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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示开封近三千年自然与社会的历史长卷《开封市志》(第二

册)付梓面世了。这是古城文化系统工程中的又一巨制。当这朵精

神文明的奇葩绽放芬芳之际，我谨代表中共开封市委、市政府，向

辛勤耕耘在史志园地上的园丁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在全市人民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奋勇拼搏之下，古都开封政通人和、

百业振兴。本书的出版发行是我市改革开放的又一丰硕成果，也一

定会为开封深化改革的大好形势锦上添花，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

机。

古人云：“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一面

镜子。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早在J『988年就对地方史志的作用做

过明晰的阐释。他说：“新的地方志，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青年

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

J99D年，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总书记又提出了加强国情教

育的问题。他将国情教育化解为“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

主义必然性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

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教育’’五个“教育’’。

这五个“教育一的内容都和地方史志紧密相关。就开封而言，开

封地情是制定开封发展战略方针的依据，是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的基础。《开封市志》就是科学而翔实的地情书，是开封近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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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酱果业共有86家。从业人员290人。1956年，

组建开封市公私合营酱果业总店。1957年，总店归口蔬菜公司。1958年，公私合营糕点

甜作归口糖杂公司。酱腌咸作由蔬菜公司组建国营酱腌厂。1963年，酱果合作店停止糕

点生产。南关、鼓楼，顺河、龙亭各区分建酱腌厂。1968年，区厂合并建成龙亭合作酱

腌厂，隶属蔬菜公司至今。

酱腌酿造生产用粮，由省根据城市居民人口，确定供粮标准，由市粮食部门供应。凡

粮制酱油、食醋、豆豉、面酱、腐乳、酱菜等除特殊情况必须外销者，外销须事先上报批

准。 各种产品，正常年份一律敞开供应，自由选购。特殊时期，对部分品种如豆豉、面

酱、 腐乳、大头菜等，间或实行按人定量，凭券供应。1962年6月份，面酱按人定量，

凭证每人1两；大头菜每斤收“工业券”1分。对部队及特需人员，优质定量，保证供应。

行业生产用粮，规定每人每年指标3公斤，粮食部门分批供应。1970年实拨粮80．3万公

斤； 1978年实拨粮117万公斤，计有黄豆56．3万公斤、小麦14．5万公斤、麸皮13万公

斤、 白薯干11．3万公斤、高粱O．5万公斤、面粉20．5万公斤、江米1万公斤；1982年实

拨粮 125万公斤。蔬菜公司根据原料状况，从市场需要出发，制定产销计划。酱油、食

醋、 一般酱菜按正常需要自行安排。蔬菜淡季和重大节日，由蔬菜公司安排产、销指标，

在政策及规定允许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若干产品销售外地。大头菜、西瓜豆豉等，应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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