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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起，第三区和第四区合并后更名为龙亭区。在辖区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曾是七朝君王的主要盘踞之地。虽然昔日的皇宫御苑已被黄水淹没于地

下，但仍遗留下许多名胜古迹。如今，龙亭区已被公认为开封市的著名历史文

化旅游区。龙亭，是中外游客心驰神往的游览景点。宋都御街的仿宋建筑群与

古龙亭遥相衬托，既古色古香，典雅淳朴，又富丽堂皇，气势恢弘。此外，辖区内

还有文庙、山陕甘会馆等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仿明清时代建筑的北书店街，重

新修成而开放的“天波杨府"(孝严寺)，中国规模最大的书画碑刻园林“翰园碑

林一，仿北宋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而营造的反映北宋时期汴京商贾云集、

百姓交易繁华景象的“清明上河园刀以及西门城楼(大梁门)等，古风依然，宋韵

犹存，金碧辉煌，蔚蔚壮观。潘家湖、杨家湖、杨家西湖三个自然湖泊，一水相

连，风光旖旎，惠济河、黄汴河如丝带袅袅穿城而过，使得开封有“北方水城一之

誉。登上龙亭，极目远眺，全城风光尽收眼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派生机盎

然、欣欣向荣的景象。龙亭区作为旅游文化名区，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而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经过全

区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今的龙亭区已呈工商业齐头并进，文教卫协调发展

之势。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撰写建国后我区50年来的史实，编写新的

地方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光荣使命。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方志学文化

历史传统，志书浩如烟海。它凝聚着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深受世界各国人民

的仰慕，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延续。“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

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一。因此，撰修、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摆在各

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光荣而又严肃的任务。所以，只有竭尽全力地把事情办

好，否则愧对子孙后代。我区的修志工作在省、市地方志领导部门的精心指导

下，在全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配合下，1987年6月至1989年4月已

编出初稿。1990年以后，特别是1993年至1999年4月，先后对初稿进行了三

次重大修改、补充和完善，已编写出我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龙亭区

志》。这是我区历史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中的大喜事，它将对全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龙亭区志》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广征博采，较全

面地记载了龙亭区设区前后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历史和

现状。同时，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新增写了《龙亭辖区的开封之最》、《轶闻趣

事》、《传说》等八个篇章。在编纂过程中，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

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做到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借古誉今，激励后代，惠及子

孙。书中资料翔实，涉及面广，是社会各界了解、研究龙亭区的良师益友。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从谋篇策划到搜集资料，从编出初稿到几次修改，

从增写许多篇章到汇总合成，工程浩繁，任务艰巨，参加编写的同志淡泊名利，

默默无闻，矢志匪懈，勤奋笔耕，于今编纂成书付样印刷出版，以此作为向建国

50周年的献礼l当区志定稿出版之际，我们欣然命笔作序，谨向为《龙亭区志》

提供资料、给予关心和支持并做出贡献者

出版史志，读史用史尤为重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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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龙亭区志》是一部比较系统记述龙亭辖区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书籍。

它本着“详今略古一、“详近略远一的原则，记述内容力求突出经济、突出现状、突

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反映龙亭区的优势，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

二、本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

求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着重记述1956年正式建区起，近40年的历史和现状。为了保持

历史的连续性，适当追溯置区前的历史演变。上限不等远，下限一般断止于

1985年，有的到1987年。

大事记，下限止于1998年。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日体，横排门类，纵陈史实。按事体性质分设有：大

事记、地理、人口、工业、商业、城建环保、财政、审计物价、工商管理、中共龙亭

区党组织、人大政府政协、政法、军事人防、群团、教育、科技科协、民族、劳动人

事、文化体育、卫生防疫、街道办事处、人物、胜迹、传说、奇闻轶事：杂记、方言

(俚语)歇后语谚语、企事业单位选介等大篇。

五、本志采用志、传、记、述、图、表体裁，力求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六、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本志人物篇记录了古、近代以来各界知名度

较高、贡献较大的开封籍尤其是在本辖区长期生活或影响较大的外籍人物，以

正面的和现代人物为主。

七、志书中的“建国刀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解放是指中国人民解

放军解放开封之时，清代以前，采用各代纪年，附注公元纪年。



八、志书中所记机构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尔后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

“中共龙亭区委员会"简称为“区委999 66龙亭区人民政府"简称为“区政府一等。

九、全志书的资料，主要录自市档案馆、区机要室档案资料、区直各部位提

供的志稿资料和有关古今著述以及社会调查、寻访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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