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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灵石县卫生志》从一九八五年七月开始．编纂，历时两年，今．
一 ：

天雕大家见面了。 ．

．r“方志”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地理、风俗、人物等各方面的重要史料。 灵

石县地方志，始修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五修于民国

二十三年(1 934年)：但是，’历次旧志都没有卫生医药之卷。．《灵

石县卫生志》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确是可贺的二件大事。

． 《灵石县卫生志》以马列主义，毛译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述而不作，以类系事，横排纵．

写的方法，将我县从清朝末年迄今一百多年来的卫生事业发展轨
、

●

‘

迹，作了历史的记述。 、

卫生医药事业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人民

生活息息相关，它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标志。

解’放前，全县七万多人口居住在五百多个自然村，分布于一千．

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但全县仅有三十七个民间中医，平均．两

千多人．中间才有一名医生，且医疗条件扭差，广大捉村特别是偏僻

山区，缺医少药j人民得病后得不到治疗“，尤为严重的’是各种’传染

病频．繁流行，使广大人民贫病交加，难以生存，对此难忘的历襄

《灵名县卫生志》作了简略的记述⋯．

、《灵石县卫生志》似解放后；十多年来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为’

重点，用大量的篇，幅作了较详尽的表述。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和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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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把防病治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作为全民．

福利的大事来抓。一方面积极创建医疗机构，发展卫生事业；另一

方面设置防疫机构，开展防疫保健工作∥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 ，

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经过一系列防治措施，在五十年代消灭天

花、鼠疫、霍乱等三大烈性传染病，七十年代控制了白喉，八十年

代没有发生小儿麻痹。另外流脑、麻疹等发病率也显著下降。严重威．

胁新生儿生命的破伤风也绝迹。全县范围的三大地方病已基本控制j

尘肺等职业镝，已进行奎治。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各级医

疗机构已基本健全，卫生队伍不断壮大。一九八五年全县有卫生机梅

五十七个；病床五百五十一支；有医技人员和职工七百五十六人。

农村有卫生所二百七十四个，乡村卫生员三百六十人。县和乡镇各医

疗机构的设备基本齐全，全县人民的防病治病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县的卫生事业在改革中取

得了显著成绩。县、 乡、村三级医疗网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看病

难．吃药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同时祖国医学也有较快的发展，

现在全县从事中医的专业人员已达九十八人，并于一九八五年建立

了中医院，为我县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总之，，《灵石县卫生志．》内容比较丰富，资料也较详实，确是

我县近百年卫生事业发展的缩影。堪为继往开来者’，鉴古察今，开

拓未来和兴利除弊的借鉴。当然，它也不是尽善尽美，由于时间短

促，水平也有限，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望社会贤者畅言斧正。

谨此为序

灵石县副县长 郭正义 。．_九八点年七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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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士
丽’ ‘吾

方志，它记述一方物土，反映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历史真实

面貌，让继往开来者，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方志的主体，是由若干专业志组合而成。．我们在县委、政府领

导下和县志办的具体帮助下，所编写的卫生志，就是构成县志主体

的一页。

解放前，社会制度私有，群众看病吃药自花钱。统治集团只知

横征暴敛，根本不管人民防病治病的事。，因此有关医疗卫生‘的信

息，从明朝到民国，先后编撰的五部灵石县，志中，只记了’片言只

语。我们写的卫生志，是灵石有史以来第一部，反映医疗卫生的专业

壬 ．。

、

J心0
、：

． 盛世，或者每隔六十年修一次志，已成纂修方志的、一般规律。。

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县卫生事业，通过

本系铳职工和医技人员的辛勤劳动，有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特别在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各行各业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改革。我们的卫生事业，更

是日就月将， 乡乡镇镇有了卫生院，村村庄庄建起卫生所，形成了

县、 乡、，村三级医疗网，向人人能享受医疗保健的方向发展。此种

日升月恒的时期，正是修志的最佳时机。

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观点，、本着体远到近详今略古，古为今
一 ．1



用，立足当代和秉笔直书的原则审核使用收集到的资料，将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两条颊扑不破的

真理，贯串在腾飞卫生事业中，为四化建设服务。

全志分为十章三十三节，附以图表，．约计十万多字， 前有概

’述，后有大事记，纵横交织，图文并茂。于一九八六年九月末写成

了草稿，又进行了审核修改，．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完成初稿： 、

。 我们的编撰和审核人员，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都很低，而且

没有写志的工作经验，、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欢迎阅读

者提出指正与批评意见!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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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石卫生专志领导组

公元一九／<七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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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灵石县创建于公元五九O年(隋朝开皇十年)，到二一九八五

年，已有一千三百七十五年的历史。境内东有太岳山，西有吕梁

山。’汾河沿两山峡谷穿过。．两岸岗峦重叠，沟壑纵横交错；地理形·

势，十分险要，是三1晋南通北达的咽喉。“全县一千二百零六：平方公

里的面积上，有大小自然村庄六百四十三个，‘分属三百零一个村民

委员会管理。一九八五年全县划了十八个乡镇，：行使行政权力’，’管

辖全县工农业总人口：二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八人： ，‘

、明朝洪武元年，县治开始设《医学．》，．有训科一人‘专管医事

政令。公元一六四四年，满清入关立国；依样搬用明朝医学制度。

清朝的光绪三、1四两年，全国大部地方遭受特大旱灾，又有瘟疫流

行。这次灵右饿死。病死贫民四万多口，使金县人口减少五分之二
‘

多。
．

．

n

‘．
．?

一 民国建立，医生改，由公安局管理和考核，发放行医证；并负责

公共卫生，监视‘疫情。、1全县到抗日战争前，有中医三十七人，药店

三十六家。城乡还有西医五人开诊，城内有私人西诊所两介。

中华人民箍和国成立后，建立了编制：八人的人民医院。接着成

立了卫生科，区、乡和村有专人负责卫生工作。一九五一年通过鉴

定j全县有合格中医三十四人，西医二十六人。 ·．

、 一九五八年秋，全县成立了六个公社，建立起乡村’医院十三·。

?。二：毫-



所；村建立保健站二十四个。

在公社化运动中，有民间中医七十六人，西匿三十人，护士一

人，药剂员十五人，过渡到集体单位工作，初步改变了f、农村缺医少
!

药的面貌。、．
。

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县农业连续三年遭到不同程度的

自然灾害，情况和光绪三年相类似：但是党和政府在不能饿死一人

的原则下，控制用粮，做到保证重点，细水长流。对干瘦病人，浮

肿病人，即时加发油、黄豆、调剂细粮。受灾前的一九五九年，我

县有人口十二万七干九百三十七人，t而在连年灾害中，人口不但没

有减少，反而在三年中人口净增加九千零；十一八。这充分显示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文化革命”的十年，卫生事业的各种制度遭到破坏，工作停

滞不前。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经过拨乱反正，纠正了极

左路线，卫生事业才又萌发了生机i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卫生局领导本系统职工，、在办医形式，人

才培养，管理制度和体制等方面，相继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使

卫生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农村基层，原在经济上处于贫困，卫生上缺医少药的自然村_

百零八个，经县脱贫致富，给补助经费五千五百三十元，办起了不

同形式的卫生所三十一个。从此全县三百零一个村委消除了卫生空

白村，使个个村委有医有药有机构。 圆．

．各乡镇卫生院，打破坐堂医形式，到缺医少药的山庄巡回医

． 疗，并开设代办点二十二处。城关医院改革了门诊制度，延长了门

诊、售药时间，并开展了治疗宫颈糜烂的新项目。段纯中心卫生院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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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办起创伤专科医院。 ·．

县医院购入电子化仪器B超，确诊了肿瘤等病例三百多人次。

一九八五年成立了中医院，补起了历史空白。全县消灭了布病；控

制了地甲病；为氟病典型村腰庄投资一万六千元，引进适于饮用的．

低氟水。全县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近年来没有发生白喉和小

儿麻痹症≯普及了新法接生，其中科学接生率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二

点五，消灭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的产褥热。

．一九八四年，建立职业学校卫生分校，县局投资二十一万元，

修建了二层教学楼和宿舍，招收了中专医士班三个，共学生一百七

十一人，为卫生工作的发展准备了人才。

计划生育是卫生部门三大任务之一，负有技术指导之责。从一·

九七三年到八五年卫生系统医技工作者本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原

则，共做结扎、上环四万零四百九十人次，共做流产引产一万四千

零七十八人次。为控制人口发展贡献了力量。． ．

截至一九八五年，全县有卫生机构五十七个，是一九四九年的、

五十七倍。有病床五百五十一支，是一九四九年的一百一十倍，每

三百三十个从口，均一支病床。现有医技人员和职工七百五十六

人，是一一九四九年的九十四点五倍。其中包括中西医师、医士二百

七十四人，平均七百四十九口人中有一个医生：
’

农村有卫生所二百七十四个，乡卫生员三百六十人，接生员一
、 。

百二十五人。
。 一·

。

、

，现在5全县以防疫、妇幼、医疗、‘卫生教育为主的四大中心，，已

初其规模，中有乡镇卫生院作纽带，下有村委卫生所医生监视．疫

情，县、乡、村巩固的三级防疫网已基本形成，一旦发现疫病可由．
。

． ． 。马一
， ：

●

、



县医院、防疫站、备派救护车送去防治人员，就地解央问题。

健康长寿已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解放前我县人

口平均寿命停留在三十五岁上下。现在据一九八二年普查人口统计

数字精确计算，男寿命已提高到六十七点八五，女是七十点八三，+

平均寿命达到六十八点九九i
。。

这是三十六年来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的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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