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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
面、客观、实事求是地反映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 ( 简称阿坝卫生学校或阿坝
卫校) 的发展史，突出阿坝卫校医学教育的发展和时代特色。

二、记叙的主要内容，自 1958年 6 月正式建立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
始，截至 2013年。鉴于历史衔接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将起始时间做适当前溯。

三、内容编排以历史发展为纵线，以事件板块为横线，采用述、记、志、
传、图、表、录、文存等体裁，以志为主。增加图片载体、图表载体的分量，
丰富志书题材的形式和内涵。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载历年发生的要事、大
事，以反映阿坝卫校医学教育发展变化梗概。

五、行文采用第三人称。对记叙中所涉及的人员，直书其名，除引文外不
加任何称呼，必要时在姓名前冠以职务、职称。记叙中所涉及的组织、机构、
职务等均采用当时的称谓。

六、入志人物坚持 “生不立传”原则，选录已逝世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和有突出贡献或重大影响的人入传。对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影响的在世人物，以
“简介”的形式载录。

七、计量单位以 1993年 12月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国际单位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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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为准。数字用法执行 2011年 7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
定》。

八、采用现代规范书面语体、叙事体。表述力求准确、朴实、简洁、规
范、流畅。采用详近略远的记叙方法，交错重复的事件采用详略适当的原则，
客观反映事物全貌。使用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年 10月重新
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标点符号
用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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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砥砺铸辉煌，盛世相约庆华诞。2014 年，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 ( 简

称阿坝卫校) 迎来了建校 56 周年的喜庆日子。弹指一挥间，56 年春华秋实，

56年桃李沁香，56年光阴如梭，56 年岁月如歌。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路，

几代卫校人辛勤耕耘、默默奉献，谱写了一段艰苦创业、可歌可泣的峥嵘篇

章。

审视 《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校志 ( 1958年－2013年) 》( 简称 《校志》)

一篇篇厚重的华章，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学校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那些光辉的

成就和艰辛的历程。《校志》全面记录了阿坝卫校的发展，真实地反映了学校

在管理、教学、后勤服务、师资培训、学校建设等方面所开展的主要工作，从

历史的角度折射出阿坝卫校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 简称阿坝州) 医药卫生

人才培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为学校未来的建设与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78年，我从川北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阿坝卫校当一名生理学教师，

在学校整整工作了 23年。那正是狠抓教学质量、提升办学规模、专业层次不

断扩展的重要时期。备课、上课、实验，与学生一起开展活动，与同事一道进

行教学研究，与领导班子成员共同探索学校发展，往事历历在目，心里泛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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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涟漪…… 《校志》把我又带回了那一段人生难忘的岁月。

阿坝卫校作为阿坝州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自成立至今的

56年里，为阿坝州乃至周边地区输送了万余名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在阿

坝州委、阿坝州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

养合格的中等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为阿坝州卫生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专业门类、层次不断拓宽，

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持续提高。

阿坝卫校在今后的建设与发展中，应以史为鉴，认真总结办学经验，发扬

卫校人艰苦创业、不断创新的优良传统，更新办学理念，在师资队伍建设、办

学条件改善、学校内部管理等方面更上一层楼，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根本目

标，把新校区建设好，把学校办好，培养更多、更好留得住且用得上的实用型

优秀人才，为阿坝州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阿坝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2014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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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
面、客观、实事求是地反映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 （简称阿坝卫生学校或阿坝卫
校）的发展史，突出阿坝卫校医学教育的发展和时代特色。

二、记叙的主要内容，自１９５８年６月正式建立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
始，截至２０１３年。鉴于历史衔接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将起始时间做适当前溯。

三、内容编排以历史发展为纵线，以事件板块为横线，采用述、记、志、

传、图、表、录、文存等体裁，以志为主。增加图片载体、图表载体的分量，

丰富志书题材的形式和内涵。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载历年发生的要事、大
事，以反映阿坝卫校医学教育发展变化梗概。

五、行文采用第三人称。对记叙中所涉及的人员，直书其名，除引文外不
加任何称呼，必要时在姓名前冠以职务、职称。记叙中所涉及的组织、机构、

职务等均采用当时的称谓。

六、入志人物坚持 “生不立传”原则，选录已逝世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
有突出贡献或重大影响的人入传。对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影响的在世人物，以
“简介”的形式载录。

七、计量单位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国际单位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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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为准。数字用法执行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八、采用现代规范书面语体、叙事体。表述力求准确、朴实、简洁、规
范、流畅。采用详近略远的记叙方法，交错重复的事件采用详略适当的原则，
客观反映事物全貌。使用简化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１９８６年１０月重新
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标点符号用
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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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 （简称阿坝卫生学校或阿坝卫校）是１９５８年６月９日
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的一所全日制中等卫生专业学校，学校隶属于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简称阿坝州）卫生局。现在校址为马尔康县马尔康镇达萨
街三段５９２号，占地面积为６６　２８８平方米，建筑面积为２９　１１７平方米。现有教
职工８５人，其中专任教师５８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教师１３人，具有中级
专业技术职称教师１７人。现有在校学生２　５０６人，其中普通中专９１１人，五年
制高职专科２３４人，乡村医生学历教育６１９人，成人本 （专）科学历教育

７４２人。全日制学历教育共开设有五年制高职专科护理学、五年制高职专科农村
医学、中等职业教育农村医学、藏医学、影像技术、护理等６个专业；成人本
（专）科学历教育有２０多个专业。建校至２０１３年先后开设了全日制中高职医士、

护士、藏医士等１９个专业，向社会输送了１２　０００余名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中
短期培训各级各类医学、护理、卫生管理、乡村医生及专项技术等６　０００余人
次。建校５６年来，阿坝卫校为阿坝州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阿坝卫校是１９５８年在原阿坝藏族自治州民族卫生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建
立的。建校之初，学校定名为 “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校址设在红原县
刷经寺 （原州府所在地）。１９５９年３月，学校迁至现马尔康县马尔康镇马江街

１１５号。１９６２年８月，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 “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
口”的背景下，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同意撤销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

并建立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人员训练班。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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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停课，师生参加 “文化大革命”运动。１９６８年，“解放军宣传队”“工人
阶级宣传队”相继进入学校。１９６９年，学校成立 “斗、批、改”领导小组，
教师到汶川县漩口 “五七”干校参加劳动。１９７１年，撤销 “斗、批、改”领
导小组，成立革命委员会，并在漩口借用中国水电六局的职工宿舍，开始招生
行课。１９７３年年初，学校从汶川县漩口搬回马尔康原校址。

学校在建校至１９７３年的整个办学过程中，一直贯彻当时中央提出的 “教
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生在老师的带领
下一直坚持学习与劳动相结合，先后到若尔盖县唐克农场、红原县农日坝农
场、下庄电厂、马尔康可尔因等基层参加劳动。在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教
育方针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政策遭受践踏，学校几经搬迁，教学设备仪
器、图书资料遭受严重损失，教学秩序混乱。在办学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学校仍然坚持办学。在当时全州卫生人员十分缺乏的情况下，除校本部外，从

１９７１年开始，先后与１２个县人民医院和阿坝州人民医院开展联合办学，开设
了医士、护士、皮肤科医士等３个专业。阿坝卫校负责招生、颁发毕业证及教
学督导，教学、学生管理等办学常规工作全部由医院负责。学校充分利用医院
的师资资源，主要以与临床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为当时卫生人员的培养发挥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卫生人员缺乏的现状。１９７５年，
在阿坝州著名藏医旦科老师的倡导下，在若尔盖县卫生局的大力支持下，阿坝
卫校在若尔盖县红星公社合作医疗站开办了四川省第一个藏医学历教育班。以
后藏医班先后在阿坝卫校校本部及若尔盖藏医院坚持办学，为阿坝州及周边藏
区培养了一大批中等藏医专业技术人才，为藏医药人才专业化正规培养以及藏
医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１９７６年，为培养学生临床诊治能
力，适应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学校开展 “开门办学”，老师带领学生到金川县、
小金县、茂县、汶川县农村基层边上课、边劳动、边为农牧民群众诊治疾病，
受到基层群众的欢迎。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国家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
轨，学校发展也获得新的生命。１９７８年３月，学校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
批学生。１９７９年８月，学校正式开始招收三年制学生。１９８３年机构改革，学
校领导班子做了全面调整，各职能科室完备，各项规章制度全面建立。

１９８５年１月，中国共产党阿坝藏族自治州委员会 （１９８７年更名为中国共产党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委员会，简称阿坝州委或州委）批转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
员会 （简称四川省委或省委）办公厅文件，明确阿坝卫校为正县级单位。同
年，阿坝州委批准阿坝卫校实行校长负责制。１９８６年，学校开始对学习成绩
前３名的学生实行择优分配。同年，根据阿坝州的实际情况，学校开始招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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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学生。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学校进入建校以来的鼎盛时期。
其表现在：教学师资的总量、年龄结构、专业结构、职称结构趋于合理状态；
办学条件基本达到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基准；办学规模和专业结构基本符合中
专办学要求。这一时期学生参加全省统考成绩优良，学校管理基本达到规范化
要求。１９９４年，学校制定了第一部全方位的岗位职责及管理制度，专业教学、
学生管理、临床实习全面走上正轨。教研组建设基本完备，正式设立了医学教
育研究室、中心实验室。１９９２年，学校通过四川省中等专业学校办学条件合
格验收。１９９５年，学校通过办学合格评估，被四川省教育工作委员会 （简称
教育委员会或教委）确认为办学 “合格中专”。这一时期，学校招生有了一定
的自主权，统招、委培、自费等多种类型的生源使学校进入多元化办学时期。
学校全面开展目标教学法，教学质量得到较大提高。学校学生临床实习基地逐
步进入规范化建设阶段，明确州内外２５家实习医院作为实习基地，学校与实
习医院联系密切。校内学术氛围浓厚，成立了阿坝卫校科学技术协会，开办了
阿坝卫校校刊。学校每年按例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学术活动丰富，专业教师积
极参加全国及省内外各级学术活动与教研活动，有许多教师参加省内外教材、
教参的编写，每年都有教学及专业学术论文在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这一时期，
学校先后与中央电大、阿坝电大、四川省生殖卫生学院、川北医学院等高校开
展联合办学，使学校办学层次得到提高，办学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１９９９年，随着国家分配体制改革，最后一批国家分配的学生毕业。在国
家普通高校招生并轨，中职教育生源大幅下降的大环境影响下，从２０００年开
始，学校办学进入低谷，２００４年秋季仅招生３１人。面对困难现状，学校积极
拓宽办学思路，在原有联合办学单位的基础上，与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联
合开办 “五年一贯制”临床医学、护理学两个专业的高职专科，与成都中医药
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联合开办了藏医学专业等５个专科，与四川大学网络学院联
合开办护理学等１２个专业的本 （专）科成人教育。２０１２年，《四川省民族地
区卫生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学校开设 “３＋３”农村医学专业，同时
四川省民族地区乡村医生学历教育项目正式启动，学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在阿坝州委、阿坝州人民政府的关心下，学校办学条件
建设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先后经历原址建设、异址建设等多个方案的研
究，阿坝州人民政府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正式决定阿坝卫校移址新建到马尔康县马
尔康镇达萨街三段５９２号 （原阿坝州委党校），确定办学规模达到１　６００人的
标准。学校的发展迎来移址原阿坝州委党校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发展
机遇期，新校址占地１０８亩，环境优美，地势平坦，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证。２０１２年１月，阿坝州人民政府确定 《阿坝卫校新校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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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新校区建设总体规划分为三期，学校建设项目办公室严格按建设方案，
强力推进近期项目建设。

２０１１年７月，学校整体搬迁至阿坝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简称州中职校，
校址在茂县）过渡办学两年，９月１日顺利开学。在过渡办学期间，全校师生
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在州县两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下，特别
是州中职校的大力支持，两年过渡办学各项工作顺利完成，于２０１３年８月顺
利返回新校区。在过渡办学期间，学校成立了新校区项目建设办公室，负责新
校区建设。项目建设办公室及未搬迁到茂县的学校办公室 （简称校办），通过
努力工作，克服各种困难，抢时间、赶进度，按时、按要求完成一期建设规
划，保证学校按时结束过渡办学，正式使用新校区。

阿坝卫校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在 “两个文明”建设中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１９８６年，学校被评为 “州级文明单位”；１９８９年，学校被
四川省人民政府 （简称省人民政府）、阿坝州委分别授予学校 “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先进单位”；１９９０年，阿坝州委、阿坝州人民政府授予学校 “普及法律常
识工作先进单位”，四川省爱委会授予学校 “爱国卫生先进单位”，校团委被团
省委评为 “达标创优先进单位”；１９９１年，团省委授予校团委 “四川省新长征
突击队”称号，同年，团省委、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精神
文明办）、省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授予学校 “学雷锋、树新风先进青年集体”；

１９９４年，学校被州精神文明办授予 “州级最佳文明单位”，被团省委授予 “四
川省五四红旗团委”称号；２００２年，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学校 “民族地
区中等医药人才培养先进单位”，校团委荣获 “四川省优秀团组织”称号；

２００３年，团省委授予校团委 “四川省红旗团委”称号；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学
校被评为 “保护母亲河先进单位” “无偿献血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学校组成
州蹴球队参加四川省第十三届民族运动会比赛获得优异成绩；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
年，州精神文明办认定学校为 “州级最佳文明单位”。

在半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中，阿坝卫校历经创建、撤销、恢复、移址、过
渡办学等曲折坎坷，教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历经无数的艰辛，他们无怨无悔，
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为阿坝州的卫生教育事业贡献了青春和毕生的精力。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广大教职工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投身教
育改革，勤于实践，不断总结，不断增强创新意识，树立教书育人、管理育
人、服务育人的思想和理念，使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高，为阿坝州及周边地区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卫生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全州各级医疗机构的学科带
头人、业务骨干和管理人才。目前，阿坝卫校毕业的学生占全州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人员的８０％以上，阿坝卫校为阿坝州的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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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

６月

９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 （省人委）批准建立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
校址在红原县刷经寺，设置教务处、总务股、办公室三个职能机构。

２１日，四川省卫生厅批准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规模为３６０人，设医
士、护士两个专业。

１０月

９日，建立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党支部，彭家林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校
长主持工作，全校共有４名党员。

３０日，成立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勤工俭学委员会，彭家林任主任委
员，杨聚林任副主任委员，肖坤美、张正义、韩准书、苏昌承、泽郎旺 （学
生）任委员。

是月，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 （州人委）任命杨聚林为阿坝藏族自治
州卫生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张正义为总务科副科长，邓德辉为办公室主任。

１９５９年

３月
是月，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从红原县刷经寺搬迁至马尔康县。

１９６０年

１０月

３１日，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州长桑吉悦希 （天宝主席）任命邓德
辉为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教导处主任，免去其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１９６２年

８月
是月，根据国务院 《关于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决定》，四川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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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批准撤销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改建为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人员训
练班。

１９６４年

５月
是月，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决定恢复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

７月

５日，州人委指示：为适应今后卫生事业建设和发展，尽快改善民族地区
的卫生面貌，决定恢复阿坝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报请省人委批准。

９月

４日，四川省高教局以 《关于请批准恢复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的报告》向
中央高教部请示。

１９６５年

１月

１日，正式恢复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同时，恢复学校党支部，彭家林任
党支部书记，肖坤美、邬玉英为党支部委员。

１１月

２日，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任命肖坤美为校教务处副主任。

１９６６年

６月
是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阿坝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 （州革委）派工

作组进驻学校领导工作。
是年，学校于８月停课。相继成立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红卫兵战团、阿坝

藏族自治州红卫兵东方红战团、阿坝藏族自治州红卫兵八一八部队挺进支队三
个红卫兵组织。

１９６８年

是年，军宣队、工宣队先后进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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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

是年，成立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 “斗、批、改”领导小组，州革委生产指
挥组决定学校教师到汶川漩口阿坝州 “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１９７１年

４月

１２日，州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建立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整党领导小组，
彭家林任组长，华明伦、肖坤美为成员。

８月

３１日，州革委批准撤销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 “斗、批、改”领导小组，
成立校革委，主任军代表 （缺），副主任由彭家林担任，肖坤美、陈定一、毛
宗林为委员。

９月

１８日，州革委同意增补崔恩荣为校革委会副主任。

１１月
是月，州革委批准成立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党支部，崔恩荣任党支部书

记，彭家林、华明伦为党支部委员。
是年秋，恢复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并在汶川漩口开始招生行课。

１９７３年

２月
是月，学校从漩口迁回马尔康 （原马江街４０号）。

１９７５年

２月

５日，州革委组织部任命杨聚林为教务科副科长。
是年，藏医专家旦科积极倡导，若尔盖县卫生局支持，四川省阿坝卫生学

校在红星公社 （热当坝）开办第一期藏医士班，招收１６名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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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

３０日，阿坝州委批准成立校党委，崔恩荣任党委书记，彭家林为党委副
书记，杨海青、肖坤美、华明伦、季永德、田文辉为党委委员。

同日，阿坝州委任命彭家林为校长，杨海青为政工科科长，肖坤美为教务
科科长，华明伦为办公室主任。

是月，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校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撤销校革
委。

１９８１年

３月

４日，阿坝州委任命杨海青为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７月

２８日，阿坝州委组织部任命方立新为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教务科副科长。

９月

１０日，阿坝州委任命肖坤美为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副校长。

１９８２年

２月
是月，阿坝州委批准伍庚贤为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１９８３年

３月
是月，但长垣被推选为政协阿坝州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４月
是月，但长垣被四川省卫生厅评定为省卫生 “先进工作者”。

１２月
是月，阿坝州委任命胡道春为校党委书记，马仲贤为校长、校党委委员，

但长垣、年木初为副校长，彭家林任顾问，肖坤美任调研员。

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