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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勐海县委书记胡志寿

勐海县人民政府县长岩 比

《勐海县卫生志》在县卫生局的精心组织下。经编者的辛勤劳动，县史志办的认真

审查，正式编印出版，这是勐海县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地方志向来被认为是“治资、存史、教化”的资料

书，是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勐海县委、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投入一定人力、物

力、财力发展地方志事业，先后完成了县志和一批专业志的编纂工作，可以说，全县修

志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解放前，勐海县是有名的“瘴疠之区”，疟疾、鼠疫等传染病流行猖獗，严重地危

害着各族人民的健康。由于缺医少药，许多人民逃荒躲病。人死寨空。解放后．建立健

全了卫生机构，采取综合防治措施，使多种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改革开放以来，勐海县经济发展上了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医

药卫生条件逐年改善，城乡卫生面貌和人民健康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令人欣慰

的。

勐海县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开发药物资源的好地方。民

族民间医药历史悠久，各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与瘟疫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掘了丰

富的药物资源，积累了宝贵的治病经验，傣、哈尼、布朗、拉祜族中都有著名的民间医

生。茫茫林海，生长着无数珍奇良药，索有“一脚踩着三棵药”的说法。尤其丰富的南

药资源．更是天然药苑中的奇葩。勐海县开发药物资源的潜力巨大。竭诚欢迎各地有识

之士前来投资，共同发展医药事业。

《勐海县卫生志》全书设概述、大事记、机构、队伍、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医疗、

医药、管理、人物等内容．约50万字。编者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卫生事业的成就和存在

的问题．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探索边疆卫生事业的发展之路，以便“知往鉴

来”。编写这部卫生专业志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这部书政治观点正确．具有鲜明的

地方特色。专业特色，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可以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借鉴依据。应编者

要求．特作此序。在此．向各位从事边疆医药卫生事业的工作者问候。向参与本书编写

工作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并向各界人士推荐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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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原勐海县卫生局局长杨云山

《勐海县卫生志》真实地记载了勐海县医药卫生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史，

重点记述了解放后勐海县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边疆医疗卫生事业所取得

的光辉成就，同时反映了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史实。

《勐海县卫生志》收集了大量珍贵资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总结了卫生防疫、

妇幼保健、医疗服务、医药发展等方面的业绩、经验和教训，并科学系统地将医药卫生

战线的机构沿革、技术发展、科研成果、疾病防治等，都作了翔实的记述。志书以专业

性为其特点，充分反映了勐海县医药卫生事业的特点、历史、现状及其发展与变化；志

稿体例完善、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风端正、精雕细刻，全面体现出地方志书的多方

面功能。它不但是一本宝贵的资料著述，而且也是一部难得的乡土教材，有益于领导的

决策和后人的借鉴。这样的志书，就是勐海县卫生系统的小“百科全书”。

《勐海县卫生志》是在完成了《勐海县志》卫生卷的编纂任务之后，于1995年开始

编纂的。编者徐永言、刘志愈同志在人少事多，写作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他们边搜资、

边撰稿，克服重重困难、兢兢业业、精心设计、反复修改、三易其稿，使之更臻完善，

工作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可以说卫生志的编纂成书，无不浸透着编者的心血和

汗水．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值此志书告竣之际。谨对

辛勤笔耕的编纂人员，全县各医药卫生单位、县史志办、档案馆和广大医药卫生工作

者、提供资料者和供稿者致以诚挚的谢意。我相信．《勐海县卫生志》的出版．对勐海

县卫生战线各项工作将起到鼓舞和促进作用，为振兴勐海县医药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

继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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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勐海县卫生局局长韩学斌

《勐海县卫生志》在全县医药卫生单位的积极支持下，经编者的努力，终于和大家

见面了。这是我县第一部卫生志，它的问世，是勐海县医药卫生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大

事。在全国盛世修志中，作为一项精神文明建设，献给在我县医疗卫生、防疫保健和医

药工作战线上的广大辛勤劳动的医药卫生工作者。

勐海是个多民族、自然条件复杂的边境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历史上是有名的

“瘴疠之区”，疫病流行猖獗，人民长期处于缺医少药、贫病交加的境地。解放后，医药

卫生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强了三级医

疗防疫保健网的建设，基本保障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需要；丰富的民间

医药得到有效发掘，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各族人民

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中．为发展卫生事业，积累的丰富经验需要总结，留下的生动史实

需要记载。编纂出版卫生志是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的愿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勐海县卫生志》上溯至公元497年，下限断于1998年，纵跨1500多年历史。重点

记述了解放后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艰苦创业48年的史实．全面总结了勐海医药卫生事

业的演变与发展，经验和教训，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

《勐海县卫生志》是一部专业志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民族气息。志书

据事直书，为当代人和后代人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的资料依据。志稿体例完善、结构

严谨、文字简明、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融思想性、地方性、时代性、专业性、资料性

和实用性为一体。是一部比较成功之作。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因

此，我认为它也是一部较好的资料性工具书。

《勐海县卫生志》的编纂成书，对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是一曲热忱的赞歌，x．-J仓,l业者

是个永存的缅怀。它凝聚着编者的汗水和心血。他们辛勤笔耕四年多，终于结出丰硕的

成果，真可谓“广征博采集文史，伏案耕耘始成志”。它将激励全县医药卫生事业的建

设者们为《勐海县卫生志》续写辉煌绚丽的新篇章作出更大的贡献，为发展勐海医药卫

生事业再谱新篇。

卫生志的编纂．得到县委、政府有关领导的关心。县史志办的热情帮助，省、卅I有

关单位的大力协作和全县医药卫生战线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支持．在编者的艰苦努力

下．圆满地完成了《勐海县卫生志》的编纂任务。谨籍志书面世之机．向所有予以关

心、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记述勐海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突出专业特

点和地方特色。鉴于本县历史上没有存世志书，故上限不限，也不略古，古今兼书，下

限断于1998年。

三、本志由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志、人物、附录、后记组成，以志为主，辅

以图表、照片。概述置于志首，总揽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大事，要事；人物

分人物传、人物表、人物名录；附录收录地方文献史料。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辅以记事本末体；正文以横排事项，纵写史实，一般不作评议，寓观点于记述之

中；图表插于各有关章节内。

五、本志采用章、节、目为结构层次，全志共设9章，32节，87目。

六、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志中。立传

人物以解放后对卫生事业的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其他人物以简介、名录表述。

七、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当时王朝年号纪年，夹注公历纪年；中华民国使用阿拉

伯数字夹注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历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后，系

指1950年2月17日本县解放之后。

八、机构、单位的记述，使用当时名称。文中地名一律用1984年8月出版的《勐

海县地名志》中名称，古地名按记述的对象用当时名称，加注今名。为节省文字，有些

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在以后叙述中用简称，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卫

会”，下同)等。

九、本志各类数据一般均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没有的，以各单位提供的资料为

依据。黎明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卫生机构及其有关数据均未列入本志。

十、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

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度量衡以公制为

准。

十一、文中人物称谓直书其名，不加政治性评语，不加褒贬之词。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予省、州、县档案馆、县属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县医药公

司、县计生委和县卫生局档案；部分来自省疟疾防治研究所、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

省、州卫生防疫站和报刊及本县或曾在本县工作过的医务人员、社会人士提供的专题资

料和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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