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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城市建设是城市工作者按照城市本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去建设

城J市，发挥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实践活动。，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对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和回顾，追溯城市的发

展历史，进而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城市建设的借鉴，并进一步

推动城市建设工作，这应该是编写“城建志”的一个重要目的。

基于这个目的，《开封市城建志》经过城建部门的积极努力，厂特别

是编志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正式编辑出版了，这实属一件大好事。

开封是一座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我国六大古都之

一。北宋东京时期，曾是中外驰名的国际都会，是开封市历史上

的最繁华时期。尔后，由于历史沧桑，几度沉浮，到解放时已变

得破烂不堪。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规

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才得以较失的发展和加强，使古老的开封焕发

了青春。广大城市工作者，从对开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变

化史的回顾、研究和探讨中，一定会受到启迪，进一步推动城市

的建设和发展。

，近年来，开封市的城市建设工作，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关注。

采到开封的中外游客，都在寻求开封的兴衰历史，领略开封的美

好风光。这部志书中不仅描绘了过去的光辉篇章，梗概记述了开

封的建设历史，也记述?了建国以来盼伟大成就。对建国后几个不

同时期城市规划的斟订、执行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论述，特别是对

近年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所明确规定的．‘}lj城{疑护和改造与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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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发建设相结合，近期以新区建设为主”方针的贯彻实施情况，

以及重要城市建设项目和社会事业项目也都做了重点论述。对重

要文物和旅游景点作了详蛔介绍。该书中论述既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误的教训，成败褒贬，均客观地寓于志书之中。在庆祝开

封解放40周年之际，这本书是个“献礼品”，也是“认识开封，热

爱开封，建设开封”的一份系统资料。可能会使大家从具有开封

特色的建设中，得到_些反思。尽管书中尚有许多缺陷和遗误，

但我认为，她仍是一本既有参考价值的专业资料志书，又是富有

建设方面知识的趣味性读物。 ‘

白宪民



例

一、《开封市城建志》为一部城建专业性的地方志书。记事上

溯远古，下迄1987年，个别事项记载涉及1988年。4

二、本书略述过去开封城市建设概况，主要记述建国后开封

城市建设的成就及经验教训。全书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的统一。

三、本书采用述、记、志传、圈、表、照、录等体编纂：。彩

色-9黑白、照片集中放在志书正文之前，图、表穿插于志书正文之

中。图、表均标有序号，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
‘

四、本志书历史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

或民国纪年，括号内换算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

记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j后的记述，正文内统简为

建国前、后。 ，

五、本志书数字的用法，除习惯用汉字外，均用阿拉伯字。

引用历史文献的条文时，仍用原文中的名称及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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