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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l

序(一)。

登封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然、人文景观星罗棋布，经济发展

突飞猛进，是我省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在我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十多年间，

因工作曾多次到过登封，对登封的卫生工作比较了解。登封市卫生局长陈湛

业同志要我为《登封市卫生志》作序，便欣然命笔。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五”期间，登封的卫生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怀

下，登封市卫生局从农村卫生网底建设抓起，硬件软件一齐上，很快形成市乡

村三级卫生预防保健网络，使全市300余个行政村都有一个达标卫生所，各乡

镇卫生院三项建设通过省级验收，市级卫生医疗单位步人良性发展阶段，120

急救指挥系统在全省率先建立，尤其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经过全市上下

共同努力，短短四年时间，便一举夺魁。如今的登封市天蓝、地绿、气清、水碧，

马路宽广，高楼林立，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旅游城市。这些都与登封市卫生

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密不可分。

盛世修志，激励后人。认真回顾总结历史，从中找出规律性的经验教

训，以促进今后的发展建设。我相信登封市的卫生工作一定会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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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二)

国有史、邑有志、家有谱，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

可知兴衰，以志为证，以求发展o

1982年，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号召各行各业编纂志书，原登封

县卫生局专门成立了写作班子，于1985年编印了《登封县卫生志》。这部志书

填补了登封卫生系统志书的空白，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o 1994年，登

封撤县改市o 1998年，上级又指示续志，我们决定在原志的基础上，重新编纂，

形成全新版本，定名为《登封市卫生志》。

新编《登封市卫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贯

穿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对于收集的大量资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基本上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

了时代风貌和行业特色。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也如实记载，以利于总结

经验，接受教训，承前启后，继续前进。

这部志书也是登封市卫生系统的百科全书，记载了全市卫生工作有史以

来有据可查的大事；记述了卫生机构沿革、爱国卫生、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医

疗事业、医学教育、卫生经济、药政药检等事业的发展；记载了登封卫生界的人

物和名医的业绩，凡有据可考、有物可凭的事实，在志中均作细致、准确地记

述。她是登封市卫生事业的宝贵财富o

《登封市卫生志》的出版，得到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本系统各单位的密

切配合，以及专家、学者和老领导的评审和指导，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祝愿全市卫生系统的全体干部职工和乡村医生借助这部志书，承前

启后，展望未来，团结奋斗，与时俱进，在党的十六大方针指引下，谱写出登封

卫生事业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

陈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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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登

封市卫生工作的历史与现状，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

的目的，推动卫生事业的发展。

二、本志的篇目设计按登封卫生工作的实际情况归类谋篇，以志为主，记、

传、图、表、录各有专用，突出重点，互为补充，以求全面反映市内的卫生工作，

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始末，从中找出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大事记为本志之经，记述卫生事业发展历史大事、要事、奇事，其它各

方面的工作情况，散见于有关章节。

四、本志结构为横排竖写，分类排队，设编、章、节，逐类叙写，由历史而现

状，一贯到底。这样做到有经有纬，浑然一体，构成整部志书，反映整体面貌。

五、本志人物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卒者为传记，生者以简介或列表说明。

六、本志语言为现代语体文，使用国务院公布的规范的简化汉字及通用的

标点符号。力求文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清楚明白。

七、本志书写数字：历史纪年、月、日(古代至民国)、星期、定型词、词组、惯

用语、缩略语等用汉字数字；公元纪年、月、日、世纪、年代、时刻、记数、计量、百

分数、版次、卷次、页码等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上限有文字记载的，下限止2003年7月。力求详近略远的原则，

力求全面完整。

九、本志资料来源，主要由各医疗事业单位提供，同时查阅历史档案，收集

离退休干部的口碑资料o』

十、本志书写形式以横排为准，自左至右，自上而下，题目在上，正文在后。

配以彩照和插图，力求图文并茂。排版、印刷、制图、装订力求清晰、美观、朴

素、大方、庄重、典雅，给人以艺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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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原为登封县，再前隋为嵩阳县，西汉设崇高县；更远的春秋战国时

期属阳城地，唐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6年)改嵩阳县为登封县，到五代、宋朝、

金朝，把阳邑、望陵、颍阳三县相继并入o 1994年撤县改市。

登封市位于河南省北中部伏牛山系嵩山之南麓，北纬340437—34。35’，东，

经112。43’～113。18’之间，海拔高度为370米。东临新密，西接伊川，南与禹州、

汝州相连，北与偃师、巩义相邻。东西长120华里，南北宽50华里，北有嵩山，

南有箕山，中有颍河，天然成一梭形。全市土地面积182万亩，其中深山区30

万亩，浅山区30万亩，丘陵56万亩，盆地31万亩，总耕地60万亩。设12个乡

镇，1个工业区、3个办事处，307个行政村，62万人。

登封市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我们的祖先为了适应生存，曾经不断地与

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作斗争。古来称神医者，首推岐黄，次扁鹊。登封县志记

载，卢店东有扁鹊冢，刘碑东有卢医庙，即扁鹊庙。卢店是扁鹊行医住过的地

方。

1977年春，考古发现了告成东北有春秋战国遗址，在城的北部发现战国时

代城市生活用水的供水设施，有输水管道、澄清池、贮水池、贮水井、阀门坑、通

气三通管和控制用水的四通管，共发现7条管道，长约一千多米。这一套设施

与现代城市自来水系统的原理基本相同，可见在战国时，我们的祖先已注意到

了饮水卫生。

根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十二日具癸字第13号酌拟巡警郭官

制称，卫生处下设：清道股，掌检查种疫、预防兽疫并考查市脯、饮食用具及瘗

埋等事。医学股，掌查核病院，并检查各种病情及死生人数之统计。医务股，

掌考验巡长、巡捕及消防之监督检查，路途病例及斗杀伤者之急治药物，消毒，

稽查医场卫生兼办化分事务。

根据以上记载，清代末期，卫生工作是由公安警察部门管理，内设卫生处，

下设若干股，分管卫生事宜。

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河南卫生》1l期载：登封县医事开业人员及中

西药商统计，全县有医师57人，牙医19人，药商64人，西药房5个，中药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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