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秦 E 盔
纪念开到解放 50 周军 (1948 每一1998 军)

主编 李元俊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



编委会

主 任:王祖德

副主任:李旺校李元俊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曲建华吴凯李天同张卫国

林志强赵培书徐伯勇高天霞

主 编:李元俊

责任编辑:曲建华

摄 影:李洪武

封面题字:刘福兴

印 刷:中共开封市委印刷厂



前 言

古都开封今胜昔，天翻地覆换人间。

今年是开封解放五十周年。五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我市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辉煌成就。为

讴歌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颂扬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

物s为展示 5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开封巨变的英姿，我们特

组织编写这本专辑。

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省、市、县区政协委员的各界人士

的热烈响应。他们以亲见、亲闰、亲身经历的事实撰写出一批真实

感人的稿件，生动地反映了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时，也

记述了他们自己跨步前进的斑烂足痕。

书画界的朋友们，纷纷献出力作，用他们的笔端挥洒出对古都

开封的无限深情。

在开封地、市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几位老同志，已是辈辈老人，

在家颐养天年，但他们对开封这块热土仍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同

讯后互相切磋，撰写文稿。献出对开封人民的一片爱心。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历届新老政协委员的热情支

持，并得到兴隆建筑公司、尉氏县供电局等单位的赞助，使本书得

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谨以此书向开封解放五十周年献礼。并对为解放开封而

献身的先烈们和五十年来为开封建设作出贡献的各界朋友表示最

诚挚的敬意!

让我们共同视愿开封的明天更美好更多姿多彩!

编者

一九九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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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际认真解决生产和
群众生活问题

一一忆开封解放初期的工作
徐学龙邵球张长江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封市党的组织团

结广大人民经过辛勤劳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近 20 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各项事业迅速

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做为在开封工作过的老同志对

开封市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每项成就由衷的高兴。

我们三人是古城开封解放后随即进城的，均在这里工作了数

十年，可以说开封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和全市人民有深厚感情的。

国民党的省会开封是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解

放前号称 40 万人口，解放初市公安局人口调查全市人口 6 万 7 千

多户，28 万余人。解放时官僚资本、达官贵人，绝大部分转移到国

民党统治区了。许多工业、手工业处于停产状态，商业服务性行业

十分萧条，工人失业，物价飞涨，投机倒把猖獗，工人和劳动市民生

活十分困难。当时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需要集中人力物力，为

了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刚光复的古城，经济十分困难，只有迅

速恢复生产，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才是正确的道路。

中共开封特别市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立即

进行部署，并向各局、各区党的组织发出通知 z确定以恢复与发展

工商业，稳定经济生活为中心。着重指出如何具体实现这个方针，

强调各级党的组织特别领导干部要深入工厂、商店、手工业、农村

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制订切实措施，并向市委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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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经过初步统计z工业、手工业有 42 个行业(其中 5 个行业

是机器生产，其余都是纯手卫k或半手工业).42 个行业共计 4106

户(包括土磨坊 1000 户〉多数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直接从业人

员 8500 人.由于生产不好，许多行业发不了工资，工人、店员、学徒
盼早日能恢复生产、营业.根据上述情况，市委、市政府立即采取以

下措施 z

1.贷款扶助.从 1948 年 11 月开始中州人民银行发放工业贷

款 5942 万元，以电灯公司、印刷业、机磨业、卷烟业、铁工厂、肥皂

厂等05 个行业〉为主要对象。贷款后即起到显著效果，如电灯公

司，很快恢复供电，祥生南铁工厂贷款前职工伙食已停了，贷款后

生产恢复了.
2. 供给原料.从豫皖苏五专区调小麦 70 万斤给面粉业，由财

政局拨一部分高粱豆子加工杂面，由市贸易公司调 2210 捆棉纱给

织布业，调一批花生米给榨油业。并鼓励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者到

外埠农村推销产品采购原料.

3. 收进成品.由市贸易公司和有关部门收购了 249 匹帆布，

3900 匹纱布，2∞o 把铁锹，58 万斤面粉。

以上措施虽然数额都不算大，但对稳定经济恢复生产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特别对私营工商业者思想上起到政策宣传作用，初步

清除了对共产党城市政策的疑虑，不少私营工商业者在市召开的

各界代表会议上请求贷款表示愿同政府合作恢复发展生产。

1949 年(解放后半年〉市委制定五、六、七三个月恢复与发展

工业生产初步计划，预计可解决五万人的生产生活问题.市委三个

月计划，是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中原临时人民政

府的指示制订的〈当时河南省人民政府尚未成立λ 实施目的是适

应当前解放区前后方需要，直接为本市工人劳动者谋生产就业，并

组织本市工业、手工业产品和周围农村及外埠工农业产品的正常

交换，为恢复与发展本市本省工业打基础。在恢复与发展工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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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公营工业为第一位，同时对适合当前需要和可能恢复私营企

业和手工业。在措施上投资 2 亿 9 千万元恢复与发展公蕾企业，办

法是恢复、扩大生产、新建工厂〈植物油厂、机磨厂、制冰厂、打蛋

厂、织布厂、火柴厂、炼硝厂等h对私营工业采取公私合营、资金支

持、换贷收购等办法促其发展生产扩大人员就业.同时又扶持手工

业及家庭付业，运输业、合作社的恢复发展.用以工代赈如修路、挖

河等方法解决人民生产生活问题。对郊区贫民群众亦采取小本贷

款方式组织生产自救，克服当时的生产生活困难。

1950 年积极引进沿海企业内迁，如天同纱厂、锦新纱厂、龙华

烟厂、予明火柴厂等即在此时迁汗。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划分三线建设。京广路以东为一

线，开封市列为第一线，一线城市不按排建设项目。我们主要是依

靠群众力量自力更生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 1956 年毛泽东主席

《论十大关系》发表，破除了京广线以东不放国家建设项目的框框.

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上下奔走多方联系，在 1958 年开始的第二个

五年计划期间，争取国家在开封市建设化肥厂、联合收割机厂、空

分厂、阔门厂、仪表厂、拖电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地方亦新建扩建开

封制药厂、烟厂、开封机械厂、日用化工厂、毛纺厂、缝纫机厂等，使

开封市建设步伐加快，并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全市人民几

年努力初步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但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指出的，走了一些弯路，尤其

是文化大革命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发展速度减慢。在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开封市和全国一样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加快改革开放力

度，使工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可喜成绩。城市

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

回忆起不论是恢复生产时期还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

期，凡是根据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结合实际情况，紧紧依靠广大群

众群策群力，经济建设步伐就会加快，经济建设成绩就大，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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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牢记的基本经验。

现在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封市的党政领导和广

大群众，沿着党的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大改革开放

的力度，开封城乡各项建设日新月异，广大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

出现了一片喜人景象。当前广大党员干部在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

领导下，正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进

一步解放思想，团结一致，联系本地区实际，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艰

苦奋斗，实事求是，紧紧依靠全市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暂时困

难，将大中型国营企业改革搞好，将各项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盼开

封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明日更美好，祝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

成绩。

徐学龙:原开封市委第一书记，离休干部。

邵球:原开封市要书记，离休干部。

张长江:原开封市委秘书长、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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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开封地区工作回忆

马任平

1998 年 10 月 24 日，是开封市解放庆视日.市政协李元俊同

志要我写一篇原开封地区工作状况的回忆录，我欣然接受了，以示

视贺这个喜庆的节日.

我于 1978 年 8 月到开封地区工作.时隔不久，就开始了十一

届三中金会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时机很好.

在这里，我所回忆的几项工作是z

(-) 

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力虽有发展，但速度缓慢，问题主

要在于z在经营管理上过于集中，在分配上平均主义。在"文化大革

命"中，这两个问题更加突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

极大的抑制和挫伤。所以，当时实行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我认为

是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

性的关键。在五年的时间里，我和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一起，依靠

群众认真有成效地进行了这项工作。

开始时，我们断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取消大式记工办法，普遍

恢复和发展定额包工，收到了一定效果。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个别

社队自发地在那里搞了不同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例如 z尉氏县

原永兴公社，原新郑城关北街一队，开封县原罗王公社胡寨一队

等。结果都是:生产发展产量猛增，人们精神面貌一新。在部分干

部中，尽管或疑虑或责难、议论纷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还用不同

形式总结和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1979 年 3、 4 月间，地委决定，由我

组织了三十多位有实践经验，有文字水平的同志，编写了以联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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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为特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印发了 10 万余册，发到公社、

大队和生产队供学习和参考。同时地委、行署发出了《关于建立健

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L

在 1979 年 6、 7 月间，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教育已经深

入人心，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得到

普遍贯彻。于是七种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农业联产讨喇责任制蓬

勃发展g到该年底已占全区生产队的 99%。广大农民群众蕴藏的

改革积极性极大的激发出来了，新局面出现了。专业联产、联产到

劳力、联产到组、联产到户、大包干、口粮田、小段包工，这七种形式

的责任制，究竟哪种形式更好一些呢?我们放手让农民群众在实践

中进行比较，要干部在实践中进行鉴别。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

极为关注，经常深入基层，同群众同干部保持着密切联系。 1980 年

初，在我的参与下，地、县组织了大批干部先后在 2612 个生产队中

进行周密调查。结果证明:联产到劳，包工到户的形式效果最显著，

群众最欢迎。正如农民风趣地说 u大包干，不拐弯，缴够国家的，留

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nu不计工，不算帐，干部社员两清亮"

"工分打不倒，社员富不了。"根据其发展的情况，经地委慎重研究z

"尊重群众的创造和选择，肯定大包干，取消工分，开闸放水。"于是

大包干这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急速发展。到 1982 年夏

季，它在全区占生产队总数的 85%. 至此，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的
基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如何完善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

乃是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一项伟大工程。

在建立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是一个不断学习，解

放思想，清理"左"的影响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过程。

正因这样，所以在发展中遇到了某些干部的抵触、干扰和责难，对

此我们始终坚持了不同形式的思想教育。正当联产承包责任制刚

兴起的时候，1979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并加编者

按发表了甘肃xx局张浩的来信，反应我省xx地区不少县社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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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包产到组"编者按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

组，包产到组，要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这篇报导对我们地区影响

甚大，曾经一度在部分干部中引起思想混乱.某些同志犹豫动摇

了，某些同志害怕，认为"刹车"了，某些同志左顾右盼，无所适从等

等。在这时候，何去何从呢?地委常委开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农

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是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

是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二是广大农民经济收入增长了.所

以它是无可非议的.就这样，我们顶住了那股刮来的歪风.

我们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始终坚持了一个重要原则.即是z

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产统"与"分"结合的原则。"统"，以发
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分"，以发挥个体的积极性，这两个积极性

的结合是使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生命力与活力之所在.在发展农

业生产的基础上，既增加个人家庭收入，又增加集体经济实力.但

是，在"统"与"分"的结合上，我们做得不尽人意，即在部分生产队

只有"分"没有"统"，或"统"与"分"结合不好。"只统不分，有劲难

伸g只分不统，水牛掉井"，这是农民群众对于"统"与"分"结合的定

论。

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进程中，当时，我们受到了中央、省委

领导同志的关怀F受到了四川、辽宁、青海、安徽、农业部领导同志

的鼓励。同时，先后共有 96 个团组，约 2500 余人来参观访问。这

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鼓舞。

〈二〉

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相适应的某种状态的改革和完善，它符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具

体说z一是农民群众真正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指挥权$二是准确

的实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剔除了各种无效劳动。因此，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叫人动人不动，政

策调动积极性"，"上工不用喊，干活不论点"，"联产如联心，联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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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心"，"联产赤脊梁，不联重穿上"，u早上工，晚下工，一人能顶三

人用"，过去呢?则是"上工敲破钟，派活乱点兵，到地一窝蜂，下工

一溜风"，"下地听钟声，钟下等派工，到地坐个坑" "你来我也来，

男打扑克女做鞋，你走我也走，咱们都是七八九"(七八九是指工

知，这期可等地鲜明对照啊!

广大农民群众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这是发展

农业生产的决定因素，我们根据当时情况着重抓了以下工作z

调整农作物布局。在农作物种植安排上，过去受"以粮为纲"的

影响，长期忽视经济作物种植倾向。于是我们决心在"决不放松粮

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导下，对全区农业作物进行

了调整。 1980、 1981 两年虽然有所调整，也见了成效，但调整力度

不够，没有到位，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反省:这是"认识迟了，步子小

了 ，是工作上的失误" 1982 年 8 月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央

和省委指示，结合地区情况，提出"在粮食生产上，保上交，保口粮，

略有增长的指导思想下，积极扩大经济作物"，"夏季保全年"(上交

口粮)，"秋季狠抓钱"(经济作物〉。经过三年连续调整，结果是:棉

花由 1978 年的 59.8 万亩， 1982 年达到 107.68 万商，烟叶由 1978

年的 13.3 万亩，到 1982 年 39. . 15 万亩，油料由 1978 年的 33 万

亩. 1982 年已达 97 万亩。与此同时，西瓜、葡萄、芦苇、花卉、沙打

旺等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另外，养殖业(牛、猪、羊、鸡、兔等〉也有

新的发展。

当时，科学种田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千家万户想致

富，不靠科学没门路"，"快抓快见效，大抓大见效，不抓就掉道"。我

们认为，有了高度积极性的农民一旦掌握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

就如虎添翼，会使生产迅猛增长。首先遇到的是农业战线上巩固和

扩大科技队伍问题。对此，采取了如下措施 z一是动员和组织在"文

化大革命"中流失的科技人员归队，使他们重操旧业。二是按照条

件和程序积极培养和吸收科技人员入团入党。三是给科技人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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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职称。四是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科技干部。五是按政策解决

"农转非"，夫妇两地分居，以及住房等实际问题。其次是改革农业

科技体制，疏通农业科技渠道，适应广大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需

求。一是建立县级三结合中心科技推广站，统一技术力量，搞好实

验，示范推广工作。二是在大小队建立农技组，有一名队干部兼任

组长;同时积极发展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为科技户，使"组"与

"户"结合形成力量z三是社队举办夜校，进行技术培训!I<主要对象

是专业户，重点户)，据当时统计办夜校 544 所。所有这些，在农业

生产上较快的增加了科技含量。开始活跃在农业战线上的科技人

员，开发出→批科技成果，截止 1982 年推出成果 21 项，其中 12 项

获得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

农田基本建设。过去农田基本建设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旱

与涝仍然威协和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我们了解，全区机井发

展比较快，是一大优势。然而机井使用率和单井的灌溉效益都很

低。全区共有 35600 眼机井，其中病坏机井 23500 眼，占总数的

66%。因此，确定在一个时期内，以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为重点。提

出"向管理要粮食，向管理要资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980 年以

来接连有准备的召开了若干专业会议。如 12 月在新郑县黎河公社

召开井站管理经验现场会，1981 年 4 月在尉氏县清川公社召开学

习推广黎河井站管理经验交流会。 6 月在开封县召开各县水利局

长井站管理座谈会。会上讨论制定了《关于井站管理责任制试行办

法》。同年 8 月，地区组织有关人对井站管理情况进行了大检查，我

们把黎河的经验规范为五定(机手、设备、投资、效益、报酬〉井站管

理法，在全区推广，从而提高了井站管理水平。与此同时，新打机井

10667 眼，改造机压灌站 325 处，喷灌机发展到 4713 部。全区灌溉

面积由 1978 年 280 万亩，到 1982 年增加到 380 万窗，效益是比较

理想的。同时，在黄河治理、引黄灌淤、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西部

山区〉均作了大量工作，也有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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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群众的经济收入显著增长，干部群

众皆大欢喜.粮食生产 1982 年同 1977 年相比在经济作物面积扩

大、粮食作物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增长了 24.9% ， 1983 年夏粮增长

了 55.4%。经济作物 1982 年同 1977 年相比棉花增长了 3.82 倍，

烟叶增长了 3.03 倍，花生增长了 6.29 倍。农民群众纯收入(扣除

上交国家、集体，也不包括家庭副业)， 1982 年同 1977 年相比增长

了1. 7 倍。

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的问题，其中突出的

是"卖难"、u买难"，当时它已经牵动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与生

活。为了研究问题，疏通商品渠道。我们组织了由主要领导同志参

与的 16 个干部调查组，深入到四个县的五个公社及部分大小队进

行调查，历时 50 天，草拟了一个调查报告讨论稿。据此，地委、行署

制定了疏通商品渠道的文件，又召开了专业会议，收到一定的效

果。然而，由于我当时对农村商品经济刚刚接触，认识是肤浅的，所

以措施也难以有所突破。

(三)

1983 年 7 月 22 日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撤销开封地区，

将所辖各县分别划归郑州、开封领导的通知H豫发(983)186 号

文)0"经过反复酝酿研究，省委、省政府决定撤销开封地区，将所辖

的中牟、新郑、密县、登封、巩县划归郑州市领导，将开封县、祀县、

通许县、尉氏县、兰考县划归开封市领导。并从八月一日起开封地

委、行署停止办公，按照合并后的隶属关系开展工作。""为了处理

好地市合并中的交接事宜，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由马

任平任组长，理根会任副组长(根会同志已病故)，自即日起开始工

作。"
8 月 1 日，开了由各县、地直各局委领导同志参加的动员会。

会上，我传达了省委、省政府通知，并表示拥护省委、省政府的决

定，办好交接，负责到底 。 刘正威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讲了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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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回忆大意是:全面肯定了地委和行署的全面工作。指出地市

合并消除人为造成的城乡分割，条块分割，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发

展。最后强调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加强团结，顾全大

局，遵守纪律，把地市合并的事情办好。

地市合并是一项重大改革，情况复杂，牵涉面广，工作繁重。据

此，我和根会同志经过反复商议，为了办好交接，始终坚持两条原

则:一是公正公平，不偏不倚p二是凡事协商，取得两市的支持与合

作。

省委、省政府的"通知"精神在地直机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酝

酿讨论，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认为地市合并是进一步发展经济的

重要举措，是客观要求，大势所趋，拥护省委、省政府地市合并的决

定。这是主流，是主导。然而，也引起部分同志疑虑和思考。一是

担心削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尤其担心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没有

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管理农村 F二是认为地市合并为时过早，农业

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基本完成，农村经济发展刚刚起步，若搞不好

会影响发展，条件尚不成熟 z三是目前两市辐射能力有限，能不能 ·

把县带动起来，带动力能有多大?同时，当时在较多的干部中，有一

种留恋难舍的心情。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几年来地区工作是有

成绩的。正如省委纪要中所说 u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封地

委坚决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是好的气1980 年 1 月 4

日)。我们在"揭批查"中，对于一些干部的处理严肃慎重，反复研究

才作处理，所以比较稳妥。在农村的改革中，对一些受"左"的影响

的干部，不压、不批、不斗、不歧视，在实践中进行积极引导。致使干

部心情舒畅，工作顺利。因此，干部有留恋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

无碍大局的。

地市合并，实际工作就是要把地直机关的人、材、物进行分配、

交接。地直机关干部(包括机关里的工人)计 2100 多人。这么多干

部一下子分到两个市的确是个大难题，所以怎么个分法是两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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