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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

事物变化的重要史料，是一方之百科全书。盛世修志是我国优良传统，

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新方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是

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和历史意义。

《封丘县卫生志》的编纂，是在中共封丘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

下，在省卫生厅、新乡地区卫生局及县志总编室指导下进行的。在编

纂过程中，本着同心协力众手成志的方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忠于

史实的原则，如实反映封丘县卫生事业的全貌及客观规律， 力争做

到思想性，逻辑性，广泛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点、专业特

点、地区特点，使之成为资料翔实、新型的具有启化教育和实用价值

的一方之全书，以期达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之目的。

《封丘县卫生志》全书共1 o篇、30章。记载了行政区划、人口、

重大灾情、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地方病及传染病、卫生保健、医疗专

业、科研教育、药政药检、卫生经济、医林人物等项内容和各个时期

的变化，分别采用述、记、图、表、录及照片等。

本志纵横结合，以事系时，个别篇章上限追溯至春秋时期，下限

】



断至l 9 8 5年底，着重记载1 9 4 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后，全县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和巨大变化，以期有助于总结
、、

经验，探求防病治病规律，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开创社会主义卫生

事业的新局面提供资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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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县卫生防疫站 封丘县妇幼保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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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县公费医疗门诊部

封丘县药品检验所 封丘县卫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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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县荆隆宫乡中心卫生院 封丘县冯村乡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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