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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呼市卫生防疫站

1 992年建成的检验楼

极大的改善了工作条件

位于金桥区的呼和浩特市疾病控制中心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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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卫生防疫站站志 序言

序 言

， 呼市卫生防疫站自1953年建站至今已走过了风风雨雨半个世纪的历程，经过前辈

们的艰苦创业，几代卫生防疫人员前赴后继努力奋斗，我站在基础建设、仪器设备、人

员构成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至今已初具规模。

五十年来几代防疫人为我市的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随着卫生改革的深入，呼市卫生防疫站将更名为呼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信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和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建立与完善对应突发事件和专业队伍的监测预警能力，从而更加及时有效

地发现并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为全市人民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希望新的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能够在未来的卫生防疫事业中谱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乐章。

7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类与疾病的对抗，是一场任重道远，漫长

而艰苦的斗争，无论是新发现的传染病还是卷土重来再肆虐的传染病，对人类健康的危

害和威胁都将是长期的，人类将会从发现、认识到战胜直至最终消除、消灭每一种传染

病。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是一项长期持久，常备不懈的工作，它

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本站志只是简要如实地记录

了我市人民与疾病斗争史的一小部分，难免会有一些人物及事件未能提及，敬请谅解，

同时书中会有许多欠完善之处，恳请各界朋友及同仁给予指正。

站长张玉敏

二oo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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