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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毒
翮【 ，青

“盛世修志”历来如此。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伟

大祖国安定团结，百业俱兴。中央指出编史修志： ，?不仅是当前

工作需要而且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面貌的重大事业咒。牙‘展j编
， _⋯．，

’’
。

史修志乃是祖国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之标志，是上对前辈，。．下对子

孙，热爱党、热爱祖国， “存史、资治的千秋大业。因此，编修社

会主义新方志，已成为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

本志属洛阳地区卫生志的组成部分，它是医院有史以来发展变

化的全面系统的真实记载，是一部人们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卫

生专业发展史。它为后人提供了医学科研、医院科学管理以及吸取

医疗教训等方面的依据和历史借鉴。

编纂洛阳地区人民医院志，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恩
：

‰：． 一：， 。’

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

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事实

为依据，做到秉笔直书反映历史真实面貌。本志记述从1948年11

月筹备，’1949年元月8日开诊到1982年底的34年历史，其间经历

豫西一专区洛阳公立医院、洛阳行政区人民医院、洛阳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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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专区人民医院、洛阳地区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和洛阳地区人

民医院六个时期。在写作体例上以编年记事为主，按时间先后为

序进行，金书共分九章五十一节，另有前言后记，在结构上力争

做到图文并茂，述表结合，以事带人；在文字处理上尽力做到通

俗易懂、简明扼要。但是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低，写作能力较差，

加之资料不金， (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十年)，时间苍促书中不当

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关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我们虚心

接受并表示谢忱。

洛阳地区人民医院志编纂组

一九八五年三月





图l 1982年启用的太门

囤2 1982年启用的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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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69年启用的病房大楼

田4住院部太门



凰5 1949年使用的门诊部旧址

图6 1949年使用的蠕舍病房iIg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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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称沿革示意图

河南省洛阳人民医院

1952年春一一53年3月

1
0

洛阳专区人民医院

1953年3月一一68年3月

洛阳地区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

1968年3月一一78年5月

院址：洛阳市金谷园路30号

(1966年至今)

注：1949年3月至6月曾暂驻洛阳市民主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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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沿 革

第一节 历史演变

河南省洛阳地区人民医院始建：于'1949年元月，距今已有34年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不断发展壮大。由建院初期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发展到当前

具有中等规模的现代医疗技术，设备，拥有28个专业科室，300张病床，近五百名职工的

综合性医疗单位。

一，起源

194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古都力洛阳。11月为迅速解决八县一市

225万人民群众和专、市机关于员的健康需要，豫西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洛阳市人

民政府共同决定筹建一所医院。专署和市政府分别派人组成筹建小组，由孙文华、江玲

负责筹建事宜，上级拨来中州钞一百四十万元(折合人民币140元)为开办费，利用原国

民政府河南省第十专区卫生院的遗址为院址，该院址位于洛阳市东关爽明街36号。经过

整理院落，修补房屋以及吸收医护人员、设置机构等，于1949年元月8日正式对外应

诊。豫西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命名为“豫西一专区洛阳公立医院秽。由专员杨少桥兼

任院长，孙文华，江玲负责医院工作。

=，成长

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医院建设，派孙文华、毕建风、郑文等10名现役军人为医院

骨干，并在开诊前后批准陆续从洛阳市各家私立医院和诊所吸收医护人员20余人，壮大

了医护队伍。

1949年9月，洛阳行政区专员公署(以下简称专署)投资，抽调我院人员，在洛阳

市北大街开设“人民大药房黟一所，职-r．Jk人，孙耀先任经理。对外营业，经济单独核

算，隶属我院领导。

1949年下半年，成立“院务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各科负责人，护士长组成，

院长或副院长主持，有权研究、决定医疗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大事宜，对医院建设和管

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0年2月，改名为“洛阳行政区人民医院∥。

10月，为进一步满足居住城内的市民和机关十员的医疗需求，抽医务人员八人，在

洛阳市北大街144号开设门诊部一所，阎履谦任主任。

1951年10月20日，洛阳行政区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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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贯彻“保护性医疗制度舻。经过“整院”，服务态度有明显改善，医疗质量

显著提高。病区安静、整洁，舒适，给患者造成有益的治疗环境。

1952年春，改名为“河南省洛阳人民医院≯。在陕州专署和洛阳专署合并之际，从

陕州专区医院、陕州军分区医院以及洛阳军分区医院陆续调进医务院长、医师，司药、

护士长、助产士等22人。

9月，在原中共洛阳人民医院党小组的丛础上，经洛阳地委批准建立“中共洛阳人

民医院支部委员会"，荽泉任支部书记。

11月，专署决定将北大街门诊部改建为“洛阳地专直公费医疗予防门诊部黟(现洛

阳地委卫生所的前身)，归属专署卫生科直接领导。

12月，专署将“人民大药房秽改为“河南省医药公司洛阳门市部黟，归属专署卫生

科。

1953年元月，改名为“洛阳专区人民医院"。

2月1日，在洛阳市东关大街1I号，开设“洛阳专区人民医院中医门诊部黟一所，

职工11人，设有中医内妇、小儿、正骨、针灸四科。郭维槐任付主任。

1954年元月，专署决定将“地、专直公费医疗予防门诊部"归属我院。由我院设立

门诊部负责地、专直机关干群的医疗、予防工作。

1958年在贯彻“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和技术改新，的

同时，贯彻执行勤俭办院方针，在全院职工中开展“九匠”、 “两队孑， “一组椤活

动，取得一定的成绩。4月，河南省卫生厅召开全省医院工作会议，会上授予我院“勤

俭办院红漠单位孑称号。奖给锦旗一面。

4月20日省卫生厅在我院召开全省医疗单位参加的“勤俭办院现场会"。10月，姜

泉院长出席在首都北京由卫生部主持召开的“全国勤俭办院会议孑。10月下旬，洛阳市

支援钢铁筹资委员会在我院召开了“支援钢铁投资现场会拶，并授予“先进单位"称

号。

1959年3月，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中共洛阳专区医学专科学校委员会"。我院属

一个支部。

7月，成立“洛阳专区人民医院医学科学研究所"。聘请各科医师担任研究员。

9月，原中共洛阳专区医学专科学校委员会取消，建立“中共洛阳专区人民医院委

员会”。刘岐山任党委书记。

1960年6月，赵焯付院长出席国务院在首都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卫生战线群英

会"，授予我院“先进单位≯称号，并发给奖状和奖品。(见图1)

1961年11月，。洛阳专区人民医院医学科学研究所”晋升为“洛阳专区医学科学研究

所Ⅳ。任命姜泉院长兼任所长，归属专署卫生科领导。

1962年，地、专直公费医疗予防门诊部分出，隶属专署卫生科领导。

1966年元月11日，院址由东关大街搬迁到洛阳市金谷园路80号。1966年5月“文化

大革命"开始，在运动过程中我院坚持医疗始终没有停诊。

1968年3月，成立洛阳地区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实行连队建制。8月，工宣队、

军宣队进驻。1969年工宣队离院。1970年干宣队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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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洛阳地区防疫站并入，职-V-12入，设防疫组负责洛阳地区防疫工作。

1972年2月11日"-'12日，在党的核心小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洛阳地区人民医院

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黟，经选举并经洛阳地委批准，产生新的党委会，军代表张伯胜任

党委书记。12月，洛阳地区防疫站分出，重新建站，原并入的12名防疫人员回防疫站工

作。 ，

1973年3月，军宣队，干宣队奉命离院。

1978年6月， “洛阳地区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静更名为“洛阳地区人民医

院移。

三、现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在首都北京召开。会议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以医疗

为中心的宗旨，遵照党的方针、政策，逐步谴全了各级领导班子，重订了各项规章制

度，开展了医学科学研究和新业务。1979年12月试行医院经济管理。

1981年11月30目，成立“洛阳地区人民医院劳动服务站矽。安置待业青年30人，经

济独立核算，于华荃任服务站主任。

1979",-'1982年问，陆续购进脑电图机两部，心脏监护仪两台，电动手术床一台，电

动牙科椅两台，侧视纤维胃镜一台，高压消毒柜4台，135型照像机5台，心电图机5

台，双人双目显微镜两台，病房开展了对心脏病人的监护，门脉高压脾肾分流术。专业

分工进一步明确，内科按系统分为神经，心血管、内分泌，消化呼吸和血液六个组，外

科分胸外，脑外、腹外、泌尿四个组以及中医、针灸，妇科、产科、口腔、五官、

眼，肛肠、皮肤等专业组。取得五项科研成果奖，省级一项，地级四项。发表各种论文

48篇，其中“中华≯头杂志七篇。设置正规病床300张，职ZE484人，其中医务人员370

入，占职工总人数的75％。总之，各项工作正逐步走向正规化。

第二节 院址变迁

一、1949一v1965年院址：

该院址位于洛阳市东关炎明街(俗称火烧街)中段西N369-，坐西向东，四周有围

墙与邻居相隔，大门面对洛阳林校，西靠原“张氏花园，遗址，南隔居民区是东关中州

街，北临长春街(俗称八孔窑)。宅院占地面积计19，542平方米，原系“国民政府河南省

第十专区卫生院秒遗址，院内建筑仅残存无门无窗的破房73间，面积计1696．2平方米。

1949年元月8日，开诊时，医疗用房52间计1，182．5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

69．7％。

(见图表2)一九四九年元月院址平面图。
。

1949年3月， “海资暴动"事件发生后，奉专署通知，由东关爽明街暂住民主街，

租用公房36问，面积468平方米，作为门诊，病房、办公和宿舍的用房，对外照常应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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