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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学有悠久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

·．： 的贡献。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县卫

，、-’_、_，． 生事业迅速发展，为提高全县人民的健康水平，搞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编纂《卫生志》，把我县医药卫生事业的

发展过程、成绩和经验教训，用文字记录下来载入史册，‘流传后

世，对教育子孙后代，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医药卫生工作者的优良传

统，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

意义。为此，．县卫生局根据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指示，于一九八二年

初成立了《东平县卫生志》编纂小组。

我们编纂小组在县志办公室和县卫生局的具体领导下，学习了

上级有关文件和外地经验，查阅了东平县旧志中有关医药卫生方面

一 的史料和建国以来我县医药卫生方面的档案资料。召开了各方面
～

的座谈会，并深入到老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调查采访。在大量积累

资料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原则，编写了这

本《东平县卫生志》。本志共十二章十八节约五万宇，记载了建国

≮，． 前后我县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卫生机构设施，疾病的流行防治情

皤鼍-一：?‘j 况，医学教育，学术活动；知名医生，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民间

流传单方验方等。

在编写过程中，多蒙各医疗卫生单位和一些老同志、知情者热

， 、1

． 1，／．



情提供材料，我们谨表谢意!因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资料搜

集不全，又加时间仓促，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便进一

步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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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叫章 概述

东平县地处古济水、汶水和大运河交流的地区，历史上为国、为

郡、为路、为州县，历二千余年，在山东省、特别是太安地区，属

于开发较早，比较繁荣重要的县区。但是旧县志对医药卫生方面的

记载甚少，其他可供参考的资料亦为数不多，故历代医药卫生方面

的详细情况颇难追溯。
’

据考查，抗日战争以前历代政权都没有设置卫生行政机构和卫

生医疗机构。防病治病以中医中药为主，西医西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

初始零星地出现。至建国前夕，全县有十七处西医诊所和二百零一

处中药铺，皆系私人开设，多分布在城镇，有西医十七人，中医药

人员二百三十人。 ，

我县历史上旱涝灾害频繁，十年九不收，更加历代统治阶级对

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

的生活，健康水平相当低劣。城乡卫生很差，街道狭窄，粪便、垃

圾污物到处皆是，每到夏秋雨水季节，蚊蝇孳生，疾病流行蔓延，

经常发生大批人口死亡。‘

建国前，妇幼保健工作屈指可数的只有施种牛痘一项，城内由

中医满如村一人负责，在春季为一部分．'SJL接种，官家给满十八亩

沙滩地作为待遇，接种不收费用。广大农+-．1-j914靠地方医生接种，有

的使用牛痘苗，有的偷取小儿痘浆代替牛痘苗，接种一次要索取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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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斤小麦。广大妇女和儿童遭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缠足的恶习

严重摧残着妇女的身心缝康，妇女生育全凭旧法接生，产妇死于难

产和产褥热者甚多。小儿忠新生儿破伤风(俗称脐带风)死亡者占

新生儿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由共产党员万里等参加的政训处领导下，

成立了战地护士训练班，吸收学员四十人，由王虎文负责，开始发

展人民的卫生事业。一九四九年底县人民政府建立了卫生科，管理

全县卫生行政事务。一九五。年五月鲁中南第七医院一部分迁来我

县，与卫生科附设的卫生所合并，建立了东-T--县-人民卫生院，为我

县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医疗卫生单位。一九Z---年开始在接山区的

前寨子村、尚庄区的龙山屯村、王台区的王台村建立了三处区卫生

所。以后各区区卫生所相继建立。当时全县九个区共建九处卫生

所，农村开始有了国家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医疗单位，除县

人民卫生院外，县卫生防度站、县妇幼保健站分另4在一九五六年建

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联合诊所根据“自愿结合、民主管理、政府

领导”的原则，于一九五一年最早在接山出现，随后相继在城关、

戴村、梁村、黄花园、沙河站、郭城、大羊、须城等地建立。一九

五六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医务人员参

加大联合。全县共成立中心联合诊所十处，八十二个门诊部，有医

务人员．F．F--十人，占当时全县医务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

八。这些中心联合诊所于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和区卫生所合

并，组成了公社卫生院。随着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



义改造，一九五六年对一些私营药店也进行了商改，将县城内最大

的私营保元堂药店改造为公码合营，称“公私合营保元堂国药店”。
’

在防病治病方面，县人民卫生院于一九五一年二月正式开展门

诊工作，．一九五四年开设病房(病床五张)，收治住院病人。一九

五六年外科做第一例阑尾切除手术成功，一九五七年开展一般腹部

手术。县卫生防疫站一九五六年大力普查普治黑热病，一九五七年

普查普治麻风病。其它传染病，如猩红热、百日咳、疟疾、麻疹等

经大力防治，至五十年代后期发病率均有大幅度的下降。严重危害

人民健康的鼠疫．霍乱、天花则于一九五二年在我县绝迹。县妇幼

保健站建立后，即大力推广新法接生，其措施是一方面改造剂用旧

产婆，一方面培养新法接生员，‘大大减少了产妇和婴儿病死率。在

农村，一九五八年开始出现互助医疗制度(又称保健医疗)，为合

作医疗事业奠定了基础。 、

五十年代也是中医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一九五四年我县首次召

开中医代表大会，贯彻中医政策，鼓励中医带徒，献方献法，著-t

立说，。激发和调动了广大中医药人员的积极性。五十年代先后成立

的联合诊所、区卫生所及公社卫生院中，绝大多数是中医药人员。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人民

健康水平下降，疾病增多，一些传染病有所回升。如疟疾的发病率

超过建国初期最高发Fi#-份的发病人数。其它疾病如千瘦、水肿。

小儿营养不良、妇女闭经(通称四病)等发病人数亦较多。我县贯

彻中央双保方针(保人、保牲畜)，积极开展防治，据一九六二年

统计，上述四病共治愈三千八百二．十二人。

卫生部门本身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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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到一九六四年各方面都得到恢复和发展。据一九六五年统计，

全县有医务人员六百三十五人，病床一百三十张，全年门诊量十五

万二千二百六十人次，收治住院病人一千四百二十九人次，做大小

手术一千二百二十七例。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我县卫生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一

九六六年十月份一批医务人员被驱逐回家。一九六八年在“斗、

批、改”运动中县卫生局被迫撤销，由县人民医院、县卫生防疫

站、县妇幼保健站、原县卫生局等八个单位联合组成县“六·二六”

卫生公社，掌管全县卫生行政大权。各公社卫生院也纷纷建立了

埘六。一二六”卫生院，全县七十五处卫生所全部撤销，每处卫生院

都从五六十人精简到二十多人，大批医务人员下放农村走“赤脚医

生道路”。各医疗单位技术力量大大减弱，医院管理混乱，各级医

务人员的岗位责任制被破坏，医护界线不分。医务人员不敢钻研业

务技术，否则被扣上甜白专道路”’的帽子，基础医学理论普遍下

降。传染病回升，特别是一九六七年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

脑)在我县发生流行，防治措施不力，以致发展为金县范围的大流

行，总发病人数达一万零五百九十二人，死亡二百七十二人。

但是，在这期间虽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因整

个社会主义根基没有变，故卫生战线上的成绩仍很大。农村卫生事

业、合作医疗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同时由于贯彻“把医疗卫生

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国家对我县各级医院从人员、设

备、经费等各方面都大力支援，各医院在这期间配备了许多大、中

型医疗设备。放射性同位素的运用于一九六九年开始筹备，一九七

三年用于临床，成为全省第一个应用原子医学的县份。县级医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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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如县第二人民医院、县皮肤病防治所也在这个时期建立。有六

处公社卫生院在一九七二年转为全民所有制的医疗单位。在全县范

围内形成了县、公社、大队三级医疗预防网(在文化大革命前为

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医疗预防网)。
、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卫生系统认真贯

彻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和肃清了江青反革

命集团极左路线的流毒。对医务人员从政治上进行教育，从技术上

进行培训，提高了广大医务人员学习业务技术的积极性和为人民服

务的自觉性，卫生工作重新进入正确的轨道。通过考核、考试，使

全县四百四十二名医务人员得到晋升，其中由初级晋升为中级的三

百一十人；由中级晋升为高级的九十八人；晋升为主治(主管)医

师的五十三人。特别是平反纠正了冤假错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被靠清洗出队’’的医务人员的工作，落实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

策，给二十名退休的老中医药人员办理了复职手g：，调动了他们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的积极性。建立了医学会、中医学

会、护理学会、药学会等四个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活动、科学研

究，并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受到上级重视和奖励。努力提高医院

领导干部的管理水平，用经济手段管理医院，加强了劳动纪律，实

行科室核算，严格了医护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努力改善服务态度，

提高服务质量。整个卫生战线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至一九八二年底，7金县共有县级医院两处，县分院和公社卫生

院共九处，连同县卫生防疫站、县皮肤病防治所。县药品检验所和

县卫生学校，共十六处医疗卫生机构。金县共有医务人员一千零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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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人，其中主治(主管)医师五十三人，医药护师一百五十八

人，中级医务人员四百一十九人，初级医务人员三百零五人。金县

共有病床五百零五张，其中县级医院一百七十张，县分院和公社卫

生院三百三十五张。一九八二年全县门诊量五十五万三千三百八十

七人次，收治住院病人一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次，治愈率百分之七

十七点四，好转率百分之十七点一，死亡率百分之二，病床周转为

三十二点七次，病床工作日为二百三十二点七天，病床使用率为百

分之六十三点八。

在疾病防治方面，主要传染病如“流脑”、 “乙脑”、疟疾等

病的发病率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相比，均有大幅度的下降。妇幼

保缝、计划生育、农村卫生事业等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学、厂

矿都建立了卫生室，开展了学校卫生和工业卫生工作，建立了工业

卫生档案。

总之，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县卫生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是蓬勃发展的。国家和集体医疗卫生机构随着社

会主义的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比较健

全的县、社、队三级医疗预防网，为提高全县五十多万人民的健康

水平，支援工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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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卫生机构

7第一节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

建国前，我县历代政权都没有设置专门的卫生行政．肚理机构。
、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卫生工作非常重视，为了加

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于一九四九年底设立了专门的卫生行政管理

机构一一东平县卫生科。初期配备干部二人，第一任科长程子陵

(兼县人民卫生院院长)。一九五九年底撤销东平县建制，与平阴
‘

合并，卫生科迁往平阴城内，并入平阴县卫生科。一九六一年底恢

复东平县建制后，由平阴县卫生科分出一部，组成了东平县卫生

、 局。局址设在城内县政府大院，编制四人，其中局长一人，会计一

人，办事员二人。一九六八年县卫生局被迫撤销，由县人民医院j

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等八个单位联合组成县“六。二六”卫

生公社，掌管金县卫生行政大权。一九六九年底撤销县”六。二六”

卫生公社，恢复卫生局建制。一九七八年七月卫生局迁至后屯，与

县药品检验所同院，共占地面积十六点四亩，房屋四十二间。目前

编制十人，其中局长一人，副局长二人，工会主任一人，人事干部

哼 一人，会计一人，办事员四人o

． 现将历任局(科)长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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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县卫生局(科)历任局(科)长一览表

单 位 名 称 姓 名 姓别 职 别 任职年份

东平县卫生科 程予陵 男 科长 l 9 4 9

" 曾 健 悻 副科长 1 9 5 3

" 李明轩 『I 科长 l 9 5 6

" 董文彬 " 科 氏 l 9 5 6

n 罗福林 I} 剐科长 l 9 5 8

" 李跃南 “ 科长 l 9 5 9

Ⅳ 阴皱元 ¨ 剐科长 l 9 5 9

东平县卫生局 宋保清 嚏 局长 l 9 6 1一一I 9 6 5

" 王垒玉 “ ^6长 ，l 9 6 4一l 9 6 5

H 张继兰 ” 剐局长 l 9 6 5一l 9 6 8

东平县“六·二六卫生公社” 侯秉桐 峰 主任 {1 9 6 8—1 9 6 9

东平县卫生局 张继兰 “ 局长 l 9 6 9⋯
” 战文彬 ll 剐¨长 1 9 7 2一l 9 7 5

" 李宗渭 f， 刖』．6长 ：1 9 7 6—1 9 8 l

¨ 侯桂英 女 剐局k {l 9 7 6—1 9 7 7

" 宋登桐 男 副局长‘l 9 7 9⋯
¨ 唐家仁 || 副局长 l 9 8 2一一

第二节 卫生医疗机构

一、建国前的医药业

我县在建国前没有官方举办的医疗机构，散在的一些药-i铺诊所

皆系私人开设。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二一九三六年)的《东平县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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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当时的中医药业情况是“中药业：城内药铺九家，四乡三十二

家，资本金额统计八千三百二十元，全年营业总金额七万八千七百

余元。”新近调查，至建国前夕，全县共有中药铺二百零一处，多

分布在城镇，有中医药人员二百三十人。这些中药铺绝大部分为职

业中医所开设，一小部分以经营中药为主，无医生，亦有聘用坐堂

医生者。城内保元堂药店资本较为雄厚，中药饮片、膏、丹、丸、

散较为齐全，不但经营零售、批发，而且有坐堂医生，是我县最大

的私营药店。这时期的医学分科有内、外、妇、儿、痘疹、整骨等

’科，有些医生因有分科方面的专长，．故能为一方群众所信赖。

西医西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在我县零星出现。三十年代

初．，一些曾在北京、济南等地教会医院及其他西医院学>-7或工作过

的西医药人员游入我县，以他们肤浅的西医药知识和少量的西药为

资本，在城镇办起了西医诊所，处理一部分小伤小病。据民国二十

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的《东平县志》记载当时的西医药情况是，

西医诊所“城内四家，四乡一家，资本金额统计二千六百余元，全

，年营业总额八千五百余元”。至建国前夕，全县共有十七处设备简陋

的西医诊所，多分布在城镇，有西医药人员十七人。在技术方面只

能处理一部分农村常见病，可以注射一部分小针剂。他们之中以城

内王金全、须城孟继正较有名气，王、孟早年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同

仁医院(均为教会医院)习医，是为东平县最早的西医。

建国前夕的中药铺及西医诊所分布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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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县建国前医药业散布情况一览表(按一九八一年行政区) 一

村镇名

城内

"

ll

一 一，，‘．

"

t}

”

”

”

”

tl

城 关 公 ’社

备 注 村镇名

城内

fI

梁 村

"

l}

，＼ i}

西医诊所： 11

，
．．

，，

‘一

。 ；l齐庄

两医诊所j}大梁庄
II

牙科；}后连花湾

。

姓名!堂 号

秦明轩

满光甫

潘』l】藻

粱兆芝

池忠一

乔锡谤；

梁群儒

郑为贵

孙安贤{

梁绪贞i

侯庆芬I

社

济东诊所

三元堂

种德堂

同聚成

延文!趁

备 注

西医诊所

k

． 湖 区 公
———————．．3-—～一一—————。—————：—————————————．————————一——————

牛 圈

侯楼

杨岗

解兆举

侯允钦

王玉祥

养生堂

玉德堂

风凰台

¨

双楼

土更石

韩子明

陈树泉

积善堂

玉德堂

两医诊所

沙 河 站 公，社

杨楼

吴桃阔

三官庙

¨

．
屈 楼

杨玉成

尹捧言

韩进贤

刘现畛

马允文

裕德造

卫生堂

保生堂

庆和：迸

1 O

小杨庄I

、 ，，

大杨庄1

李 圈l

廖村}

张兆元

张衍永

张兆修

李广畛

孙印俄

辅元堂

合德堂

复生常

中和堂



一

村镇名 姓名 堂 号 备注 村镇名 姓名 堂号 备 注

孙村 孙恩洪 铭思堂 沙河站伯 蔚大振 益生堂

” 孙洪瑞 瑞康堂 ” 牛树栋 济生堂

东堂 李克昌 ¨ 张之环 同信堂

|} 李克仁 H 董清高

张 李樯瑞 ” 于在忠 在忠诊所 西医诊所

押 李克俭 持 李维贵 惠民诊所

沙河站街 杨黟卿 怀德堂 " 刘龙轩 齐鲁药房 西医诊所

¨ 蔚大芹 春和堂 ¨ 冯广远

l} 李朝福 保和堂 " 谢静安 静安诊所 西医诊所

lf 赵清林 永生堂 丰庄 仲伟英 三善堂

彭 集 公 。社

彭集街 陈由本 花玉堂 后亭 吕树新 松鹤堂

" 崔秀本 保寿堂 ，， 尚福常 济鲁药社·

|| 田西池 益生堂 ，， ·胡来彬 积德堂

" 赵士祺 登寿堂 大高庄 杜荣显

tf 田树恒 济生堂 史家庄 田树明 增寿堂

小代树 张绪典 仁寿堂 大孟村 孟广善 积善堂

南城子 孙翊光 保寿堂 王 圈 王玉家 中药栈

刘代村 划庆浩 春和堂 " 王心干 强寿堂

¨ 孙传化 福德堂 东梁村 张兆绘 颐寿德堂

}I 刘志尚 卫生堂 赵楼 赵厚钧 育生堂

¨ 刘方菊 ，金兰堂 陈圈 陈廷怀 宏育堂

吕家楼 吕树佩 尚流泽 程宝岗 保寿堂

后亭 刘广伦 明德堂 袁海 袁绪彬 怀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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