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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了记录历史，遗墨后世，继往开来，涪陵卫生学校按照上级编

志部门的要求，于一九八四年六月成立了校志编纂小组，并立即组织

力量，搜集资料，进行编写。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现己撰成，谨献给

先后在校工作和学习过的校友们。

我们编志的准则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用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准确可靠的材料，编写此志。使其

能真实地反映学校的历史，具有存史的价值，发挥资学的效能，起到

育人的作用。

本志采用记述体，记录了一九五八年建校至一九八四年底，共二

十六年历史，全文计九章，十万余字。主要内容有：二十六年来学校

的发展变化}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及教学情况}行政管理及思想政治工

作；体育与卫生，后勤保障，以及与学校发展有关的各种资料。

如同一切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样，医学教育工作也离不

开客观规律的指导。涪陵卫生学校的历史表明：遵循党的教育方针，

按照教育科学的规律办学，是学校发展、壮大的根本；否则只能事与

愿违。

由于管理人员更换频繁，资料保管制度不甚健全，加之档案在“文

革”中又遭到一定破坏和损失，编写此志遇到较多围难。承有关单位、

本校历任领导和广大师生大力相协助，终于得以撰就。在此，特向提

供资料的有关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i“v一一。 、1

“二十六载弹指问，老骥伏枥话当年。创业艰辛知多少，喜看今

】



朝春满园。放眼四化征程远，雄关漫道岂容闲。老将新兵继重任，，奋

发努力齐向前。”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前程似锦，任重道远，让我

们满怀信心地阔步前进吧l_

《涪陵卫生学校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三月

注t序言中所引诗琦在杖工作多年的老总支书记越祥毒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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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四川省涪陵卫生学校，位于涪陵城东女濒临乌江。自一九五八年

建校以来，已度过二十六个春秋。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

教育和卫生工作方针，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等卫生技

术人才。

涪陵地区地处边远山区，严重缺医少药。据一九五。年统计，金区

三百九十万人口中，仅有公立医院十一个，医务人员一百六十八人，。平

均每百万人口中只有四十三名医务人员。创办涪陵卫生学校的目的，就

是要培养大量的卫生技术人才，改变全区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二十

六年过去了，学校己为全区培养了各类中等医药卫生技术人才二千六

百四十七人，超过建国初期全区医务人员总和的十六倍，占金区一九

． 八四年医药卫生技术人员一万三千零一十二人的百分之二十。

在先后毕业的学生中，t已有一部分人成为地、县、区各级医疗、卫生

等部门的业务骨干或党、政负责人，不少人取得了医师、护师的职称。

学校创建后，经历了四个时期，道路曲折，行程坎坷。一九五八

年至一九六二年春，是学校艰苦甜业时期。这一时期，学校无固定校

址，先后七’次搬迁，师资和教学设备缺乏，师生多次被抽调到基层摘

除害灭病工作罗咖之学校领导调动频繁，因此，反映在教学上是很不

正规的。一九六二年秋至一九六六年春，是成长壮大时期。这一时．期，

．‘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干部和教学人员得到充实，管理制度和教学秩序

不断加强，校纪校风良好。这_时期毕业的三届学生在德、智、体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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