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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I肯综述

开封，古称大梁，又称汴京、汴梁，历史悠久。夏、周及春秋时期，曾在这一带屡建城

邑。自战国时期的魏正式建都。继而又有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以及北宋和金在此建

都，成为当今中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自元代直至新中国建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以下称建国)之初，开封一直为河南省省会，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54年

省会迁往郑州，开封为省直辖市，豫东重镇。1982年2月由国务院首批颁布为全国历史文

化名城。1983年实行市带县体制，原开封地区所辖之开封、尉氏、通许、杞县、兰考五县

归属开封市。全市总面积为6444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359平方公里。，

开封市位于豫东平原，北临黄河，南接江淮，东毗山东，西达郑州，跨东经113。527—

115。027，北纬34。127_35。01 7，为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寒春暖，夏热秋凉，四季分

明。境内地势平坦，土质疏松，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历来是全国小麦、豆类及棉麻的主要生

产基地之一。市区湖泊众多，地下水资源丰富，素有“北方水城”之称。市境河道总长

226．83公里，湖泊坑塘总面积9．54平方公里，总储水量约410万立方米。另外还可从黄河

． 引水自流入城，年引水量达2．6万吨以上，供应城市日常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

开封市处于华北地台南缘，地质条件比较简单。境内发现的矿藏资源有石油和天然气，

主要分布在黄河南岸的兰考县境内，是中原油田的向南延伸，80年代已开采利用。

开封市境是中原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分布有尉氏县断头岗新石器早期裴李岗文

化遗址、同刘龙山文化遗址、杞县竹林仰韶文化遗址、鹿台岗商代文化遗址等，证明早在新

石器时代先民们已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口受自然环境和社会变动的影

响，数量时多时少。北宋时期，开封作为国都，城市经济繁荣，人口曾多达150万。金代以

后，城市地位下降，人口锐减。明后期为40万。清代人口再度大幅度减少，据清宣统二年

(1910年)调查，全城人口仅159729人。到民国37年(1948年)，城区人口回升到328412

人。1949年底市区计有281648人。建国后，随着城市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社会安定，人

民安居乐业，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断提高。从50年代至70年代，开封人口进入高出生、低

死亡、高增长时期。80年代以后，伴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人口的增长势头得到

控制。到1985年，全市共有3722964人，其中市区为629063人，市属五县为3093901人。

在全市总人口中，共有可识别民族25个，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5％以上。

建置区划

据文字记载，开封建城距今已有2700多年。春秋时期，郑庄公(前743—前701年)

为向中原扩展，在今城南的朱仙镇古城村附近筑城，名启封。此为开封故城。今开封城春秋

时期为仪邑，战国时期为大梁。今日之开封即由大梁之地和启封之名演变发展而来。

战国时期，魏国为争霸中原，于魏惠王六年(前364年)自安邑迁都大梁，并整修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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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开凿鸿沟。发展工商农业，使之很快成为著名都城。大梁作为魏都共历六君140年。秦

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秦大将王贲率兵攻魏，引鸿沟水灌大梁，城毁，魏亡。灭魏后，

秦改大梁为浚仪县，与启封县均归砀郡管辖。

汉代，为避景帝刘启之讳，于景帝元年(前156年)将启封县改名为开封县，属河南郡

管辖。浚仪县属陈留郡管辖。魏晋时期。开封县属荥阳郡，浚仪县属不变。十六国时期，列

国征战不已。开封、浚仪两县归属屡变。但均为地方县治。后赵石勒四年(322年)，浚仪

县始为陈留郡治。南北朝时期，兖州陈留郡浚仪县、司州荥阳郡开封县由东晋归属南朝宋，

不久又为北魏所得。并于孝昌三年(527年)将开封县划归陈留郡，至此两县同属一郡。北

魏分裂后，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立梁州，辖陈留、开封、阳夏三郡。浚仪县为陈

留郡和梁州治所；开封县为开封郡治所。北周武帝于建德五年(576年)占领梁州后，因梁

州临汴水，改名为汴州，州治浚仪。浚仪和开封二县均归陈留郡管辖。

隋朝继周置汴州不变。炀帝时开大运河，通济渠由荥阳、汜水经汴州入淮。连接邗沟直

达江浙。汴州位居交通枢纽，为其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至此汴州地位日益重要。唐高祖

武德四年(621年)置汴州总管府。睿宗延和元年(712年)开封县治移人汴州城，与浚仪

县同为汴州附郭，原开封县治废。自此浚仪、开封两县同城，并列为附郭首县。德宗大历十

四年(779年)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徙镇汴州，于建中二年(781年)修筑汴州城

及节度使衙署。兴元元年(784年)宣武军节度使治所由宋州(今商丘)移至汴州。李勉所

筑汴州城规模宏大，坚固宽广。五代和北宋的东京里城就是在李勉所筑城垣的基础上加固补

修的，也就是今日开封城的雏形。

五代时期，因北方屡遭战乱，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开始向东南转移。开封位居汴水之

滨，得交通之利，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相继在此定都，号称东京(又称东都)，置

开封府。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增筑开封外城，进行城市规划，拓宽道路，植树掘井，

为北宋东京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北宋建立，仍都东京。置开封府，开始了开封历史上的鼎盛

时期。时东京有城墙3道，汴河、金水河、蔡河、五丈河穿城而过。城内街道以4条御街、

(路)为主，纵横交错。33座建筑坚固、装饰华丽的桥梁将水陆河道交织在一起，使东京虽

处北国，却极富江南水乡景色。陆路上车骑轿马络绎不绝，水道中舟楫舳舻相接。沿街店铺

林立，商业繁盛，各色人等熙来攘往，成为当时国际上知名的大都会。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年)改浚仪县为祥符县。

t金人占领东京后，于熙宗天会八年(1130年)改东京为汴京。天会十五年(1137年)

设汴京路开封府，路、府治所均设开封。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立汴京为南京，改汴

京路为南京路。宣宗贞柘二年(1214年)金受蒙古威胁，迁都南京，对城垣、街道和宫殿

进行了修整，城市经济也有了起色。但外城内的许多地方已变成耕地，内城中很多繁华区域

也失去了昔日的景象。

元太宗四年(1232年)，设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下辖南京路，开封仍为省、路治所。至

此。开封由全国的中心城市降为中原省会。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南京路为汴梁

路。元末刘福通率农民起义军于韩宋龙风四年(1358年)攻占汴梁，改称东京并定都于此，

一年后败走安丰。开封复为元朝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及汴梁路治所。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将开封县并入祥符县，至此二县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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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置河南中书分省，开封仍为省治。清代继之，开封仍为省、府、县治所在地。

中华民国2年(1913年)，废府改道。撤开封府，将祥符县改名为开封县，属豫东道。

开封仍为河南省省会。民国16年(1927年)废道，民国18年(1929年)成立开封市，市、

县同城不相属。翌年撤市。民国21年(1932年)8月设行政督察区，开封县属第一督察区。

民国27年(1938年)6月，日军占领开封，省会迁往豫西，开封县政府(流亡)划归第十

二行政督察区，后又划归第一督察区。同年10月日伪成立开封临时市政公署，翌年1月成

立伪开封县公署，属伪豫东道。3月将伪河南省政府由安阳迁入开封。民国34年(1945年)

8月日本投降后，伪政权随之灭亡，国民党政府恢复开封原来建置。

1948年10月24日开封解放，11月成立开封特别市。1949年河南省人民政府于开封成

立。开封县政府于1949年5月迁往朱仙镇，市、县分处两地。1954年10月省会迁郑，开

封为省直辖市。1955年郑州专区专员公署改名为开封专区专员公署(简称开封专区)，驻地

由荥阳迁开封，辖开封县等10个县。1958年开封市受开封专区领导，1962年复为省直辖

市。1983年实行市带县体制，撤销开封专区，所辖之开封、兰考、尉氏、通许、杞县划归

开封市领导。其余五县划归郑州市。

开封城区划分屡有变化。清末整个城区划为东、西、南、北和南关5个区。中华民国建

立后仍设5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区为镇，市郊(护城堤内外)统划为乡。

开封解放后组建区、镇人民政府，全市设7个行政区。1949年改设5个行政区，．并实

行“以警代政”，撤销区政府，改设区公所，为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1951年3月改设4个

行政区。1952年结束“以警代政”，建立一、二、三、四区人民政府，并重建40个镇政府。

1953年5月成立回族自治区，并将40个镇缩编至24个镇。1955年将市内5个区合并为4

个区，原第一区改称南关区，原第二区和第三区南部改为鼓楼区，原第四区和第三区北部改

为龙亭区，回族自治区管辖范围不变。全市共设16个街道办事处、120个居民委员会。

1956年回族自治区改为顺河区，后称之为顺河回族区。1958年后，城市区划屡有变动，各

区并一度改称“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又改称“革命委员会”。1980年10月废止开

封市革命委员会，恢复开封市人民政府称谓，各区、街道办事处及居民委员会相应恢复原来

名称。
。

1983年实行市带县体制，开封县、兰考县、通许县、杞县、尉氏县划归开封市管辖，

开封市辖五区和五县。到1985年底，全市基层组织情况为：市内四个区设街道办事处20

个，居民委员会195个；五县和郊区设乡89个，镇4个，村民委员会2128个。其中鼓楼区

辖卧龙、新华、相国寺、州桥、西司、城西6个办事处(共设54个居民委员会，含133条

自然街。龙亭区辖北书店、大兴、北道门、午朝门4个街道办事处(共设36个居民委员会，

含108条自然街)。南关区辖五一路、三里堡、官坊、菜市、新门关5个街道办事处(共设

49个居民委员会，含88条自然街)。顺河回族区辖铁塔、曹门、清平、宋门、工业5个街

道办事处(共设56个居民委员会，含113条自然街)。郊区辖东郊、土柏岗、南郊、汪屯、

西郊、水稻、北郊、柳园口8个乡、140个村民委员会，共246个自然村，559个村民小组。

政治

开封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白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华。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下，开封城乡经济落后，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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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极端困苦。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开封人民英勇不

屈，前赴后继，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革命斗争中都建立了不

朽的业绩。

鸦片战争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渐成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他们内外勾结，

狠狈为奸，横征暴敛，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光是清廷摊派追加给河南的款税，每年就增加

300万两白银。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不堪重负的开封东郊农民在李元庆的带领下进行

了轰轰烈烈的抗粮斗争，迫使清廷免征黄河滩地的田赋。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河南同盟会员积极响应。以张钟端

为首的革命党人密谋在汴起义。后因奸细告密，50余人被捕，其中张钟端等11位革命志士

血洒古城。

农民起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呼唤着新生的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民国8年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为古城传来了新文化和新思想。随着《新青年》、《每周评论》、

《星期评论》等进步报刊在汴发行，马克思主义日渐传播，开封先后出现了宣传进步思想的

劭，如《心声》杂志、《青年》半月刊等。五四运动时，开封的工人阶级已有2万余人
(其中产业工人6千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0％。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开封的邮电、印刷、

铁路、兵工局、铜元局等行业的工人相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政治地位。尤其是民国

10年(1921年)11月20日，以开封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引起了刚诞生不

久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立即派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

罗章龙到汴指导，后长江分部主任包惠僧、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李震瀛又奉命派遣到汴进行

革命活动。其后，中共党组织又先后派张昆弟、冯品毅、唐际盛、王若飞、肖楚女等著名共

产党人赴汴，指导建党。民国11年(1922年)冬，开封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国共产党

机车厂支部建立；次年(1923年)2月，开封第一个基层团支部——第一师范社会主义青年

团支部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起着主

力军的作用。民国12年(1923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

封兵工局、铜元局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迫使河南反动当局答应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之后又

相继举行罢工或索薪斗争，并成立了开封工友联合会。

在开封工人阶级斗争的同时，青年学生纷纷组建进步团体。他们努力学习进步理论，探

索社会问题，并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民国13年(1924年)11月，

爆发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济汴学潮”，开封各校纷纷声援，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次年，肖楚女直接领导了开封学生反对补考运动。民国15年(1926年)，在中共开封地委

和青年团开封地委领导下，各青年团体联合成立了河南青年协社，革命活动日益深入。

在中共开封地委领导下。开封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民国15年(1926年)2月1日建

立了杞县农民协会，会员达8万余人。次年(1927年)5月，以杞县农民为主，举行豫东农

民暴动，组织万人农民武装，攻占杞县、陈留县城，’沉重地打击了奉系军阀的残余势力，有

力地策应了北伐军入豫。是年6月2日，国民革命军将领贺龙亲率独立15师攻占开封，受

到开封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民国16年(1927年)7月，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公开支持蒋介石，

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著名共产党人刘志丹、宣侠父等被押解离豫，中共开封市委

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其后的10年问，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中共开封市委仅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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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性破坏就遭受7次，有6位市委书记被捕，其中4人血洒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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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著名的是民国24年(1935年)12月，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不抵

抗政策，声援北京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在数九隆冬的季节，开封万余名爱国学生

毅然到南关火车站顶风冒雪卧轨请愿，强烈要求政府抗日，陇海铁路为之瘫痪，其壮举震惊

全国。

为了加强人民反对国民党新军阀斗争的领导，中共上级党组织多次派人到汴组建和恢复

党的活动。民国26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新组建的中共河南省委和中

共开封市委高举抗日大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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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活动范围广泛、影响较大的有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

开封救亡话剧团联合会、开封救亡歌咏队、光明话剧团、孩子剧团等。他们深入工厂、农

村、军队进行抗日宣传，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共河南省委还直接领导创办了《风

雨》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其发行量高达万余份，成为国内最早发行的3个抗日救亡刊物之

一，对宣传抗战、发动民众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民国27年(1938年)6月，日军进攻开封，遭到了抗日军民的强烈抵抗。6月6日，

开封沦陷。在日军占领开封的7年多的时间里，抗日军民从未间断过反抗斗争。民国28年

(1939年)4月，第一战区程潜部十二军二十师的一个团袭击开封城垣西关。同年10月，中

共领导的地方人民武装再次袭汴，炸毁火车，破坏铁路桥梁，打死打伤日伪官兵百余人。民

国30年(1941年)6月，开封人力车工人群起砸毁敌劳工所。次年5月，全市推水工人罢

工。所有这些斗争都给日伪在开封的统治以沉重打击。

为了组织和领导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民国31年(1942年)起，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

和中共冀鲁豫区党委等，先后派遣人员在汴组建工委和情报站，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开辟了

活动在敌人内部的特殊战场。与此同时，开封人民还坚持了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先后建立

了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以杞县为中心的睢杞太(水东地区)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日

伪的嚣张气焰，积极配合和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后，中共党组织在开封迅速发展。民国34年(1945年)10月，中共冀鲁豫十

二地委(原水东地委)批准成立开封支部；次年3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在原十八

集团军总部开封情报站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开封工作委员会；6月，中共华中分局决定建

立中共郑汴工委(该组织后改由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民国36年(1947年)3月，冀鲁豫

区委派人整顿开封工委，扩大组织，积极开展工作。

民国35年(1946年)，在蒋介石蓄意挑起全面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的新形势下，中

国共产党领导开封人民，迅速掀起爱国民主运动。次年5月3日，河南大学教授会决定罢

课，“要求增加教授薪金，增加学生生活补贴，挽救教育危机”。18日，河大学生声援教授，

宣布罢课。22日，为送别赴南京请愿代表团，以河大为主的万余名青年学生举行反蒋示威

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市区主要街道，直抵南关火车站，沿途高呼“反内战!反饥饿!反迫

害!”、“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并书写“打倒蒋宋孔陈!”的大标语。国民党政府当局

为破坏学生罢课，于5月28日和6月1日两次到河南大学大肆抓捕进步青年学生。被捕学

生大义凛然，怒斥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暴行。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营救下，反动当局被迫

释放被捕学生。开封人民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军事上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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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战场上，民国35年(1946年)5月，中共领导的水东革命根据地在进行土地改

革的同时，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冀鲁豫军区的支持下，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还

进一步壮大了革命武装和扩大了解放区。次年6月，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水东根据地军民

积极承担扫清道路、收容伤员和保证供应等任务，还配合刘邓大军夜袭通许县城、攻克尉氏

县城。在民国37年(1948年)的开封、睢杞战役中，豫皖苏一分区所属的杞县、尉氏、通

许等县即出动担架800多副、大车6000多辆、参战民工87000多名。供应军粮1000多万

斤，有力地支援了战役的进行。

民国37年(1948年)初，为迎接开封解放，各地下革命组织都分别通过各种渠道，搜

集包括军事设施、兵力部署的《城防图》等重要情报，并及时提供给解放军豫皖苏军区等部

门。是年6月17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奉命奇袭开封，激战五昼夜，歼敌

39000余人，首次解放开封。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6月26日解放军主动撤离。同年10

月24日，人民解放军再次解放开封。从此，开封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开封解放之初，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是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一副烂摊子：城市千疮百

孔，破烂不堪；商店关门，工厂停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失业队伍庞大。加上潜伏的敌

特分子不断进行破坏和捣乱，社会秩序异常混乱。中共开封市委(简称市委)和市人民政府

(简称市政府)遵照中央指示，在努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促使商业恢复正常经

营活动的同时，紧紧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首先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级机构，先

后建立了区、镇人民政府及其下属的街道基层组织。同时发放工商业贷款，安置失业人员，

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商店营业，工厂开工生产，学校复课，城市交通与邮电也得到恢复，城市

经济开始正常运转。

建国之初，为了粉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遵照中共中央

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中共开封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大力开展了土地改

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克服重重困难。毅然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市委及各级党组织深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大力

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控诉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开展爱

国主义生产竞赛，组织医疗、文艺等各种团体和大批的药品、器械，支援朝鲜战争，并将开

封人民的优秀子女选派到朝鲜前线，直接打击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者。在建国初期各种物资

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各界群众还开展了捐款活动。尤其是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助“香玉

号”战斗机一架，轰动全国。开封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精神、物质和人力上全力支

前，为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保家卫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为了打击国内的反动势力，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于1950年11月到1953年

8月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集中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伪匪人员、职业特务、

反动党团骨干、反动军官及恶霸、反动会道门首领等。取缔了反动组织“圣母军”，驱逐了

阳霖、高牧灵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从而肃清了国民党残余势

力，巩固了开封市三级(即市、区、镇)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

革和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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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郊区的土地改革于1951年1月开始。根据城市郊区情况复杂的特点，市委确立了

紧紧依靠贫雇农，坚决保护工商业，巩固工农联盟，团结城市其他劳动人民，结成巩固的城

乡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开封市郊区土改进行减租分配果实几个具体

办法的规定(草案)》，实行土地减租退押，逐步把地主占有的土地分给广大农民。郊区土地

改革的胜利完成，彻底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旧政府残余势力赖以复辟的社会基础。

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创造

了条件。
‘ ‘

在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三大运动的同时，市委和市政府还根据中央指

示，从1952年初到1953年，相继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

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打击了不法工商业者在经济领域的破坏和捣乱，教育了广大干部，整顿了革命队伍，使工商

企业纳入到正常的生产经营轨道。在此基础上，还取缔妓院，开展了禁烟(鸦片)禁毒(海

洛因等)运动，进一步清除了旧社会的遗毒。

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

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自

1953年起，开封市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对私改造。1956年改造进入高潮，年底全市所

有私营工厂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90％以上的手工业者参加了集体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

社。所有私营商户均参加了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到1957年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私营工商业生产资料的国营或集体化。与此同时，在

党和政府的引导下，郊区农民纷纷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相继加入了高级、初级农业合

作社或合作小组，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同时，市

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广泛深入宣传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意

义，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工人技术培训，狠抓产

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8681万元，是1952年的2．3倍，

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期间的各项指标，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但是伴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迅速进展，极“左”的思潮开始抬头。

1957年根据全国统一布署，开封市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整风过程中，广

大党员和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怀着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热情，向党的

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帮助党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

改善党的作风，进一步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但是在整风运动中也有少数人乘机借用“大鸣。

大放”的口号，蓄意歪曲事实，夸大党的缺点和失误，甚至要求取消党的领导。对于这股反

动思潮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大批好同志，犯了

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中共中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

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封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化肥

厂、仪表厂、高压阀门厂、空分设备厂、联合收割机厂、电机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在东郊拔

地而起，初步形成了东郊工业区，为日后开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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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由于继续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在城乡大搞“人民公社”化，实行盲目跃进，跨越生

产条件的限制，将大批集体合作企业转为国营企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村则刮起

“共产风”和“一平二调”，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加上1959年到1961年三年

自然灾害，使城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二五”计划期间，开封市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较“一

五”计划期间大大减慢，商品数量减少，物资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苦。事实教育了人们，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从1962年起到1965年，市委、市政府遵

照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城市经济进行了有计

划、有步骤的调整。缩短工业战线，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将一批盲目晋升为全民所有

性质的工商企业退回为集体性质；关停了一批无发展前途的工业企业，充实加强了大中型骨

干企业，增加了农业生产资料、日用工业品和重要原材料的生产；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严格

控制计划外项目，保证重点，提高质量；加强财政金融管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货

币回笼；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集贸市场，活跃城乡经济。并于1962年9月撤销城市人民公

社，恢复城市各级政权建置。在郊区认真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坚持

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作法，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调

动农民的积极性。在政治方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所谓右派分子及受错误批判的人员进行

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调动了党员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

市委对全市人民深入进行共产主义精神道德教育，号召全市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向县委书

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全

市人民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到1965年底胜利完成了调整任务。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人

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文化、教育、

卫生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

正当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一

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开封市两派群众组织对立，各级领导干部被当

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专家、学者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批斗

打倒，各级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在“停产闹革命”的歪风干扰下，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

序被打乱，必要的规章制度被取消，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个体经济和集贸市场被当做

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除，学校停课，武斗与流血事件层出不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

行逆施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觉坚持生

产，坚守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使开封经济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得

以缓慢发展。从1968年到1975年，全市工业产值仍逐年提高，并完成了一批改建和扩建项

目。全体人民的强烈抵制，有效地减轻了“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

等各方面的损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指示，认真进行组织整顿和思想

上的拨乱反正，在组织上清理了由于“突击提干，突击纳新”使不符合条件而吸收进党组织

或提拔的党员干部，为坚持真理而受到诬谄、批斗和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在思

想上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重新树立起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正确认识，解放了思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一个

新的伟大转折的开始。根据全会精神，市委、市政府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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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面对国民经济从计划经济逐步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新形势，

全市各行各业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业战线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的方针，大力开展横向联合，加强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体

制，根据大、中、小型各类企业特点，分别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将人

事、财务、物资等权力下放给企业，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主权。1980年以来，采

，取更新改造措施，使一批老企业的生产装备、技术水平提高，能源消耗下降，扭亏为盈，利

税增加。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商业服务业在“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的方针指导下进行调整和改革，在企业内部普遍推行承包责任制，试行租赁制，

改革流通渠道，发展个体商业和商办企业，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少环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的商业体系。

经济

开封经济从历史上看在中原地区发展是比较快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全省一

直处于中心地位，曾创造了许多全省之最。

工业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华，伴随着军事占领，经济渗透日益

强化。首先是洋货的大量涌入，继而是外国人在汴开厂办店，强占市场。在外来资本的刺激

下，开封的近代工业开始诞生。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封设立电报局。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清廷在开封创办河南第一家工业企业——河南机器局(兵工局)，这是开封第一

个使用机器生产军火的近代工业企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创办了河南铜元局。随后

民族资本家也陆续创办了一些工业企业，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立的耀华火柴厂、

宣统三年(1911年)建成的普临电灯公司等。这些官办和民办的工业企业，尽管兴起较沿

海地区为晚，但在河南省起步较早，成为开封近代工业的开端，在全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民国初期，开封的民族工业有一定发展，在机械加工、翻砂铸造、电力、面粉、纺织、

印刷、卷烟、制革等行业中相继建立了一些工业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河南省立工业总

厂、济民织布厂等官办企业和益丰面粉公司、天丰面粉公司、德丰面粉公司、大中火柴公

司、景文洲绫店、大昌烟厂等民办企业。这些企业基本上采用机械或半机械生产，并具有一

定的生产规模。民族工业的发展刺缴了古城商业的繁荣。民国3年(1914年)马道街首先

修筑道路，安装电灯，创造了较好的经商环境，吸引了大批名店来此经营，使马道街成为民

国时期开封新兴的商业中心。但是由于统治当局政治腐败，军阀混战，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

商品倾销，使得开封的民族资本发展迟缓，步履维艰。日本侵略者占领开封期间，更是大肆

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以致造成百业凋蔽，市场萧条，民不聊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封的

经济虽有复苏，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政局混乱，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军警宪特

敲诈勒索，致使许多工商企业倒闭，市场物资奇缺，通货膨胀。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开封经

济又迅速衰落下去。到开封解放时，全市机械或半机械化生产的百人以上的工厂仅有4家，

其余大部分是小型手工业作坊或家庭手工业户，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劳动强度大，生产效

率低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市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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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开封，使经济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

开封工业的发展呈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

期，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指引下，没收了官僚资本，加强国营工厂建设。

扶植私营工厂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先后改造了天丰面粉公司、普临电灯公司和新民蛋厂，建

设了地方国营开封机械厂、制药厂、生物药厂、植物油厂、大众烟厂、火柴厂、印刷厂、炼

硝厂、酒厂、机磨厂、制冰厂、第一酿造厂等国营工业企业。与此同时，还将天同纱厂、锦

新纱厂、龙华烟厂、豫明火柴厂从上海、无锡等地搬迁来汴。这些工业企业构成建国初期开

封工业的骨干厂家，并为以后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3160万

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值为1268万元，由1949年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96％提高到

40．13％。

1953年，遵照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封市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在此期间新建了13个国营工厂，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加上对资本主义工业改

造的完成，全市的工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新

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7730万元，超额完成了

“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五年中全市的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28．93％。基本建设投资达997

万元。为开封市的工业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化肥厂、仪表厂、高压阀门厂、空分设备厂、联合收割机厂、

电机厂、毛纺厂等大中型企业相继建成或投产。形成了东郊新兴工业区。工业生产规模进一

步扩大，技术设备先进，产品种类增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195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

到14288万元，比1957年提高1倍。但是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盲目实行“大跃进”，

追求高指标，以致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上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工业生产受到巨

大影响。1961年全市工业总产值降至15502万元，仅是1960年的39．5％。市委、市政府认

真执行党中央一系列调整的方针、政策和其它措施，使全市工业生产迅速回升，．并又陆续投

产一批工业企业。调整期间，全市工业总产值递增26％。至196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

32863万元，是1958年的2．3倍。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全市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一度出现了倒退局面。

1967年工业总产值较1966年下降10．98％，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1209元／人。全市广大职

工积极抵制运动，努力减少损失。加上“文化大革命”前投资建设的部分项目开始发挥效

益，使全市工业生产在1968年以后逐年又有所提高，并试投产了一些新产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经济政策，使开封工业进入新的

发展时期。198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结合开封实际，调整重工业的发

展方向，大力发展轻纺和化学工业，开展横向联合，加强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截止1985

年，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已达240多个，有10个行业建立了以大中型企业为依托的联合

公司。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先进设备45项，技术转让59项。市属预算内工业企业的

69．7％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遍及市区及五县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乡镇企业。生机勃

勃，发展迅猛。198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12340万元，比上年增长14．39％(其中市区为

180863万元，比上年增长8％)；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为154686万元，比上年增长

7．54％；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为57654万元，比上年增长35。45％。1985年全市已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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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1130个(市区626个，五县504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243个，集体所有制企业

887个：共有职工360451人(市区267427人，五县93024人)。全市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

产原值143918万元(其中全民工业企业为125877万元，集体工业企业为18041万元)，固

定资产净值94210万元(其中全民工业企业为82621万元，集体所有制企业为11589万元)，

利润总额为9466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为7787万元，集体所有制企业为1679万元)。

1985年的生产性建设投资7098万元，完成技术改造项目85个，开发新产品、新品种233

种。自1979年国家开展优质产品评定工作以来，全市先后有131种工业产品被评为省级以

上优质产品。开封已拥有机械、电力、纺织、化工、电子、轻工、医药、食品、服装等九大

支柱行业。 ‘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开封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的发

展势头。一批新企业的建成和产品投产，使工业经济有了新的增长点。1996年中外合资开

封新力发电公司12．5万千瓦第一台机组正式投产运行，开封花生集团、隆氏集团、开封正

大饲料公司等新建企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后劲。经过不断的改组改造和结构调整，全市工业

形成国有、集体、股份合作、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和私营企业等多种经

济成份并行发展的局面。至1998年底，全市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1180个，工业总产值达

103．76亿元，工业销售产值101．34亿元。其中新产品产值39492万元，出口交货值4609

万元。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合计138．34亿元。工业门类较为齐全，其中以食品加工、纺织服

装、化工、机械、医药、电力及饲料生产所占比重较大。主要工业产品有花生饮料、啤酒、

毛纺织品、化肥、合成洗涤剂、化学药品、搪瓷制品、高中压阀门、小四轮拖拉机、空分设

备等。

工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许多问题。主要是占工业经济主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因社会负担

重、设备老化、产品更新换代慢，整体出现效益滑坡。一部分企业破产倒闭，下岗职工大量

增加。这些企业大都面临着改组、改造、调整结构及强化内部管理的重大课题。经过全市上

下的努力，部分企业通过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焕发出生机，但整个国有企业全面转机还需进

一步努力。

商业历史上，由于城市地位的影响，开封在中原地区属于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特别

是近代以来，在工业生产的推动下，开封商业日渐繁荣，逐渐形成了一批远近驰名的商品集

散地和经营场所，如马道街、鼓楼街、寺后街、书店街、东西大街以及模范商场、相国寺小

商品市场等。但是由于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榨，大多数商户谋生艰难。到开封解放前

夕，全市虽有商户11146户、从业人员18137人，而资金总额仅197万元，年营业额也仅有

4500万元。其中，资金在500元以上的较大商户只占总户数的0．43％，绝大多数商户或资

金短缺，周转困难，或奄奄一息，濒临倒闭。

新中国建立以来，开封商业总的发展趋势是好的，但由于对商品经济存在着一些不正确

的认识，违背了其发展规律，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初期。由于敌对势力的破坏，开封和全国一样，市场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投机倒

把活动十分猖獗。市委、市政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安排群众生活，加

强了对粮食、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的管理，先后建立了各有关管理机构，并发放商业贷款，帮

助资金困难的商户扩大经营。同时大力组织粮油调入，以低价供应市民，很快平抑了物价，

改善了人民生活，商业购进和销售额也大幅度增长。1952年，商品纯购进额1447万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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