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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明

本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官坊办事处辖区的历史和现状。

上限起于r卜华人民共和圈建立(部分内容除外)，下限止于

1 990年底。遵照“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述了11978年一p

共十一屈三中全会以来辖区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全志分建

置、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五章，章下分节、目，采用横

排竖写的方法。语言文字按照通用的规范要求，纪年，数字

等也都采用国家正式规定的标注方式。

本志从1990年1 o月着手搜集资料，至l 991年3月完稿，

L’ 历时6个月。编写过程t{{：}，曾得到南关区志办公室的业务指

导和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于此一并致谢。

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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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 置

第一节 地理位置

南关区官坊办事处辖区位于开封市的南部。环绕火车站

和长途汽车站，横跨陇海铁路。它的北边是菜市办事处，西

边是三里堡办事处。东与新门关、繁塔办事处相连，南邻开

杞(县)公路，与南郊乡接壤。南北长，东西窄，总面积

1．07平方公里。 1990年有自然街道23条， 人口

19835人。

官坊办事处地处开封市的交通中心，繁华地带。每天在

开封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上下车的旅客摩肩接踵，穿流不

息。车站广场停放着各种接送旅客的车辆。在广场四周及通

往广场的中山大道上，各类商店、旅馆及服务设施鳞次栉

比。商店货物丰裕，顾客盈门，一派繁华兴盛的气象。

在本世纪初，这里虽然离城不远，却没有今日的热闹场

面。仅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座落着几个不大的村庄。铁路的

兴修逐步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清光绪三十年(1904)l on。

汴洛铁路开封至郑州段动工兴建，次年四月通车。同时修建

了开封火车站，并辟为商埠。以后，一些工商企业陆续在车

站附近兴建，以铁路职工(家属)和商业服务人员为主，逐

渐于火车站附近聚居。二十年代初，冯玉群的部队在车站北

侧设立了部队营房。以后又在此地专门修筑了贫民村(今平

民村)，开办了贫民．-ItF‘以安置来自鲁西南、苏北及豫东地区

沿陇海铁路西逃而滞留开封的难民。三、四十年代，扩修了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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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市中心并通往火车站的道路(中山大道)和新门关大街，

使交通运输和商业服务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服务业，

各种大小旅店、饭馆和贸易货栈等不断在车站附近开设，从

而使人口进一步增多。1974年5月，开封火车站重新修建，
l 978年2月竣工使用，并扩大了车站广场。随着车辆和人员

往来的增多，这里便成为南关地区最为繁华的地段。

官坊办事处所辖铁道以南部分，最早仅是小辛庄、曹屯、

大郭屯、小郭屯几个不大的村庄。陇海铁路修通后，在车站对

面的铁道南沿修筑了货场、铁路材料场和机车修理站，一些铁

路管理机构也在此设立。建国后，以材料场为中心，兴建了一

大批家属楼，规划了街道，增设了商业服务网点．至七十年代，

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职工生活区。1 990年7月，材料场居

民区和铁路林场家属院，共有铁路职工及家属近千户，3000余

人．与小辛庄、曹屯及大、小郭屯连成一片，成为人口较为

集中的居民区。

第二节 建置沿革

1949年1月1日，开封市人民民主政府发布文告，宣布

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普遍建立基层民主政权，即

镇、街政府。第五区(今南关区)下设5个镇，其中的宫坊

镇和新政镇，为今官坊办事处的前身。官坊镇政府下辖官坊

街、一营房街、学堂门街、中山路和大郭屯5个街政府(居

民委员会前身)。

1949年7月实行“警政合一”制。镇政府同派出所合

并，称镇公所。1953年1月结束“警政合一”制，恢复镇、

街政府．第一区(由等五区改)划分9个镇，原设之官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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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两镇不变。1953年8月，又将第一区的9个镇改划为6

个镇，新政镇被撤销，所辖街道归并官坊镇。

1955年12月，根据国家《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

撤销镇政府，成立街道办事处，为区人民委员会派出机构。南

关区(由第一区改)共设立4个街道办事处，其中的车站办

事处，管辖原官坊镇区域。同时，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条例》，成立了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车站办事处下

辖官坊东街、学堂门街、槐树院街、新政北街、天地台街和

一营房街6个居委会。

i958年8月，以办事处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将车站办

事处改为车站人民公社，6个居委会改为6个管理区。

1960年3月中旬，中共南关区委决定，将下设的4个人

民公社合并为两个公社，车站人民公社与新门关人民公社合

并，称新门关人民公社。下辖之管理区也相应合并，一般是

由原来的两个合并为一个。5月i 2日，新门关人民公社又一分

为二，设立南关区人民公社车站分社，并成立了分社管理委

员会。下辖之管理区(居委会)也恢复了原有规模。i961年

7月19日，随着中共南关区人民公社委员会和南关区人民公

社管理委员会恢复为中共南关区委员会和南关区人民委员会

的同时，又将车站分社改为车站人民公社，设立公社党委和

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辖管理区不变。以后一段时问，公社名

称与办事处名称并存。 ，

1962年5月，撤销人民公社，恢复街道办事处。将车站人

民公社复称车站办事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 966‘：it 8月，将车站办事处改

名前卫办事处。1968年9月，红旗区(南关区改)革命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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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立．与此同时，成立了前卫办事处革命委员会。
l 969年，成立中山大道居委会，将东起长途汽车站西至

维新南街西口的沿街居民区归辖。将学堂门居委会一分为

二，以学堂门、小辛庄为三育北居委会；曹屯、大郭屯为三育

南居委会．至此，车站办事处所辖居委会沌6个增为8个；

1972年5月，撤销前卫办事处称号，恢复车站办事处名

称，革命委员会建制不变，仍实行党政合一体制。

1980年10h，改车站办事处为官坊办事处。次年1 2月，

将三育北、三育南两个居委会分设为学堂门、曹屯和铁路材

料场3个居委会．至此，办事处所辖居委会由8个增为9个。

1981年以后，官坊办事处和居委会建置没有变化。至

1990年，所辖9个居委会是：官坊东街、一营房街、纪念塔、

(中山大街居委会改)曹屯街，材料场街、!学堂门街、新政

北街、槐树院街、天地台街。

附：官坊办事处沿革示意图

f麴爵_巫圈～叵圈⋯f车站人民公社卜～～《车站办事处卜脚卫办事处l⋯
。～一～=J I．．。．—．。。．——I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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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区域人口

1949年3月，官坊镇和新政镇分别成立民主镇政府。官

坊镇管辖大郭屯、小郭屯、曹屯、学堂门、小辛庄、西闸

口、官坊东、官坊中、官坊西、中山路(南段)、棚户、一

营房、平民村等街(村)；新政镇管辖天地台、维新南、维

新北和新政北等街道。1953年8月新政镇撤销后，所辖街道

归并官坊镇。l 955年l 2JJ成立的车站办事处，总共管辖15条

自然街，面积l。87平方公里余。有居民3594户，12339人，

大部分是城市居民，只有铁路南沿的曹屯和大、小郭屯有部

分农业人口。

1956年，棚户街因长途汽车站的改建被占用。七十年

代，随着铁路材料场家属区的发展，材料场(西、中、东)

街逐步形成。至1982年7月(第三次人口普查)，官坊办事

处辖区有22条自然街道。居民总户数4639户，人口l 881 6人，

其中男9572人，女9244人。汉族人日占绝大多数，为18358入，

回族421人，蒙古族4人。有各种文化程度者l 3870人，其中大

专以上184人，大学肄业或在校57X；高中3331人；初中5913

人；小学4385人；1 2周岁及1 2周岁以上识字不多或不识字者

3132人，0一一5周岁1560人。 ．

五六十年代，辖区人口增长较快。自七十年代实行计划

生育后，人口得到控制，自然增长率下降。1990年，官坊办

事处辖区面积为1．03平方公里，有自然街23条，lj口一营房街、

二营东街、二营西街、平民村街、三道胡同、维新南街、维新北

街、新政北街、天地台街、槐树院前街、槐树院后街、官坊西街、

官坊中街、官坊东街、中山路(南段)、小辛庄街、学堂门街、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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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街、材料厂西街、材料厂中街、材料厂东街、大郭屯街，

小郭屯街、材料厂家属院。1990年7月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

统计，全辖区共有居民5549户，19835人。其中男9888人，

女9947人；汉族人口I 9330人，占总人口的97．45％；少数民

族501人，占总人口的2．55％。在少数民族中回族465人，

满族10k，壮族3人，藏族12人，蒙古族8人，朝鲜族3

人，未识别民族4人。1989年全辖区出生326人，死亡109

人．自然增长21 7人，增长率为10．9‰。1990年辖区有农业

人口661人。

1990年7月，全辖区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556人，比

1982年增长202％；中专665人；高中3618人，比1982年增长

8．6％；初中6418人，比1982年增长8．54％；小学4149人，比

1982年下降4．36％。12N岁及12周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者(文盲半文盲)2725入，比1982年下降13‰。0～一5周

岁者1560人。

第四节 居民委员会

槐树院街居委会

位予铁道以北，中山路以南。成立于1955年12月。管辖

前槐树院，后槐树院和官坊西三条自然街。根据全国人口普

查，1964年有人口70l户，3270人；1982年为2599人；1990

年为853户，2866人，其中男1392人，女1474人。辖内有煤

炭批发部、市棉麻公司、市收容遣送站、南关区辅读学校和

南关区文化馆等，另外还有天主教堂一座。办事处和派出所

位于官坊西街1 1号。

～lON,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