同时，又记述了失误和教训。突出地记述了

河南省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政

治、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就。这本大事记为广大干部职工和历

史、党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高、中等学校教师学习研究河南历

史提供了丰富、翔实、准确的参考资料。对总结经验教训，宣传

河南，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大事记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区别情况，力求详略

得当，如实反映史实的主要内容和来龙去脉，采取编年体与记事本

未体干目结合的记述方法，以记载政治、经济为主，力求全面反映文

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生产救灾及省级领导机构变化的吏

实。为了便f读苦阅读，在每年之首设有全年全省中心任务的简明

提要，年末记述每年工农业生产及经济主要数字。另外，凡是在同

一天发生的事情，日期均以。△”符号代替。

《平原省大事记》记述了自1949年8月平原省成立，到1952

年l 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平原省建制，三年多的历史概貌和

光辉业绩。但凶时间较短，不便独立成册，放在《河南省人毋记》

后面一并印刷出版。



为了便于查找使用，收录了河南省解放后的党、政、军和群众

团体，各民主党派，各部，委、厅、局、办，各市、地，中央驻豫

单位历任主要领导人名录。平原省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各部

委，厅、局、办及各地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录。

《河南省大事记》和《平原省大事记》是在河南省地方史志编

纂委员会的直接领导组织下编写的，是河南省修志工作的成果之

一。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直、市、地各修志、党史、档案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省直机关老同志的热情帮助，，提出很多很好

的修改、补充意见，特致衷心谢意!编写中虽然尽力核实资料，反

复修改补充，但由于资料和编写水平所限，有些条目难免有错漏，

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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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3
‘

1949年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建立省级机构和各

级党委、政府机构。集中力量全力剿匪。40个县开始土地制度改

革。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加强治安，稳定社会秩序。进行生产救

灾。

， 3月 。

1日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河南省委)在

开封成立。省委由李雪峰、张玺、吴芝圃、刘杰、杨一辰、陈再

道、毕占云、吴德峰，徐启文、戴季英组成。，李雪峰兼任书记，张

玺任副书记。省委下辖郑州、许昌、确山、陕卅l、洛阳、南阳、陈

留、商丘、淮阳、潢川10个地委和开封、郑州2个市委，94个县

(市)委。

3～6日 中原解放区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会议确

定支援前线、发展生产，整顿财政为全区中心工作。会议选举刘伯

承、李先念、邓子恢、李雪峰、刘子久、吴芝圃、李一清、王国

华、陈再道、许子威、田丰、李实、范醒之、潘伴年、赵敏．嵇文

甫、刘名榜、蔡书彬、卜盛光、王毅斋、彭笑千21人为中原临时

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邓子恢任主席，吴芝圃、李一清任副主席。

中原l临时人民政府兼施河南省行政领导。下辖豫西、’豫皖苏、鄂

豫、皖西、桐柏、江汉、陕南7个行政公署，37个专员公署，200

个县(市)。

6日 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准备渡江支前工作的指示》，

要求拿区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来，担负支前任务。

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发布命令，由豫西、桐卡f{、鄂

豫、豫皖苏军区的河南部分合并成立河南军区。陈再道任司令员，

李雪峰兼任政治委员，毕占云、孔庆德、文建武任副司令员，张玺

卜夕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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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大事记(1949．3——1990．12)

兼任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文武建(兼)，政治部主任张力之，副参

谋长李懋之。 ·，

各军分区领导人： ，

． 南阳军分区司令员刘福胜，政委赵紫阳(地委书记兼)，副司

令员黄祖华，副政委戴苏理(兼)，余品轩。 ，

确山(信阳)军分区司令员王国华，政委于一川(地委书记

兼)，副司令员卜万科、卢显扬，副政委余光辉。

许昌军分区司令员谢育才，政委裴孟飞(地委书记兼)，副司

令员刘丰生，牛子龙，副政委齐文俭(兼)、侯德才、汪洪清。

潢川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政委刘毅(地委书记兼)，副司令

员杨士山，副政委何善远。 ‘ j

淮阳军分区司令员方正，政委何启光(地委书记兼)，副司令

员王树堂、李文录，副政委钟发宗

陈留军分区司令员吴诚忠，政委李中_(地委书记兼)，．副政

委李先忠。

商丘军区司令员戴文贤，政委郑华(地委书记兼)，副政委余

辉。 ，

- 、

郑州军分区司令员张锡珩，政委李福祥(地委书记兼)，副司

令员江文英，副政委甘德洲。 j

洛阳军分区司令员刘兆先，政委杨蔚屏(地委书记兼)，副政

委戴克明。 r

。

陕州军分区司令员郭庆祥，政委唐方雷，后为李陶庭(地委书

记兼)，副司令员王发祥、殷义盛，副政委杨辉图。
。

，

郑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孔从周、政委吴德峰(市委书记兼)，后

为赵武成(市委书记兼)。
’

开封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文建武(兼)，政委戴季英(市委书记

兼)，副司令员王建青、张太生、陈正兴。
’

警备第2旅旅长蔡爱卿，政委程明，副旅长刘自双，副政委李

大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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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3

，△ 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政府各部

正副部长、院长、中州农民银行总经理、秘书长。决定：除皖苏部

分划归华东区外，重划中原区为鄂豫、江汉、陕南3个行署，陕

州、洛阳、郑州、许昌、南阳、确山、商丘、淮阳、陈留9个专署

(后加潢Jll专署)，开封、郑川两个省辖市。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各部

门及地区负责人为：政府秘书长高云生、副秘书长贺崇升；民政部

长李实；财政部长范星之；教育部长刘子久、副部长张柏圆；交通

部长许子威、副部长杨少桥；，司法部长田丰、副部长徐风笑；农业

部长彭笑千；公安部长卜盛光、副部长徐启文；中州农民银行总经

理陈希愈；中原人民法院院长徐风笑。江汉行署主任郑绍文；陕南

行署主任时逸之；鄂豫行署主任刘子厚。洛阳专署专员张剑石、副

专员张云生；许昌专署专员李庆伟，副专员马秀山；确山专署专员肖

一舟，副专员王更生；淮阳专署专员薛朴若、副专员孙清淮；陕州专

署专员刘绍南、副专员李绍文；郑州专署专员徐林汉、副专员马鸿

祥、张登波；‘南阳专署专员郭思敬、副专员郭涤生、刘莱；陈留专

署专员杨宏猷、副专员彭干卿；商丘专署专员鲁禹道、副专员王焕

；潢川专署专员刘名榜、副专员彭晓林、黄开群；郑州市市长宋致和；

开封市市长刘玉柱，副市长刘鸿文、王晓舟、罗少卿。

10日 中原解放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发行中国人

民银行钞票。 。

。

12日 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春耕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做好生产救灾工作。 ‘

17日 中共河南省委社会部成立。徐启文任部长，宋烈任副

部长。

25日 中原贸易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成立。贸易工作的方针和

任务是：平稳物价，大力支前，扶持生产，救济春荒，整顿机构，

清理财产。

29日 中共河南省委i河南军区联合发出关于武装建设工作

的指示，要求大力建设地方武装，肃清土匪，支援前线，进行各种

——1一



河南省大事记(1949．3——1990．12)

巩固和建设工作。提出在5月15’日以前，军区成立3个警备旅共

2．1万人；分区成立基干团，‘每团l 500—2 000人；县、．区成立县大

队和区分队，每县一般配备60俨100人。． ， 一． 一

0、．o 1。。_0：‘。．1|．：4月’。二，～。．．。．』：．’，
，．t．，： ．，¨‘一： 二，‘．

月’ ，”_， ，．．” 一 ，

，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省劲光率

部解放豫南重镇信阳。 ， ’：。 ，：．‘、．，1．‘“，

． 2日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专门讨论剿灭土匪会

道门问题，i并于10日发出《关于打击土匪会道门暴动的指示》。：，

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直属队召开南下动员大会，

并发表《告别中原人民暨党政军全体工作人员书》'、表示誓以新的

胜利回答中原人民的关怀和期望。’同日，中原大学、，中原军政大

学、中州学院、豫皖苏军政干校、豫西军政干校学生3 000余人报

名参军南下。j ．：一。，j‘’+．．1 4j一．，子， j，。一： 。^：‘

10～28日 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召开河南财政会议-讨论河南

财政工作，对贯彻新的财政方针及整理与统一财政作出决议。解决

了财政由分管到统筹、，‘由游击到正规、由战争转入建设等重大问
题。 。·

!． i．7i，-，。‘
’

-，：

． 17日 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召开工业生产会议，讨论河南工业

生产问题。会议确定：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支前和建设，着重发展有

利于国计民生的机器工业和手工业，建立公营工厂，帮助私营企业

恢复生产。通过发展生产解决群众失业问题。． 一、． √

22～23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次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7lO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听取并通过了省委书记张玺代表省委所作的《河南目前形势与任

务》的工作报告，．提出了河南总的工作方针和今后一年的基本任

务。报告宣布河南已由开辟阶段转人建设时期，号召全党为建设新

河南而奋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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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

1日 河南省会开封各界人民群众5万余人举行隆重集会，，庆

祝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并庆祝南京解

放。邓子恢、吴芝圃等到会，并作重要讲话。

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新乡，守敌国民党四十

军全部放下武器，开出城外，听候整编。次日，新乡市军管会、市

人民政府成立。军管会主任甘渭汉，市长贺一平、副市长王锡璋。

5～18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研究如何

根据河南省具体情况，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

会议确定“有重点地恢复生产，采取稳健的步骤前进”的经济建设方

针，并制定了河南经济建设初步方案。
‘

，．

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安阳，全歼守敌14000

余人。至此，河南省全部解放。

7日 河南省税务局成立。郭维真兼任局长，安伯康任副局

长。 ．

10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开封宣告成立。吴芝圃、陈再道、

张玺、牛佩琮、毕占云、田丰、王国华、刘名榜，彭笑千，嵇文

甫、王毅斋、高云生、贺崇升、张柏园、杨少桥、赵文甫、宋烈、

郭维真、李友三、宋川、李宝光等20人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

员，吴芝圃任主席，牛佩琮任副主席。省政府下设民政厅，厅长贺

崇升、副厅长欧阳景荣；财政厅，厅长郭维真、副厅长纪锦章；教育

厅，厅长张柏园；农业厅，厅长彭笑千、副厅长许西连；工商厅，

厅良李友三、副厅长侯照炎；交通厅，厅长杨少桥；公安厅，厅长

宋列；司法厅，厅长田丰、副厅长徐风笑；河南省人民法院，‘院长

徐风笑(兼)。新成立的河南省共辖陕州，洛阳、郑州、陈留，商

丘、淮阳、潢川、确山、许昌、南阳10个专区，开封、郑州2个

省辖市，86个县，8个专辖市。全省人口3 017万。

12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在开封成立，林彪任第一书记，罗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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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谭政，李雪峰为常委。中共河

南省委隶属华中局领导。5月20日，华中局召集中共河南省委委

员开会，，林彪、邓子恢、李雪峰对河南工作作了指示，，决定下半年

以剿匪为中心任务。 1’，
。

-．一， ；t
。

14日 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

十九兵团司令长官张珍率部两万余人在武昌以南贺胜桥、金口一带

起义，。并于23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至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
．． ：·一-√ ，’⋯ 、‘。

20日 河南省公营企业管理局成立，李友三任局长。：1

j、，21日7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布《河南省(民国)三十八年农业

合理负担暂行办法》。 ：一。： ’． 、。4一 o．．．

，4 22～31日 河南省农业会议在开封召开。．会议确定今后农业

工作方针是：扶助农民恢复生产，‘。增加粮食收入，重点恢复特种农

作物，加强运销，兴修水利。同时决定训练农业干部，领导群众组

织互助合作，有重点地试办农业合作社。 ，‘| ：：。

27日 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任命牛佩琮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

席。嘲， 0 I ．：
。’ ：

，，

j’··一 ：

． 30日’中共中央批准增补文建武，裴孟飞、赵紫阳，于-

川、王国华、赵文甫，牛佩琮为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张玺、刘杰、

杨一辰、’吴芝圃、陈再道，毕占云6人为常委；张玺任省委书记，

刘杰任副书记。

6月

1日 《河南日报》创刊。中共河南省委决定，由刘杰、吴芝

圃、杨一辰、陈再道、岳明、史乃展，于大申组成党报委员会，刘

杰为书记，负责报纸的研究检查和改进；于大申任《河南日报》社

社长兼总编辑。同时，新华社河南分社成立，史乃展任社长兼总编

辑。
。

．

3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将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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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军区留守领导机关同第四野战军合并，成立华中军区(兼第四

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一政委罗荣桓，第二政委邓子恢，第一

副司令员肖劲光，第二副司令员黄克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

政，第一参谋长肖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河南军区隶属华中军区

领导。
△ 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治黄工作的指示，提出：“确保大

堤，不准决口”和“修守并重”的治黄方针。

9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河南大学。暂设行政学院、文

史学院、医学院。吴芝圃兼任校长，张柏园兼任副校长，嵇文甫任

副校长。

10日 国民党第十九绥靖区副司令长官、豫西第三纵队司令

刘希程率部千余人在灵宝起义。

12日 河南省支前司令部奉命成立。毕占云兼任司令员，牛

佩琮兼任政委，郭维真兼任参谋长。

15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岳明

任书记，张延积任第一副书记，刘冰任第二副书记。

16--26日 中共河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出席会

议正式代表207人，列席406人。省委书记张玺、河南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分别向会议作了剿匪报告和剿匪军事报告。会议主要讨论了

彻底肃清河南境内土匪的问题，通过了省委、河南军区关于剿匪工

作报告的决议，确定彻底剿匪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全党的中心任务。

16～20日 华北、华东、中原三大解放区人民政府批准，三

大区联合性的统一的治黄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成立大会
在济南召开。黄河水利委员会由华北区的王化云、张方、袁隆，华

东区的江衍坤、钱正英、周祺，中原区的彭笑千、赵明甫、张慧僧

9名委员组成。会上一致推举王化云为主任，江衍坤、赵明甫为副

主任。三大区公推华北人民政府领导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黄委会第

／一次委员会上，三大区委员分别报告了1949年春季修堤运石、防
汛工作和接收国民党政府治河机构、人员的情况，讨论了治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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