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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始建于 1954 年，其前身是河南中医进修学
校图书室。1958年随学校由开封市迁入郑州市并更名为河南中医学
院图书室; 1988 年 9 月郑州市东明路校区图书馆大楼竣工并投入使
用; 2006年郑州市龙子湖校区图书馆分馆正式对读者开放; 2015 年 4

月龙子湖校区图书馆新馆大楼通过竣工验收; 2015年 5月上旬起，图
书馆开始了整体搬迁工作，至 6月 26日搬迁工作基本结束并举行了
图书馆新馆开馆仪式。

多年来，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 修订) 》为标准，在学院党政领导下，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

的办馆理念，履行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采用现代技术，实行科
学管理，建立了与学院发展相适应的以中医药学科为特色，兼顾其他
学科的文献配套与收藏体系。加大了图书馆网络化、自动化的发展
力度，拓展了服务功能，为学院的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发挥了积极
作用。

图书馆现有馆舍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有各类馆藏图书 142．5 万
册，中外文期刊 1 704种，中外文数据库 105 种。馆藏中医线装古籍
文献非常丰富，是图书馆的特色资源，藏书 3．3 万多册，包括明、清时
代的刻本、抄本等版本形式。并自建古籍书目数据库，在中原地区各
医学院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图书馆党组织设党总支委员会，由党总支书记和党总支委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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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下设 3个党支部。图书馆行政机构设馆长 1 人，副馆长 2 人。下
设 8个部室，分别为采编部、流通一部、流通二部、期刊部、技术部、信
息与检索中心、古籍特藏部、办公室。图书馆现有工作人员 62 人，其
中博士研究生 1人，硕士研究生 21 人，本科生 29 人; 高级职称 9 人，
中级职称 24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全馆员工的共同努力，图书馆的工作
得到了读者和同行的认可。2014年 4月，图书馆荣获 2012—2013 年
度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先进单位”称号; 6 月，图书馆荣获
河南中医学院党委、行政授予的“省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 12月，“图书馆人”被评选为学院首届“感动校园”十大人物( 群
体) 奖等。

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将以新馆建成并投入使用和学校更名大学
为契机，在全体馆员中继续发扬图书馆人任劳任怨、乐于奉献的精
神，创新理念，提升水平，坚守所有读者的精神家园，为推进学院的整
体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创造着我们图书馆人自己的精彩!

何明举
201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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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创建与初期发展( 1958—1966)

创建与初期发展( 1958—1966)

第一节 河南中医学院的前身

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其独特的科学理论系统、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

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起到了极大的

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医药工作，为中医药事

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0年 8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为第

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

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

斗。”根据此指示精神，会议确定把团结中西医作为全国卫生工作

的方针之一。1952—1954 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中医工作又

做过多次指示，批评了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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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史

为贯彻党中央对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河南省卫生厅于 1953

年下半年在开封市东大街河南省卫生人员训练班中附设一个短

期中医进修班，名为“河南省第一届中医进修班”。学习时间为 3

个月，学员 60名，开设课程有伤寒、药物和一般西医基础知识，师

资由该班教导主任陈和聘请有影响力的医师兼任。

1954年初，河南省第一届中医进修班结业。在此基础上，于

1955年 6月成立了河南中医进修学校，直属河南省卫生厅领导。

校部设在开封市大袁坑沿街( 河南省卫生厅旧址) ，黄守魁为副校

长。1958年 3月，学校由开封市迁至郑州市人民路中段( 现为河

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址) ，占地 24 900平方米。

河南中医进修学校开办之初，仅有专职教师 1 人，兼职教师 4

人，大部分课程是聘请其他单位及在开封有名望的中西医师兼

任。以后，从各期进修班中选择优秀学员留校充实教学力量，到

1956年，教师增加到 24人，本校专职教师 10人。

河南中医进修学校从建校至 1958 年，共开办 12 期中医进修

班，结业学员 840 名; 3 期针灸班，结业学员 163 名。这些学员结

业之后，除第 11期基本留校工作外，其他大都返回原选送单位，在

各地市、县中医进修班或医院从事教学或医疗工作，这些学员为

河南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河南中医进修学校是河南中医学院的前身。由于上级领导

的重视和全体教职工的努力，河南中医进修学校开办以来取得了

较大的成绩，为河南中医学院的创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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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创建与初期发展( 1958—1966)

第二节 河南中医学院的建立

根据河南省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8—1962 年) 对卫生事业的

要求，1958年 6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在原河南中医进修学校的

基础上成立河南中医学院，并成立了筹建领导小组，组长由河南

省卫生厅副厅长王先发兼任，黄守魁、孙兴华任副组长。6 月 4

日，河南省卫生厅领导传达了河南省委关于将河南中医进修学校

更名为河南中医学院的决议。全体师生员工一致拥护，积极开展

筹备工作。为了取得建校经验，7月份以刘巨浪为首的一行 10人

到北京中医学院参观学习。在京期间，卫生部的领导对创建河南

中医学院事宜给予了许多重要指示，使大家明确了方向，增强了

信心。

筹建领导小组本着多快好省、勤俭办学的原则，因陋就简，首

先解决开学问题。8 月份，筹建领导小组用河南省委拨给的 2 万

元办学经费购买一批旧竹竿，全体教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盖工棚 30

间，解决了学生临时宿舍问题。1958年 8 月 30 日，河南省人民委

员会印发了《关于下达“河南省 1958 年新建高等学校规划”的通

知》( 豫教高第 23号) ，决定河南省“1958年计划新建高等学校 61

所”，其中包括河南中医学院。9月 12日，中共河南省委任命韩锡

瓒( 红军时期干部) 为院长、彭延泰( 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

烈士的父亲) 为副院长，他们不辞劳苦，为创建学院做出了贡献。

1958年 10月 4日，建院开学典礼举行，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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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发和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近 200人出席了大会。

在河南省医学教育招生委员会的统招中，学院录取了第一期

学生 94人，分为两个班，一班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班是相当于高

中水平的青年中医医生。另外还办了一个教学研究班，学生 110

人。这是河南省首次通过高考录取学生进入大学课堂，接受祖国

医药学教育。学院亦成为全国较早的六年制高等中医院校之一。

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文化，根据中共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

“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报告”的批示精神，1959 年 2 月，河南省第

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即“西学中”班在学院开学，学制三年，

学员 66名。

1959年 2月，河南中医学院成立“中国共产党河南中医学院

总支委员会”，韩锡瓒任书记，刘巨浪任副书记。

1959年 3月，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学院视察，并向全院

师生做了报告。同年 5 月、6 月，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部长

助理郭子化相继来学院视察工作，并在“西学中”班上讲话。1958

年底和 1959年初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张凯，1960 年卫生部

副部长徐运北都到学院进行了视察，并做了重要指示，有力地推

动了学院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1960年 6月，学院招收了青年

中医专修班学生，学制三年，学员 59名。

1963年 4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特为学院书写了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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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创建与初期发展( 1958—1966)

第三节 图书馆创建与初期发展

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的前身是河南中医进修学校图书室，始

建于 1954年，1958年随学院由开封市迁入郑州市并更名为河南

中医学院图书室。

1958—1966年，经过 9 年的建设，河南中医学院图书室得到

了初步发展。拥有 10 多万册书籍，其中有的还是中医古籍珍藏

本，这些文献资料为河南中医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极为

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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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十年( 1966—1976)

第一节 十年内乱

正当河南中医学院各方面工作健康发展的时候，1966 年 6

月，一场灾难严重的内乱———“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院同全国

所有高等学校一样，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经受了严重的灾难。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被诬为“走资派”，老中医、老教师被诬为“反动

学术权威”，一大批教职员工被诬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游街、

体罚和强迫劳动等不公正待遇，致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遭到彻底破坏，各项工作陷于瘫痪、停顿状

态，给中医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重后果。

1966年 5月 11日，河南中医学院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办

公室。

1966年 6 月 4 日，河南省委通知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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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 1966—1976)

运动。

1968年 6月、8月，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驻学院，成立了院革

命委员会和工宣队、军宣队指挥部。

1969年 1月，在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带领下，全院

师生到河南省安阳县曲沟镇接受“再教育”和进行“清理阶级队

伍”活动，一大批干部、教师受到迫害。

1969年 11月底，在所谓“战备疏散”的指令下，全院师生员工

及部分家属又搬迁到禹县 ( 今河南省禹州市，下同) 搞“斗、批、

改”。

1972年 4月，按上级指示，学院从禹县迁回郑州，在郑州粮食

学院( 2000年更名为郑州工程学院，2004 年并入河南工业大学)

内办学。

1974年 8月，因郑州粮食学院恢复招生，学院又搬到河南农

学院( 1984年更名为河南农业大学) 内办学。

10年间，学院无一固定校址，几经搬迁，使家底本来就很薄弱

的河南中医学院元气大伤，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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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艰难办馆

在十年动乱中，学院广大干部和教职工虽然受到频繁冲击，

但他们坚持在逆境中办学，为国家人才培养做了不少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1967年底，许多教师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留在学校

的学生补习功课，还分别到河南洛宁、内乡等地开办赤脚医生短

训班，传授医药知识。

1970年，学院抽出部分教师，在河南省部分地市对医药人员

的状况做了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学院的专业设置、教材编写。

先后编写出《中医内科》等 8种教材，“西学中”班也编写了 8种教

材，中药专业编写出《新编中药学》等 10 种教材。这些教材除学

院使用外，还供广西、广东、山东、内蒙古等地兄弟院校使用。

1972年 5月，学院恢复招生，至 1976年，连续招收 5届三年制

大学生，共计 1 168人;两期“西学中”班 462人;进修班 99人。

1966—1976年，河南中医学院在校学生累计 2 167 人。共毕

业本科生 419人，三年制学生 358人，附设中药学校 120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也历经磨难，艰难

办馆，坚持为全院教学、科研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走过了不

平凡的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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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拨乱反正改革发展( 1976—1998)

拨乱反正改革发展( 1976—1998)

第一节 拨乱反正

1976年 10 月，长达 10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国

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高等教育也迎来了阳光明媚的

春天。

1977年 12月 2日，军宣队、工宣队撤离河南中医学院。1978

年 1月，河南省委任命段彪为学院党的核心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

任。1979年 3月，河南省委决定撤销学院党的核心组，成立中共

河南中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撤销院革委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

长分工负责制，杜葆林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1979年 8月 2日，河南省编委豫编［1979］152号文件决定，学

院党委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

群众团体设人民武装部、工会、共青团。学院下设办公室、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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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保卫处、教务处、科研处、总务处( 基建任务放在总务处，不另

设机构) 、图书馆、中医系、中药系。1979年 9月 15日，美国“美学

中代表团”来学院参观医史陈列室、中药标本室、图书馆等。

学院党委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对历年来的各类案件做了甄别

纠正，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的复

查、纠正和平反，从而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大大调动了

广大教职工的办学积极性。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建立了各项

规章制度。学院于 1979年开始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同时

也恢复了教师职称评定晋升工作。

院党委注重在教学、科研人员中，特别是在教授、主任医师等

高层次专业人员中发展党员。中医人员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

学院有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省人

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

第二节 金水路校区图书馆的建设

一、河南省委决定为河南中医学院选新校址建校

1958年建院后，学院一直无固定校址，曾先后搬迁至河南省

会计学校、郑州粮食学院和河南农学院校址。

1980年 2 月 21 日，河南省委决定: 河南农学院搬回原校址，

河南中医学院将原占用的河南农学院的校舍全部退还，另选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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