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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古今一理。今逢改革之年、百业俱兴、撰史修志，

民众所望。《北镇县卫生志》问世出版，令人欣慰。深信此志必能

借鉴历史、资治当今，益于后世。

综览此志，北镇县百年医事沧桑历历在目。追昔抚今，旧社会

疮溃满目、疫病流行。新中国瘟神消退，人寿年丰。今昔之比，有

如天壤。

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即要继承发扬，更要奋发开拓，以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四化大业，任重道

远。可望此志能激发人民群众除害灭病讲究卫生之光荣传统，鞭策

医界同志陶冶医德，推进医术之继承创新。

新志间世，先睹为快，果有收益，略叙数语，以为序。

f于连京 f；壬北‘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于连京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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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北镇县卫生志》经过修志人员年余努力，终于成书出版了，

这是我县卫生战线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这部专业志记述了北镇县l 8 8 5一l 9 8 5年百年间医药卫

生事业盼兴衰起伏，展现了全县人民、医药卫生工作者与疾病斗争

的辛勤业绩，反映了我县卫生工作的经验教训。内容翔实，文图并

茂，确能起到资政、存史、借鉴的作用。

此志在编写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遵循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的原则，

所取资料溯本求源，去伪存真，所记之事确凿有据。愿此志为我县

卫生事业发展、促进改革、锐意进取、有所俾益。

修志过程中承蒙县志办、亩卫生志办、省卫生志办热心指导，

增删润色，更兼修志人员不辞辛苦，遂成此书，一并敬谢。

(常志杰任北镇县卫生局副局长)

常志杰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断限：本志记事，上断于1 8 8 5年， 下限为1 9 8 5

年。为了阐明历史发展源流，个别史实向前后作了追朔延伸。

二、篇目：本着存史、致用的目的，采取事以类从， 横排竖

写。全书共为7篇、2 8章、3 7节，约2 0万字，以文字叙述为

主，图表相属。

三、内容：主要记载北镇县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充分运用

事实反映建国前后卫生事业的发展变化规律。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

馆所存资料，刊物、杂志和有关资料。

四、篇首：冠以《概述》和《大事记》。《概述》是志书内容

的浓缩，提纲挈领，概观全貌；大事记依时为序，表现事物发展的

阶段性。二者为全书的缩影。

五、人物：清代在先，当代名医在次，余者以姓氏笔划为序。

先进人物，以年代顺序排列。

六、数字：所引用的统计数据均以总结及各项工作的年报数字

为依据。

七、注释。本志属撰著作，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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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镇县卫生局全体领导成员合影(于1 9 8 5年)

《北镇县卫生志》编篡领导小组成员合影(二f 1 9 8 5年)

[1 j



北镇县卫生局办公楼

( 2 ]

北镇县人民医院(建于1 9 6 4年)



北镇县第二人民医院(建于1 9 7 6年)

北镇县妇幼保健院(建于1 9 8 4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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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镇县卫生防疫站

[4)

罗罗堡中心卫生院(建于1 9 8 3年)



中安中心卫生院¨诊楼(建于1 9 8 3)

青堆子中心．强生院瘸房(她J：l 9 8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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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安中心卫生院门诊(建丁1 9 8 4年)

1 9 8 5年卫生部妇幼司司长林佳楣(右起第_：排

第二位)在北镇县视察妇幼卫生工作时、同群众询问儿

童卫生保腱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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