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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县志》已编修告竣，这是全县人民社会生活中值得庆贺的大事。

开封县历史悠久，又长期系中原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发

达，人文荟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在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出

了前所未有的业绩；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经济繁荣。此
。

时，继承盛世修志优良传统，融历史文化精粹与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伟绩于一体，

编写新县志，是时代赋于我们的责任!庆幸历经四届政府的努力，书成当任，甚

，感欣慰!

编写《开封县志》是一项浩瀚的工程。县的历史涉及启封(开封)、浚仪(祥

符)，陈留及小黄，苑陵、新里等六县，分合多变，资料短缺；现实内容又关联县

内诸领域，资料须全面收集。然县志总编辑室的同志不畏艰辛，不辞劳苦，呕心

沥血，勤奋笔耕，终在各部门、各界人士的通力协作及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的

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我特向为《开封县志》编纂作出贡献

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开封县志》是开封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轨《关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准绳，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了开封县的天文、地理、人文、社会

等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重点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事业的发展历程；其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具

有鲜明的地方和时代特色，是一部较为朴实、严谨、科学的百科资料全书；很有

资治、教化、存史价值。相信她的付梓将对开封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

巨大的促进作用，希望县内有识之士人手一册，以史为鉴!

开封县人民政府县长：段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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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如实地记述开封县自然、社会等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2、本志采用中篇结构，首设综述、大事记，尾缀附录，主体分建置区划、自然地

理．人口，政党、政权、政法，群众团体、军事，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乡镇企

业、城乡建设人民生活、财税金融、经济管理、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卫生体育、民政劳

动、风土民情，人物，乡镇简介等23篇。

3、本’志记事时空范围，时限上不封顶，下断1988年底，但本着。详今略古”的原
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内容为主，其中交通，人物，

政党，政权、’附录等篇中的部分内容延至1990年底；地域范围涉及曾辖地区，以现行区

划内的史事为主． ’

4、本志录用数据，建国前部分来自旧志书或档案，均系当时行政区划内形成的数

字；建国后部分源于县统计局，但财政收支及统计局未统计的项目，由主管部门提供，统

计局数字是以现行区划范围为基础进行收集整理的，已经划归他县地区内的数字和。大跃

进”时期浮夸的数字已予以剔除．有关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消费水平

等数据，均系1980年不变价，若用当年价，另加括号注明。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试行)》的规定为准．．民国及以前采用历史纪年法，加括号注公

元纪年，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 7

5、入传人物概为谢世者，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简介人物均为健在者，以生年先后

为序排列．

6、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叙事，·规范简化字书写。专业名词、符号，服从

国家统一标准，数字作为计数时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修辞数字用汉字书写；．地名，服从当

时称谓，涉及全县范围的称谓，常用“境内’二字略代当时的三县名字，须特别明确三县之

一的地方，以当时县名出现；文中。解放前”系指1948年10月以前，。建国”系指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引用古书忠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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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县位于豫东平原，七朝古都开封市的近畿，东径114。07
7 1 140 43 7，北纬

34。307 14。56 7，东与杞县、兰考接壤，南与尉氏、通许毗邻，西与中牟交界，北

隔黄河与封丘相望，开封市镶嵌其中。境纵40．8公里，横55公里，面积1449．9平方公

里，其中耕地占67％，林地占4％，荒地占1．9％，村、镇占地11．7％，交通用地占

5．5％，河渠塘占地9．9％。全县设16个乡、3‘个镇和1个国营农场，辖344个行政村计

922个自然村，’共2976个村民小组，．有130499户计606833人，．人口密度为419人／平

1方公里，总人口中，农业人VI占95．4％，汉族占98．47％，少数民族有回、满、苗等15

个，各民族问和睦相处。县城居境中部黄龙寺村，西距开封市9公里。

县境属黄河冲积平原的组成部分。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高度在海拔89．3^2．5
米之间，地貌有黄河堆积滩地、．风积冲积砂丘地、黄河冲积平地、黄河冲积低洼地4种类

型；土壤分为潮土、风砂土两类，继而分为黄潮土、盐化潮土、湿潮土、冲积性风砂土4

个亚类，9个土属中仅砂土土属即占总面积的43．31％；土壤富钾、少磷、缺氮，呈碱性

反应。 一
，。 ·

· 境内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具有春季干旱风砂多、夏季炎热雨集中、秋季凉爽温

差大，冬季寒冷雨雪少的特点。据195l至1981年统计，平均年日照时数2267．6小时，

平均日照百分率51％，平均年太阳辐射总量114．75千卡／平方厘米，光合有效辐射量

50．23千卡／平方厘米；年平均气温14℃，绝对变率0．37℃，极端高温42．912，极端低温

16℃；全年无霜期214天，年日均气温O℃|以上的持续时间305天，日均气温5℃以上
的持续时间255天；地面温度年均16．2℃，地下5厘米温度年均15．6℃；平均年降水量

627．5毫米，80％保证率为495毫米，平均降水日数。77．7天，夏季降水量占全年的

64．91％。 ! ．‘

境内水系，除袁坊、刘店两乡属黄河流域外，余属淮河流域的涡河，惠济河水系。有

大、小河流32条，均匀布境，河网密度0．4公里／平方公里，年径流总量7100万立方

米，多属季节性河流，其中在境内流域面积lbo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有黄河、贾鲁

河，惠济河等8条。浅层地下水埋深平均3米，水层厚15米左右，单井涌水量4010
吨／小时的面积占总面积的70％，淡水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8．6％。

j开封县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新石器时期已有先人在境内繁衍生息，我国第一个

奴隶制王朝夏，于第七世帝至十三世帝在境内老丘(今陈留北)建都长达217年。春秋

时境内已有三邑，其一仪邑，曾先后称大梁、浚仪、汴京，东京、南京，开封等；其二启

封，汉景帝元年易名开封；其三留邑，原属郑后为陈所并，故名陈留。秦置浚仪、启封、

陈留三县，今开封县主要由此三县演变而致。西晋泰始元年(265年)省陈留县人小黄

县，隋开皇六年(586年)复置；唐武德七年(624年)省开封县入浚仪县，唐睿宗延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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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712年)复置；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将浚仪县易名祥符县，明太祖洪

武元年(1368年)省开封县人祥符县，民国2年(1913年)将祥符县易名开封县，’1957

年7月省陈留县人开封县；1960年，省开封县建开封市郊区，1961年10月，析郊区复

置开封县至今。其间，自战国时魏、五代时梁、晋、汉、周及北宋、金等七朝分别在境内

建都长达360年，另自公元前122年至1952年的两千多年中，县治先后连续与郡、州、

道、军、府、路、省等治所及专员公署同城附郭；解放后，开封市、开封县虽分置，但开

封市除北濒黄河外其余均在开封县包围之中。由于县境长期地处中原乃至全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给开封县的开发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历史上曾物阜财丰、人文荟萃；但

广大劳动人民却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若权力更替，则倍受兵燹之苦，人民国

后，又值军阀混战、日军入侵，给开封县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建国后，县人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勤奋创业，各项事业逐步恢复发展。

开封县的经济素以农业为主。1949年农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90％以上，1978年

占65．1％，1988年达29534．1万元占50％，是1949年的8．37倍，是1978的4．36倍；农

业经济中又以种植、№为主，1949年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9．50％，1978年占72．13％，

1988年占66．04％，当年粮食总产量288306吨，平均单产213公斤，分别是1949年的

3．18倍和4．5倍，是1978年的2．09倍和2．15倍，主要农作物足小麦、花生、西瓜；农qk

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水利条件的改善，建国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对黄河的治

理和开发利用，现已建成柳园口、赵口两大“引黄”自流灌溉区，其干、支、斗、农渠伸至

各乡，加之井灌、河流提灌，总有效灌溉面积达718662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2．2％，

现黄河水利资源已成为境内的一大优势资源。开封县的工业发展较早，但建国前主要集中

在开封城里，农村则仅有个体手工业，1949年产值仅为14．2万元，占社会总产值的

O．3％以下；建国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较大的发展，1988年县、乡两级工厂

达117家，从业人员8665人，分22个行业，主要有机械、皮革皮毛及其制品，食品饮

料制造等行业，年总产值9208万元，占社会总产值的15．27％；工业产品有71个品种，

其中地面自控气体增压式无塔供水设备和YB型电动液压板机属国内首创产品。境内商

业，历史上曾较为繁荣，除开封城外，朱仙镇在明、清时期曾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

地，盛时商户达4万户，与汉VI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中国四大名镇，清末及民国年

间，商业凋蔽；建国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业发展迅速，1988年，有商业

机构4076个，从业人员9923人，其中国营商业191个计2199人，集体商业443个计

2897人，个体有证商业3442个计4837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880万元，是1950年的

24．18倍，是1978年的4．22倍。财政收入，1956年突破百万元，1975年突破500万元，

1987年突破千万元，1988年1343．8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入占61．18％，农业税收入占

19．71％，企业收入占14．2％，其它收入占4．91％；财政支出，1988年2634．9万元，其中

文教卫生事业费支出863．6万元，占总支出的32．77％，支援农业支出占总支出的60％。

金融机构，1988年有158个，其中县级5个，县内二级机构45个，储蓄所20个，信用

社11个，信用站77个；年末各项存款余额8992万元，各项贷款16717万元，现金收入

2837万元，支出3128万元。开封县的土特产品繁多，名声颇大，-主要有：汴梁西瓜，具

有个大、皮薄、汁多、含糖量高、沙甜可口的特点，年均种植面积6万多亩，占耕地面积

的5．5％，单产平均1300公斤，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3％；花生，具有果大、皮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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