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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辨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开

封的历史和现状。

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是本志的编纂原则。全面记

述，重点突出，力求反映开封自古以来各方面的变化，重点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J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的发展状

况。突出记述经济内容，注重体现地方特色。

三、本志上限不等远，原则上自各专业(系统或行业)发端时记

起，下限一般断至J『9鼬年。部分章节有所延伸。

四、本志所记地域范围，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是指

府，9{1、县治和国都、省会所在地开封；建国后除特别注明者外，按不

同时期的市辖区域而定。J9黜年JD月实行市带县体制以前，市区指城

区四区，全市指五个行政区。J9韶年JO月以后，市区指五个行政区，

全市指五区五县。

五、本志采用“多卷多章”结构，内容分总纲(综述、大事记)、专

业志和附录三部分，卷为最高层次，一级并列；卷下依次是章、节、目

等。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五种体裁，外加照片图表。述指

卷首之综述和各专业志之概述(或无题概述)，宏观叙述全市或某项事

业的全貌；记指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之纪事本末体，简要记述发生

在开封或对开封有较大影响的大事；志指按科学分类兼顾社会分工设立叼

的专志，为全书的主体，采取横分门类纵述始末的方志文体；传指人物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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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战国时期，魏惠王迁都大梁(开封)后，为了建立霸业，着重开发午道交通。当时以

大梁为中心，四外辐射的午道纵横交织。东通齐国的临淄，西通韩国的新郑，南通楚国的

宜城，北通赵国的邯郸，。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泰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午道的基础

上，平整加宽，拆除关隘，发展成驿道(也称驰道)，更为通畅。隋朝统一南北后，开封

的驿道交通，西通长安，东通徐州，东北通兖州和登州。开封驿道交通最发达时期是在北

宋。当时以东京(开封)为中心，四外辐射的驿道有：往北经大名，通北方军事要地幽

燕；往南历武关，通洞庭流域；往西出潼关，通关中地区；往东过徐州，通长江下游扬

州；西南经方城，过南阳，通军事重镇襄阳和樊城。四通八达的驿道，使北宋王朝四外用

兵召挥自如，飞刍鞔粟，不失时机，政令颁布，下情上达，息息相通，无远弗届，给开封

带来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商民资产。达百万者甚多，十万以

上，比比皆是”，成为当时甲天下的商业大城市。元、明时期，开封的驿道多沿宋代驿道

走向，变化不大。清代驿道，亦称官马大路，并有国道、省道之分。开封的国道有东西两

路，东路经陈留，过杞县，通安徽省的宿县，西路经中牟、过郑州、直通关陕，此为全国

东西一大干路，。天下有事，此路无幸免者”．省道以开封为中心，四外辐射，主要有开封

至许昌，开封至洛阳，开封至临汝。开封至汝南、开封至潢川、开封至安阳、开封至汲

县、开封至沁阳。民国时期，随着汽车的进入，在客观上要求必须有适应汽车通行的道

路。民国11年(1922年)首先修成开封至周口公路(当时称汽车路)，以后，陆续修成

开杞(开封杞县)、开尉(开封尉氏)，开兰(开封兰考)、开柳(开封柳园)4条公路，

全长百余公里，无论路面宽度和平整度都超过了古代的午道和驿道。

建国后，开封的公路交通加速改观，就通车里程而言，从1949年至1989年，先后修

成公路1952．4公里，其中国道216．4公里，省道316公里，县道420公里，乡道965公

里，专用公路29公里。就质量而言，按部颁标准，二级公路9．5％．三级公路29％，四

级公路57．5％，等外公路4％．就网络而言，开封境内5区5县，93个乡，乡乡通公

路，晴雨畅通的沥青路面占90．3％。通过这些公路，不但构成开封与省内各市县之间的

交通网络，而且还构成了开封与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山西，河北等省际间的交通网

络。为了保持公路畅通，在修建每条公路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公路桥梁建设。据《公路桥

梁工程年报》记载，从1949年至1989年共修建钢筋混凝土永久性大中型公路桥梁421

座，总长1．4万多米。其中最大的桥梁是开封黄河公路大桥，长4479．05米，从设计到施

工，都是按照现代的科学技术标准进行的，全部造价1．24亿元。这座大桥的建成，实现

了自古以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南北畅通。

公路和桥梁的畅通，促进了汽车运输的发展。开封的汽车运输始于民国10年(1921

年)，到民国37年(1948年)，公，私营汽车51辆，总载重127．5吨。到1950年，除转

籍、报废外，开封仍有3l辆商营载货汽车，总载重77．5吨，时而在开封，时而在外地，

流动营运。开封辖区大量的公路运输任务仍靠各种人力车和畜力车．1953年在省交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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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下，开始发展汽车运输，到1976年已有客货汽车1545辆，其中载客汽车205辆，

7175个座位，载货汽车1340辆，总载重4960吨。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

施，开封的汽车运输有了长足发展。1989年客货汽车发展至13076辆，是1976年的8．5

倍。经营汽车运输的骨干企业17家，职工队伍达1．5万余人．当年完成客运量3898万

人，旅客周转量121759万人公里．完成货运量1558万吨，货物周转量65504万吨公里．

开封的水路交通至少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鸿沟航运。据《战国策》记载，鸿沟直接沟

通了今山东、江苏和安徽等省之间的水路航道，在黄淮平原上形成一个庞大的水路交通

网。开封是这个交通网的总枢纽，通过鸿沟的各条航道，每年输入大梁(开封)的“粟米

漕庾，不下十万(石)”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建立几十个政权，各据一方，长期争

战。开封的水路交通被割据势力分截，相互以邻为壑，长年失治，成段淤塞。这期间只有

曹魏和刘宋因一时军事急需，曾疏浚过汴河，但用后即废。隋朝统一南北后，为了加强中

央对地方的统治，搜刮各地特别是江南的财富，开凿了南北大运河。这条运河南起余杭

(浙江杭州)，中经江都(江苏扬州)，洛阳，北到涿郡(北京)，长达2000多公里，是当

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紧临汴州的通济渠正是这条大动脉的主干．当时所有江南，淮

南、岭南、黔中以及蜀汉的粮米布帛，都必须经过汴州(开封)西转北运，汴州一时成为

全国水陆中转码头。北宋时期，开封的水路交通空前发展，主要航道有汴河、蔡河、五丈

河，分别与黄河，淮河沟通，形成了以东京(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当时，江南、

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靠汴河运进东京；陕西诸路菽粟，靠黄河引入汴水运进东京

(开封)；京东十七州的粟米靠五丈河运进东京；至于陈，颍、许，蔡、光、寿六州百物，

亦靠蔡河运进东京。其他如河北卫州以及广南和四川等地物产，也主要靠水运供应京师．

《汴都赋》中说：。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可见当时水路交通的兴盛。元朝以后，由于黄河

屡次决口，汴河、蔡河、五丈河诸航道相继淤塞，开封的水路交通从而衰落，到民国末

年，只剩下几个民间渡口。

建国后，随着国家对黄河的治理，开封的水路交通又得到恢复。1951年至1958年，

先后开辟了黄河，惠济河和贾鲁河航道。全长1158公里，打通了开封与山东、江苏和安

徽等省水路交通。按照国家改造私营运输业的政策，将民间个体经营的木帆船组织起来，

纳入集体轨道，开展水路运输活动．1959年开始组建国营船队，并积极发展机动船，

1960年已有机动船7艘，450千瓦，载重65吨。完成货运量17．8万多吨。周转量1567

万吨公里。1961年因水源不足，惠济、贾鲁两河停航，开封的水运集中于黄河。到1981

年黄河中的机动船发展到35艘，1817千瓦，载重2055吨，370个客位，当年完成货运量

804957吨．1982年黄河水位下降，航道滚烂，行船困难，大批物资改走公路，航运业务

骤减。1984年黄河水位继续下降，开封的水路交通已完全处于有河道无航路的局面，部

分船只流入外省，借河营运，少数船只维持渡口交通。1989年开封黄河公路大桥落成通

车，渡口停摆。

航空交通起于民国17年(1928年)，开封修建飞机场，兴办航空运输。但由于屡遭

战火破坏，到解放前夕，机场除残留几条跑道外，各种设施破坏殆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经过40年的精心经营，已建成设施齐全，技术先进的机场，目前尚未开放经营。

开封的交通工业，早在北宋时期就有了制造车船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从《清明上河

图》看，当时的车，船造型，已有相当高的技艺水平．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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