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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编辑《河南省科学技术大事记》的目的。搜集整理建国

似来河南省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事情，为领导机关，科技管理部

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了解河南科技发展概况提供参考，为有

．关研究人员提供研究线索，为图书馆及情报信息部门提供交流和

-馆藏资料。

二、编辑原则：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资料的本来面

目，客观地记述事迹的发生及过程。在顺序上以时间排列，共收

录河南省科技大事两千余条。

三、资料来源有四个方面：科技部门的年鉴、史志}国内、省

内的科技新闻报道，科技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及科技协会的档案

材料，有关科技专著，专辑及其他科技出版物。

四、收录的内容；1．河南省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方针所制定、颁发的科技政策、

法规，2．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人关于河南省科技工作的讲

话，批示等；3．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创造，技术上的新突破

和重大成就，包括国际组织、国家奖励的成果，省、部委奖励的

。二等奖以上的成果，4．全省性科技活动及科技动态，包括会议、

展览、交易、学术交流等，5．对发展河南科学技术有重大影响的

政治事件，6．人们普遍关心的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其他重大事

件。

五、每个条目由时间、标题、内容和资料来源四部分组成。

；时间上大部分采用事件发生时间，个别条目采用报道时间。

六，本书编纂过程中，得到省科委，省科协、省科学院、省

，农科院、河南日报社，省科技情报所等单位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指正。
：

一

。
、～。 小

‘编 者
’

1 9 9 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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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5yJl0日河南省人

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开封成立，标志着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进

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河南省情》P39)

5月22日 全省第一次农业会议召开

吴芝圃在会上作了题为： “河南的经济情况与今后经济建设

的方针任务”的报告。会议指出；水灾区主要治水防患，山区应

修渠灌溉，农场方面总的方针是：试验改良粮食作物种子供给农

民，指导农民种植特种作物，研究，提高并推广农作物栽培，肥

料制造、牲畜饲养等方法。

(《河南省经济大事记》P9)

10月5日 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郑州区筹备分会成立

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郑州区分会

10月5日在郑成立。推出筹委25人，7日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选

出郑州市文教局长王子珍等9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推王子珍及郑

州市卫生局长张新生、工商局长赵艺文分别任正副主任委员。并

议决：目前主要工作为调查登记河南地区tl然科学工作者，要求

作到所有自然科学工作者都能参加，并决定lOyj 25日前完成全区

登记审核工作，报送北京总会。 ：

(．，《河南日报》1949．10．16)

10yJ 10日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成立 ．

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10月10日成立，10月21日召开治淮工作

会议，一根据中央提出的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目的的治淮方针，拟定



。了河南省治淮工作大纲和分期进行工程项目。 t

(《河南省经济大事记》P40)‘

1949年12月,--,1950年1月 中央兽疫防治队来豫开展耕牛防疫工

作

中央兽疫防治队于1949年底分赴南阳、淮阳两专区，防治耕

牛16万头，基本上扑灭了两专区的牛炭疸病。《河南日报》为此

。发表了“慰问中央兽疫防治队”的短评。 ．

- (《河南日报》1950．2．1)-

1 9 5 O年

1)I 16～27日 省第二届农业生产会议召开‘

会议确定对不同地区规定的工作方针是。巳土改地区要组缀

农民生产互助，培养劳动模范，实行精耕细作，推广优良品种，

帮助解决农具、牲口和种子的困难，并组织妇女投入生产运动。

正在进行反霸或土改的地区，要宣传政策，制止地富破坏，打碇
中农顾虑，稳定生产情绪，保持生产水平不致下降。

(《河南省经济大事记》P25)

2月16日 自然科学工作者开封筹备支会成立
：

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于2月12日在河南大学举行会议，，

教育厅曲乃生副厅长在会上发言。经酝酿选出李俊甫为主任委，

员，张静吾、耿鸿枢，周士礼为副主任委员，吴绍睽，吴一麈等

7人任常务委员。并自16日起进行会员登记审查及编组等事宜。

(《河南日报》1950．2．16)

5月 政务院函令镇平县对“西魏造像碑"严加保护

、 西魏造像碑建造于西魏大统三年(公元537年)，现存镇平

县杨营乡贾庄村西南中兴寺(登禅寺)内。圭首上雕佛像，下勒7

铭文，记载大魏镇远将军步兵校尉前河北太守镇固城大都督周坡
县开国男白公名实v字双城的生平，及参与葬礼的南阳、新野、

顺阳文武官员62人，是研究西魏历史的宝贵资料‘其碑文全为魏

·2．



书，亦是书法艺术珍品。 ’．

“
，。

，

，．

．j(《镇平县文化志》1986年>

6月28日豫、平，鲁黄河防汛总指挥部成立 ， ． ’：

河南、平原、山东三省人民政府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为了战胜

洪水，保卫三省沿河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医治战争创伤，恢复

农业生产，遵照中央指示，各派代表集会开封，于28日成立黄河

防汛总指挥部。

(《河南日报》1950．7．3>

11月 开封农场改称河南省农业试验场

省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指示，将省农林厅直属开封农场改称

河南省农业试验场，仍隶属省农林厅领导。

(省农科院历史沿革表)

12月 河南省第一届农场会议在省农业试验场召开 ．

会议总结了工作，布置开展以搜集农作物品种与良种选育为

主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定了河南省各级农场经营管理方案，合作试

验办法，推广工作办法。吴芝圃主席、杨一辰部长到会作了报告。

(省农科院党史大事记)

12月 河南建立第一批气象站

中南军区司令部在河南建立第一批气象站共6个。其中洛阳，

信阳站属河南省军区领导，郑州，开封，新乡、安阳机场站属空

军领导。

(《河南省情》P197)

1 9 5 1年

1)I 7～9日 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在开封召开 ，

会议听取了1950年治黄工作总结和1951年治黄方针、任务和

财政预算的报告。会议一致认为，1951年应在下游继续加强堤

防，大力组织防汛，在中、上游大力筹办水库，试办水土保持。

(《河南省经济大事记》P43>

． 3．



1月25日 河南省科学普及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

成立大会在省立博物馆召开。会议推举张柏园为主任委员，

李俊甫，马杰，吴绍骥，王云亭为副主任委员，杨子固为秘书处

．主任秘书。张静固为组织部主任，刘孟真为业务部主任，共有委

员25人。 ．
，

一 (省科协1951年档案)

2)I 22日 科学院“辉县调查发掘团"取得成绩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调查发掘团"1950年10月赴平

原省进行殷墟发掘工作，共计获铁器，玉器，战国军迹，陶器等
1 06箱。 一

(《人民日报》1951．2．22>

3月4日淮河上游普设水文站

为了治淮工作需要，淮委会决定在上游建立水文站。省治淮

总指挥部开办训练班，已培养干部29人。将被分配到上游各支流地

区的23个三等水文站、10个二等水文站。一等水文站设在漯河市。
、 (《河南日报》1951．3．4)

3月6日 郑州电信局研究创造了测量台

郑州电信局工人王铭创造的144f-]测量台，实用证明功能完

善，分测内外两线，可以把保安器、滤波器、播电线圈、交换机

内部的障碍分别查出来，对及时修复故障有重要的作用。 ．

(《河南日报》1951．3．6)

3月10日 开封机务段齐秉钧创制自动开闭吹灰器，使吹烟管工

作效率提高5倍。
‘

． (《河南日报》1951．3．10)

5月9日中央治淮视察团到达开封．

代理团长邵力子把毛泽东亲笔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

锦旗授予河南省治淮指挥部。
：

’

(《河南省经济大事记》P53)

5月18日 南阳专区捕灭吸浆虫受省府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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