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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厂近年获得的部分奖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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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国，编修志书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

期，就出现了具有方志性质的地方史籍；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

志》时，曾援用当时方志的材料；晋代常璩著《华阳国志》，记载

了从传说中的远古至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各郡县的政治沿革、交通、

物产、土俗，以及贤传轶事等，内容十分丰富；到了近代，编纂志

书的工作更加盛行。

由于志书是综合性著作，人称地方的小百科全书。在中华民族

数千年文明历史中，浩如烟海的地方史志书籍是极可宝贵的文化遗

产。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大力提倡整理和编修地方志；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要求各地编修志书。1982年底，

本厂接受了编写厂志的任务，建立了领导机构，组织了编写小组。

1 983年初，编写小组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征求和整理工作。先

后在本厂资料室、市图书馆、档案馆、统计局翻阅文书档案三百五

十多卷，报纸三千多期，摘录资料二十万字；走访知情人三十多人

次，整理座谈记录二十余份。在初步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四月下旬

动笔试写。

初稿写出后，曾经厂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审查。增删修改后，报

请厂党委和轻工局修志办公室验收，尔后定稿。全书共十一章，

包括文字、图表、照片等，约计九万字。本志记述时限，上自l 952

年，下至1 982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历史沿革部分写得较为简
1



略，现状部分则力求全面、详尽。书中所载数字和文字资料均有出

处，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注明。

厂志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好厂志，对于掌握情况，鉴

往知来，进一步搞好工作，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

意义。我们力图真实地反映本厂三十年来发展中的成败得失，经验

教训，然而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缺少专业知识，加之资料收集不

全，因此力不从心，书中遗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望大家

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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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广 进

开户银行

帐 号

电话号码

电报挂号

概 况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

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

河南省开封市文庙街二号

古楼街办事处

3043010

23363 22395 22448 22529

22150 22436 22795

4357 保密信箱代号 9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位于开封市区东北。东临北兴街，西接

民宅区，南连汴京饭店和东大街毗邻，北通文庙街与七中一路相

隔。工厂大门设于文庙街二号，座南朝北。登临高处，左可遥望龙

亭，右可仰观铁塔。厂区四周道路纵横，交通便利。

1 982年厂区占地面积1 2，778平方米，车间生产用房面积5，700

平方米，办公室用房面积1，300平方米(不包括营业部)，厂区生

活用房面积32 0平方米，厂房总值465，099元，固定资产2，944，34，

元， 流动资金559，229元，主要设备1 63台(付)，设备总值

1，986，954元，年产能力：平印82，620千印；铅印1 7，1 36千印；零

印99，756千印。1 982年总产值360万元，总利润1 9．3万元。上交税

金1 08，5 90元，1 982年底共有正式职工6 1 3人，其中男职工356人，

女职．7-_257人；干部47人。全厂共有党员92人，团员97人。

· 1 ，



第一章 沿 革帚一覃 7百 单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号称七朝都会、六大古都之一的开

封，在全国文化教育方面居重要地位。与之相适应的印刷业也很早

就得到了发展，北宋时官办和私营的印刷作坊遍布全市。清代时，

仅报纸出版就有《河南官报》、 《河南白话报》、 《开封日报》；

民国成立后则有《民主报》、 《自由报》、 《河声报》、 《新中州

报》，北伐后国民党政府发行《河南民报》和《河南民国日报》，

其他尚有《河南晚报》、 《力行日报》、 《民权新闻》等。我党在

开封曾出刊《中州评论》、 《风雨》杂志，影响较大。

日军侵华不久，开封沦陷。百业凋敝，市场萧条，全市印刷工

厂纷纷关闭，工人四处逃难，民不聊生。抗战胜利后，停业的工厂

才陆续恢复生产。

建国前夕，全市除“省印刷局”、 “河南民报社”、 “河南民

国日报社”、 “扶群印刷所”等官办印刷机构外，还有私营印刷厂

社三十余家。建国后，政府又投资兴建了大众印刷厂(后改为省第一

印刷厂)和人民印刷厂(后改为省第三印刷厂)，1 954年省会迁郑时，

几个省营印刷厂也同时迁往郑州或其他地区。经过1 956年党对私营

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市规模较大的工厂有公私合营开封印

刷厂和开封市印刷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厂当时有职工近二百人，生

产能力每月可拣字一百八十多万，可印全张单色一千九百多千印；

印刷生产合作社有职工一百多人，每月可拣字一百三十多万，可印全

张单色五百七十千印。1956年1 2月印刷生产合作社转为开封日报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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