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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会泽卫生志》的出版，是全县卫生系统的一大喜事，也是会泽卫生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件

盛事。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盛世修志，功在当代，惠及后世，是中华民族特有

的优良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历史证明，只有在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才能在志书中留

下灿烂的华章。

会泽县卫生局组织编写的这部《会泽卫生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郁的行业特色，堪

称一部“观点鲜明、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文风端正”的志书。其编写目的在于“资政、存

史、教化”，为发展会泽医药卫生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该书的编撰，为各界人士全面、

深入地了解会泽的卫生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认识和研究会泽的卫生工作提供了真实的史

料。

作为一部人们了解和研究会泽卫生工作的案头卷，凝聚着编撰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是社会

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谨向所有为该书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

诚挚的谢意。由于诸多因素所限，《会泽卫生志》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志专家和广大读者，

特别是在医药卫生战线上工作过的老前辈们，提出宝贵意见!

会泽县政府副县长李才勇

2006年lo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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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经过会泽县卫生局修志人员多年的辛勤工作，《会泽卫生志》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会泽

卫生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这本带着墨香、近50万字的《会泽卫生志》，较为详细地记录清朝以来会泽卫生事业发展的

不平凡历程，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全县近3 000名卫生工作者在防病治病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

也记录了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为后人提供了较为珍贵的资料。我认为此志书的

成功编写对会泽卫生事业具有较大作用。古人说：“以鉴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正邦

国”，“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史志本身所具有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会让

每一个读此志书的人都有不同的收益。我谨借此向多年来对会泽卫生事业发展的支持者、帮助

者、推进者、耕耘者、开拓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会泽具有悠久的医药卫生历史，1 600多年前的《华阳国志》就有记载。建国以来，会泽卫生

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回顾建国以来会泽50多年的卫生发展史，我们看到，会泽卫生事业发展

历程是曲折推进、渐进式发展的。解放初期，经过“三大改造”和“五大运动”，在卫生工作“四大方

针”的指导下，会泽相继成立县卫生院、区卫生所和公立民办公助卫生所等基层卫生机构，1952

年建立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县卫生院渐渐发展，于1956年发展为以医疗为主的会泽县人民医

院。1964年，该院职工54人，病床90张。中医院、防疫保健站、乡(镇)卫生院(所)也相继成立，开

展了全县性的防疫和保健工作，加强了预防措施，消灭了天花，控制了其他传染病的流行，保健

事业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和巩固。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卫生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粉碎

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卫生工作得以恢复，工作有了新的起色。1980年后，全县卫生工作出现新的

景象，卫生院建设步伐加快，整体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1991年后，全县启动实施初级卫生保健

工作，儿童计划免疫、地方病防治、消灭麻风病等专项防治工作接受上级考核验收。县人民医院

启动二级乙等医院创建工作，并于1994年通过评审，各基层医院也相继开展达标上等工作。中

医工作得到加强，全县卫生单位的改革工作如火如荼，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启动，多种所有制形式

的办医方式使医疗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1998年，会泽初级卫生保健T作通过验收。2003年，

全县上下众志成城，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打赢了那场防疫战争。成功地启动了惠及全县80

万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2004年，全县乡(镇)卫生院体制上划，铅锌矿职工医院划

归地方管理，卫生改革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人均期望寿命从建国初的35岁提高到2005年的

69岁。纵观建国以来50多年会泽卫生发展史，卫生事业是在不断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中得到不断

发展的。

回顾建国以来会泽50多年卫生发展史，我们看到，会泽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各级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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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50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把卫生工作作为联系群众、关心

群众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历届党委、政府领导对卫生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各项卫

生政策，直接到基层实地调研，研究解决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广大群众更是对卫生工作

充满关心，充满爱护，从最初的民办公助卫生所筹建，全县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到开展“四病”

普查、“两病”普查，再到全民种痘、儿童计划免疫接种，以及1990年以后开展的市场整顿、初级

卫生保健达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成功开展等工作，全县人民总是大力支持、配合，保证了卫

生政策的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的实施。可以说，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取得广大群众理解配合，是

我们开展卫生工作取得工作成绩的基础和前提。

回顾建国以来会泽50多年卫生史，我们看到，会泽卫生事业的不平凡历史是广大基层医务

工作者用勤劳和智慧书写的。多年来，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期望值越来

越高，但是，广大卫生战线的人员从未消极等待，总是积极想办法出主意，创造条件开展工作，顺

利完成了农村卫生“三项建设”、初级卫生保健达标验收等工作任务，保证了广大群众的基本健

康权益。同时，为了发展、提升会泽卫生事业水平，全县广大卫生人员刻苦钻研医疗业务，积极开

展新项目，拓宽服务领域，扩大服务规模，为广大群众提供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满足了多层次

的医疗卫生需求。纵观建国以来50多年会泽卫生史，基层卫生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是我们取得工

作成绩的根本保证。

当前，全县卫生事业发展正处于一个全新阶段：公共卫生建设步伐加快，各项改革循序推

进，正是广大卫生工作者奋发有为之时。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步

伐，重点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立疾病信息网络系统，进一步完善现行医疗救治体系，

构建功能适宜、协作运行的公共卫生工作体系。要调整布局结构、加快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步伐，

加强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建设，优化资源布局，引导多种所有制医疗机构共同发展。要加快实施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步伐，积极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进农村医保建设，提高农村卫生工作的水平，

维护农民健康权益。同时，还要强化业务学习与质量管理，搞好专科建设与科研开发工作，多渠

道地进行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营造全县卫生系统的科研和学习之风，持续推进学习型组织创

建步伐。工作任务很重，这就需要我们凝心聚力，加强管理，创新思路，深化改革，提高效率，注重

服务，改变作风，为全县卫生工作再上新台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回顾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我衷心期待并深切祝愿，全县2 693名卫生工作者在会泽这片

养育我们、锻炼我们、给我们无穷力量和信心的土地上，高举XljlJ,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坚持科学发展观，紧密团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谱写会泽卫生工

作新的历史，辛勤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会泽县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 解志刚

2006年lo月18日 厂、

吧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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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会泽卫生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详今略古、存真

求实的原则，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会泽卫生发展与改革的历史与现

状，突出行业特点和时代特色，以求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做到可信、可读、可用，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二、全志记述上限为清朝前期，下限为2005年，需溯源的适当上溯，个别重大事件为保持其

完整性适当下延。

三、全志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专志采用章节体，共七章三十五节。图片、序、凡

例置于篇首，表格随文插入，志末列附录。

四、全志所录人物：人物传，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了在会泽中医中药方面有影响的

陆兴廉、刘郁周、孟友宝、雷体仁、汤佩金、党守邦和省级劳动模范邹锡祥7人；人物简介介绍具

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由于人事变动及居住异地等因素，给资料的收

集带来困难，仅收录了部分，录入顺序按授予的级别和时间的先后排序；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仅

录入被地(厅)级以上表彰的集体、个人，录入顺序按表彰级别和时间的先后排序；卫生局历任副

科以上领导和科室负责人，各医疗卫生单位历任书记、院(站)所长的录入，均按任职时间的先后

顺序录入。

五、全志的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国家所定的规范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朝代纪年。本书古今地名不同者，括注今名；录属地

域变动者，注明今属。凡出现历史朝代纪年均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

国”，新中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行文涉及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等，按当时称谓

记述，首次出现采用全称，后面出现采用简称。本志书中凡简称“党”的，均为中国共产党；凡简称

“党支部”、“党总支”、“党委”、“县委”、“地委”、“市委”的均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凡简称“政府”

的，系指人民政府。译名以专业工具书为准。

六、全志注释采用文内注。

七、本志货币单位表示法：历史上货币单位均按当时习惯使用的货币单位记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货币单位为现行人民币，均以“元”为单位记述。

八、本志度量衡单位表示法：除建国前使用的度量单位外，建国后均采用国家规定的标准单

位。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各级档案、新旧志书、有关报刊、实地调查，均经综合考证、核

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提供的照片，拍摄人员不详的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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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roup child care

3．System management of child care in rural an豫8

4．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ild diseases

5．Child death monitoring

III．birth control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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