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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一)

《开封市南关区志》始编于1984年，历时J5载，今天终于印刷出版。这

是我区史志工作的一大成果。

开封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以。七朝都会”和历史文化名城而

名扬海内外。南关区为开封市五区之一，以地处开封城南而得名。作为开封市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南关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同整个城市兴衰与共，历经沧桑。

1948年JD月，开封解放，开始了历史新纪元，南关区也进入新的发展时

期。在党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坚持

党的基本路线，励精图治，团结奋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

取得了显著成就。《南关区志》本着纵贯历史，横陈社会的原则，较为全面、

翔实地记述了南关区发展的轨迹和各个层面，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

教等方面反映了全区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再现了南关区崭新的

风貌和辉煌的发展前景。 一

古人云：。以史为鉴方知兴衰。”志书作为特殊的地情书，具有。存史、资

治、·教化”的功能。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历代被视为。官

书”，是。官职”、。官责”。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领导对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

法的编纂尤为重视，现已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格局。借古

而鉴今是各级领导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指导现实工作的重要途径。希望辖区广

大党员、干部要学好志，用好志，为南关区今后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各项

社会事业的进步多做贡献。相信《南关区志》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发挥出日

益重要的作用。

编纂区志是一项纷繁复杂、艰苦细致的社会系统工程，凝结了参与编纂工

作全体同志们的辛勤劳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区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省、

市、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有关部门、单位以及专家、学者、热心志士的

鼎力支持，在此，我谨向为区志编纂、审定、出版做出贡献和提供帮助的单位

和志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中共开封市南关区委书记刘春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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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开封市南关区志》的编纂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从1984

年开始搜集资料，1994年初开始撰稿，经过总编室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于

1997年完稿。如今出版成书。这是南关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

果。

《开封市南关区志》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为

准绳，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南关区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南关区各项事业取得

的重大成就，突出了地方特色，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达到

了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目的。

《开封市南关区志》篇幅较大，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全书共设J9篇，近

7D万字。它既是一部实用价值很高的资料性工具书、地情书，还是一部蕴藏

着丰富人文资源的信息总库。希望全区以区志为教材，广泛开展热爱中国共产

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南关区的教育，以增强全区人民的凝聚力，激发

广大人民群众满腔热情地为振兴南关多做贡献。

修志工作是。官职”、。官责。，历代不辍，是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化传统，是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为官一任，以志存绩

这项工作不能忽视，不能废驰。要加强对史志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圆满完成本

届修志的编纂任务。迎接下届修志工作的到来。

借此《南关区志》出版、发行之际，谨笔为序，以示祝贺，为胜利跨进二

十一世纪再造辉煌。

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政府区长史根治

一九九九年六月



凡例

凡例

1、《开封市南关区志》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南关辖区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

书籍。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内容力求突出经济、突出现

状、突出地方特色，反映南关区优势。

2、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坚持辨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纵贯历史、横陈社会，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3、本志的主要方面作了远近不等的追述，上限年代不等远，下限断至

1 990年。

4、本志采用篇、章、节三级标题，篇为最高层次。以志为主，传、记、

图、表、录诸体兼用。

5、本志行文均为现代文体。标点符号、简化汉字、数字用法、计量单位

用法均采用国家公布的统一标准。

6、本志数据采用市、区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部分不在统计范围的数

据，均由主管部门提供。

7、本志详记区属单位，略记辖区单位，以求突出本区特点，反映辖区全

貌。区属单位系指南关区管理的行政、企业、事业单位。辖区单位是指行政区

划内非区管行政、企业、事业单位。

8、本志所记时间概念，。解放”系指1 948年10月开封解放；。建国’系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封解放前采用各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开封解放后，

均采用公元纪年。

9，本志所有称谓，机构名称，只在第一次使用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1 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南关区的各项活动都是围绕着中国共产

党南关区委员会(中共南关区委员会)的中心工作而进行的，因而书中的内容

以中共南关区委员会为主线，上下左右展开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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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关区位于开封市城区南部，北以古城墙为界，与鼓楼区，顺河回族区毗邻，东、

西，南三面与市郊区接壤，全区总面积9．94平方公里。辖菜市、三里堡、五一路、新门

关、官坊、繁塔6个街道办事处，1990年有户籍居民39327户，115321人．全区汉族人

口约占97％。其余是回、蒙、满、朝鲜等15个少数民族。

南关区地处黄河冲积扇平原，地势平坦，海拔高程约在72～78米之间，属暖湿带大

陆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热多雨。年平均日照2242～2530小时，年平均气温

为14℃。平均降水量627．5～723毫米。全年无霜期213天。区内水系属淮河流域，主要

河流有惠济河、黄汴河。

境内交通便利，陇海铁路横贯全境。郑汴、开尉、开杞、开商公路四通八达。开封火

车站、长途汽车总站位于区内中部，车站广场为市内主要交通线路始发站，为全市交通中

心。

南关区历来为军事重地，民国期间，驻军，过境军多在此驻防、扎营．建国后，人

民解放军陆军，空军也多在本区驻防，设置军事机构。

南关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有党的地下活动。民国

11年(1922年)1月，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南关召开陇海铁路全路工人代表大会。是年8

月，张昆弟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到开封南关车头厂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员，领导工人开

展革命活动。民国12年(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爆发后，中共车头厂支部领

导陇海总工会积极声援，向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出通电，并联合南关兵工局、铜元局举

行罢工游行，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民国14年(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

案爆发后，中共南关地下党组织开封各界群众4万多人，在南关演武厅集会游行，声援上

海工人的正义斗争．民国18年(1929年)3月，地下党组织陇海铁路工人和贫民工厂成

立赤色工会，同资本家展开反压迫、反迫害的斗争。民国24年(1935年)12月27日，

为声援抗日救亡运动，开封多所学校爱国师生在南关火车站卧轨请愿，迫使蒋介石复电开

封学生，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河南省委妇女部长吴平到南关陇海铁路子弟学校扶轮小学工作，

同年在铁路职工中发展党员，并建立中共陇海支部。组织铁路职工、家属展开对日斗争．

1942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南关天丰面粉厂100名工人抗议日军无故毒打工人，举

行罢工，并取得了斗争胜利。

1948年6月，南关人民为支援人民解放军攻打开封，自发参加万人队伍，到国民党

河南省政府请愿，打乱了国民党军队拆除民房、修筑工事的军事计划，为解放军胜利攻克

开封做出贡献。

1948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部队攻克开封，南关区人民从此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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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新生。是年11月24日，中共开封特别市委员会决定在南关建立党组织——中共第五

区委员会。从此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南关辖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

导力量。建国初，为医治战争创伤，党组织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发展生产，开展

拥军支前活动。领导全区人民完成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

民主建政及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了全区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7年后，按照中央、省、市的部署。中共南关区委领导全区人民开展了整风、反

右、社会主义教育、。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及。四清”运动，既有成绩，也有失误。

。文化大革命”中，南关区党组织一度瘫痪，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抵制运动干扰，

使全区的各项工作仍取得了一定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南关区同全国一样，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恢复了党的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从组织上、思想上保证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贯彻执行，促进了南关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

南关辖区的经济发展，与开封城市的规模、地位、人口演变密切相联。北宋时期，这

里地处热闹的城区．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兴旺发达。金朝以后，城市人口减少，规模缩

小，工商经济趋向萧条．明朝中期以后，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工商经济再度由今大

南门一带向外扩展，兴建了一大批商业店铺和手工作坊。明朝末年，开封城被一场洪水淹

没，数十年间黄土一片，南关城区随之消失。直到19世纪末期，这里除大南门外为一小

块闹市，其它地区仅有几个不大的村庄。

辖区经济的再度复兴，起始于20世纪初汴洛铁路的兴修。同时修建的开封火车站，

被辟为商埠。在此前后，一些近代工业企业于火车站附近兴建。随着人口逐步增多，商业

服务业，交通，邮电和汽车运输业迅速发展起来。至民国初期，初步形成新的城区。二、

三十年代，南关辖区的经济相对稳定发展，人口进一步增多，城区面积进一步扩大。全市

百分之九十的工业分布于本辖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辖区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大工业几乎损失殆尽。抗战胜利后稍有复

苏。至民国37年(1948年)10月开封解放时，百人以上的工厂仅有4家(也是全市唯一

的4家)。
‘

建国后，辖区经济发展较快。50年代末期，一大批现代工业企业在辖区的东、西两

部兴建，并带动小型工业企业迅速发展；商业服务业网点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并随城区

的扩展而不断增设；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进一步发挥交通枢纽作用，通过铁路和不断拓展

修筑的公路，幅射范围越来越广，增强了与省内外城市及广大农村的联系；城区面积迅速

扩大，陈旧面貌逐步得到改善。
‘

南关辖区的工业，按隶属关系，大致可分为市属和区属两部分。自50年代起，市属

工业企业在辖区内陆续兴建，截至80年代已形成东、西两大工业区，主要工厂有：机械

厂．啤酒厂，制药厂、卷烟厂，火柴厂，色织厂，纱厂，搪瓷厂、化工一厂，化工二厂、

化工三厂、油脂化工厂、通用机械厂、面粉厂、肉联厂等数十家。这些企业，规模较大，

设备较先进，在全市工业中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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