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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县卫生志



前 吉H
H

在立志改革，振兴中华的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点和方法，

编篡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而又资料翔实的专业志，是历史赋

予我们的光荣使命。编写《泪水县卫生志)) ，对认真总结历史经

验，发展卫生事业，振兴泪水经济，提供历史借鉴;对进一步贯彻

执行党的卫生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造福于子孙后代，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和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的直

接领导下， 1 9 8 3 年 4 月卫生局成立《泪水县卫生志》编集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人员着手工作。 1 9 8 4 年机构改革后，

卫生局又进一步加强对编志工作的领导，调整、充实、固定班子，

明确主编和编辑。县区十八个医疗卫生单位也固定专人，收集、整

理、提供资料。这样，上有领导支持，下有群众帮助，编写人员忘

我工作， 1 9 8 5 年 9 月完成初稿。后又经过反复修改，于1986年

4 月定稿。全书共有十五章四十三节，计十八万字，采用语体文记

事，以志为主，记、志、传、图、表、录并用。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放眼未来，翔实地记载建国前后本县

卫生事业的状况。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级医疗卫生单位领导，离、退休老同志及



卫生界知名人士的热情帮助，承蒙县史志办公室、县档案局、财政

局、统计局、人事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

意。

修志是一件新事，工程浩繁，任务艰巨，加之时间紧迫，经验

不足，水平有限，定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J正采参

1 986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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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县卫生局领导成员( 1 9 8 4 年机构改革前)
左起 程开品 张志东 陈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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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y四水基卫生局党委成员 ( 1 9 8 4 年机构改革后)

前排左起赵贞明 王玉琴 程开品

后排左起朱延增 张秉毅

泪水县卫生局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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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概 : 述

泪水县始于公元 5 6 1 年(隋开皇十一年)。因泪河发源县东

泉林陪尾山下而得名。它位于山东省中南部、大沂山区南麓，北纬

35
0

28' 至 35
0

44' ，东经 117 0 05' 至 1 1 7 03 3 ' 

东靠平邑，西接曲阜，南邻邹县，北连新泰，西北与宁阳搭界。县

境横距四十六公里，纵距四十点六公里，总面积一千零九十一点七

九平方公里，其中山区、丘陵地占百分之七十，酒河是县境唯一大

河，支流众多。岚充公路横穿东西，枣(园)徐(州)公路纵贯南

北，究石铁路又从中部过境，交通堪称便利。泪水自古就是泰安、

临沂、济宁三州的要冲，也是鲁中通往鲁南的必经之路。泪水人民

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有数千年的历史。

1 9 3 8 年 1 月，日军侵占泪水。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共产党、八路军来，组织和领导了革命武装，建立了抗日民主

政权。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泪水人民为中国革命作

出了巨大贡献。

历代统治阶级，只顾争权夺利，不顾人民的死活，既无卫生行

政机构，又无医疗卫生机构。据光绪十八年《洒水县志》记载:

"崇祯八、九年年因煌蝙害稼，十二、十三年惫蝶害稼， 野无遗

草，十月草木生花，大饥，人相食，瘟疫大作，尸骨枕藉，村落尽

成丘墟，丁户百不存一。"凄景惨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

医疗卫生事业，仅有散在民问的中医药铺，又多以祖传式、带徒式



衍于后世，发展甚慢。西医传入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至解

放前夕，全县仅有二十二名西医药人员，散在民间.由于医药人员

奇缺，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药费昂贵，广大人民有病无力

治，加之缺乏卫生科学常识，一些封建迷信、巫婆鬼神乘机作祟。

遇到疫病流行， 家丁患病，只得求神拜佛，迷信"天命"。广大人

民处号缺医少药、贫病交加的困境.

19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对人民群J众的疾苦极为关怀，及时制订了卫生工作路线、方针、政

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县委、县政府的

直接领导下，我县卫生事业白手起家，发展迅速。广大医药卫生工

作者，在全县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开展防病治病，为保障人民身体

健康，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 9 年春，县政府批准建立大众治疗所。所内十名工作人

员积极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 1 950 年 2 月县政府设立卫生科，

领导全县卫生工作。医疗卫生机构迅速发展。同年三月，大众治疗

所改建为泪水县人民卫生院，后于 1 956 年 3 月，又改建为泪水

县人民医院。 1 952 年建三区(圣水峪)和八区(拓沟)两处区

卫生所， 1 9 5 6 年发展到八处(每区一处)。为加强卫生防疫、

妇幼保健，于 195 5 年 1 2 月建立妇幼保健站， 1 9 5 6 年建立

卫生防疫站.

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自 1 950 年起，建立县、区卫生工

作者协会，发动和组织农村中西医药人员自愿组织起来，成立联合

诊所。截止 195 7 年，全县有地方医务人员三百一十九人，其中

一百九十七人组成五十二处联合诊所，八十三人组成四十七处农业

2 



社保健站，另有三十九人开业行医。经过数年努力，自 1 956 年

起，县、区、乡、村医疗预防网基本形成，缺医少药的状况基本扭

转，广大人民的健康有了保障。

1 958 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八处区卫生所和城关联合诊

所，改为公社卫生院。实行医院统一经济核算。医务人员在农村划

片负责，进行巡回医疗。 1 958 年 1 1 月建立了麻风病防治站，

196 6 年新建麻风病村一处， 当年收容五十名病人。 196 3 年

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公社卫

生院进行整顿，改全民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人员进行了调整，原

联合诊所人员通过学习，提高认识，采取自愿结合的原则，恢复联

合诊所十三处，队办保健站六十二处，方便了群众就近就医。农村

医疗卫生组织分布基本合理，经济体制适应发展农业生产、防病治

病的需要。

十年动乱中，本县医疗卫生防疫机构合并， 成立了"卫生

系统革命委员会'\广大医务人员逐级下放，削弱了卫生防疫站、

妇幼保健站和县医院的技术力量，破除了医院正常的规章制度，一

度出现医护不分、责任不明、不顾医疗质量的混乱状态。 防疫站

被取消，传染病回升而无防治措施，给人民带来痛苦。"四人帮P

推行的极左路线给卫生事业造成很大损失。而卫生战线广大医务人

员继续发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传统，贯彻"把

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推动了全县医疗卫生事业的

发展。在农村创办和推广队办合作医疗，业采取"三土" (土医、

土药、土法)、 "四白" (自采、自种、自制、自用)措施，使之

不断发展和巩固。到 1 976 年全县基本普及合作医疗。各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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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门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为'农忖培训卫生技术人员。 i二i 友

在人员、经费、设备方面，给以大力支援。 1 9 7 1 年恢复了防疫

站、妇幼保健站。泉林、张庄、圣水峪、拓沟四处地区医院改为泪

水县人民医院分院。 1 9 7 4 年，防疫站新建办公楼一座。四处县

分院兴建门诊和病房，配备大、中型医疗设备，装备手术室开展外

科手术。八处卫生院均配上爱克斯光机和化验室，提高了各医院的

诊断水平和医疗质量。

1 9 7 6 年粉碎"四人帮"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卫生系统拨乱反正，把医疗卫生

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重心上来，我县卫生

工作步入了正确的轨道。

1 978 年 4 月建立药品检验所、开展药品检验，加强药政管

理。

1 9 8 0 年起对卫生技术人员进行考核、考试，全县有二百五

十六名医务人员晋升了技术职称，其中由初级晋升中级一百三十七

人，由中级晋升高级六十八人，晋升主治(主管)医师四十九人。

1 9 8 2 年对全县农村赤脚医生进行考核、考试，其中有五百四十

八名考核合格，卫生局发了乡村医生合格证书。 1 9 7 9 年对社会

闲散中医药人员进行考试、考核，录用六名成绩合格者，充实到基层

卫生组织中。自 1 9 T 6 年起已分期分批派出卫生技术人员进修十

八个课目，二百五十六人次。 1 9 8 1 年起，全县开展了护理工作

三基训练，护理质量检查评比。 1 9 8 2 年起每年对全县各医疗卫

生单位的工作质量进行两次考核(半年一次，年终一次) 0 1 g , 8 1 

年成立了医学会，开展各科学术研究。l' 9 8 4 年恢复了卫生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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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技术人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

伐，卫生系统实行了改革，在体制上实行院、所、站长负责制，科

室主任聘用制，工作人员实行岗位责任制，严格经济核算，开展增

收节支，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卫生战线出现了新面貌。

198 5 年，全县医疗卫生机构有十九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十

一个，集体所有制八个。共有医务人员八百五十六人，比 195 2 

年二十五人增加了三十四点二倍。现有病床四百四十张，其中县人

民医院一百五十张，县分院一百六十张，妇幼保健站十张，区卫生

院一百二十张。与 1 953 年十张病床相比，增加了四十四倍。医

疗设备不断更新，技术力量明显加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

支队伍不断壮大，医护质量大大提高，各种疑难病症、急症能及时

处理，开展胸外、颅外手术和断臂再植，县人民医院已形成全县医

疗技术指导中心。县分院、区卫生院也已形成该地区的医疗卫生防

疫指导中心。

卫生防疫、地方病防治成绩显著。五十年代消灭了天花、 鼠

疫、霍乱、黑热病;六十年代控制了白喉的发病;七十年代控制了

乙型脑炎:八十年代控制了麻莎、 "流脑"、百日咳。已连续九年

未发生婴儿瘫。血丝虫病感染率 1 957 年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囚，经二十五年的防治于 198 2 年经中央、省、地考核宣布基本

消灭。布氏杆菌病自 1 9 7 6 年起，人无新发，畜无新患。地方性

甲状腺肿， 1 9 7 8 年普查全县平均患病率百分之六点八五，经三

年全民服用哄盐，已达到了国家基本控制标准。症疾 196 1 年发

病率十万分之四千零四十七， 1 9 8 4 年发病率下降到十万分之八

点零六。麻风病防治，每年进行一次普查，累计发现五百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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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己治愈三百八十九人，现有个九人。发病率由防治初期的十万

分之九点三， 1 9 8 3 年达到了基本控制指标。近年来开展了妇女

围产期保健，对儿童健康查体，开展计划免疫，查治妇女病，开展

节制生育手术等妇幼保健工作。自 198 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颁布实施以来，防疫站设立了食品卫生监督机构，

对全县饮食品卫生加强监督管理。自 1 978 年起，建立健全了三

级卫生宣传网，普及宣传卫生科学知识，进行健康教育，提高广大

人民卫生防病知识水平。学校、厂矿，普遍设立卫生室，配备保健

医生和保健教师，开展学校卫生和工业卫生。农村卫生组织，在体

制改革中普遍进行整顿，农村卫生室做到有医有药，在党政领导下

和医疗卫生部门的业务指导下，开展医疗预防工作。

建国三十六年来，我县卫生事业蓬勃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做

出了巨大贡献.

附:泪水县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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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2 一一 198 5 年，接收大、中专毕业生统计表

198 5 年底卫生人员统计表

198 5 年乡(镇)卫生事业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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