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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人民有讲究卫生的好传统，也有某些影响环境卫生的陋习，随

着经济发展，文化水准提高，社会进步，人们对环境卫生的要求越来越

高，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可惜过去很少这方面的记载。 。?

《醴陵爱国卫生志》是第一部有关爱国卫生运动的专业志，它凝聚

了修志人员三年多的心血，在广泛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记述了醴

陵地区全民性爱国卫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概要地总结了事业发展的经

验教训及其对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既是全市爱国卫生工作

者辛勤工作的真实记述，也是修志人员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还可为市

志和各专业志提供借鉴，在此，谨向《醴陵爱国卫生志》的全体工作人

员表示谢意，并致衷心的祝贺。

王泰诚

1990年lOP]



凡 例

一：本志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宗旨，详今

略古，着重记述醴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史

实，以启迪后人，继往开来。

二、本志编纂下限为1986年；往上叙事溯源，无统一上限。

三、本志采用规范化的语体文记述。体例分章、节、目层次；以记、

志、图、表、录记述。

四、本志使用的数据，均以阿拉伯字书写。比例在文中及图表中，

一律书写成％、‰、o／万、o／10万等。 ．·

五、本志所列地名，以《醴陵地名录》为准。地名录上末记载的小

地名，则按当地的习惯称呼。

六、本志计量单位的长度、面积、重量等均以法定计量单位计算。

七、本志末设人物传记，只在章节中因事系人地予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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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醴陵市地处湘东，‘总面积2157．2平方公里。东邻江西省萍乡市，南

接攸县，西连株洲县，北界浏阳县。。1949年8月，建立醴陵县人民政权，

属长沙地区(1952年改为湘潭地区)。1983年7fl划归株洲市管辖。1985

年s月经国务院批准，于8月15日由县改市。1986年底，全市辖4镇37个乡，

4个街道办事处，681个村(镇)，44个居民委员会。总人1：／870792人，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04人。

醴陵人民素有爱清洁讲卫生的良好习俗。连年过节，婚丧喜庆，将

室内室外打扫千千净净。民国期间，县政府颁发过清洁街巷办法和整理城

市清洁告民众书。城区配号职清道夫；设有垃圾箱；每年举行一次清洁

运动，平时由卫生院组织人员视察饮食、旅店、理发等服务行业。但是，没

有专项卫生经费和专门卫生防疫机构；科学卫生知识不普及，社会上封

建迷信活动盛行；城乡不卫生的现象到处可见，疫病时有发生。1940年天

花流行，严重疫区死亡人数占发病人数的七之七八。1941年霍乱在醴陵

暴发·日本侵略军陷境的1944年前后，疟疾流行。白喉、肺结核、小儿

麻痹症，疥疮、性病以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传染病亦时有流行。．1946

年全县发生各种传染病6612例，其中天花、霍乱烈性传染病33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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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952年成立醴陵县防疫委员会，翌年更名为醴陵县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后陆续建立卫生防疫、环境保护、环卫管理、食品监督、市容监

察等职能机构。爱国卫生运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根据各个时期的特

点，经过普及卫生知识，开展讲卫生，除“四害” (老鼠、苍蝇、蚊子，

臭虫)；和“两管、五改静 (管水、管粪、改厕所、改炉灶、改饮水、

改畜圈，改环境)；以及治理工业“三废” (废渣、废气、废水)；加

强环卫建设，食品监督和学校卫生管理活动，城乡面貌逐步改观，法定

传染病的发病人数下降。1986年的发病人数为1960午的77．02％，为1946

年的20．89％。1949年以来霍乱从未发生，天花已于1954年绝迹，疟疾，

性病、小儿麻痹症基本消灭，白喉、破伤风、麻疹得到控制。人口死亡

率由1953年的19．13‰下降到1986年的5．68‰。．，

：，，1952年起管理水源，经过水质调查、监测、建设。1986年，全市新

建、改建水井20511口，其中压水井7766口；城区建有自来水公司，浦口

镇建有自来水厂。农村有58％的人饮用清洁卫生水；城区有3．2万人使用
●

。

自来水。 ，·

，，’ 醴陵食品行业发展较快，j，饮食、肉食、副食卫生得到改善。。1986年

末，。有食品工业企业1026个。其中国营31个，乡镇办7s个，村19．0个，

联合体177个，，个体5‘s3个；从事食品企业的职_T-9600人。《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卫生法》颁发后，进一步加强了食品卫生监测，食品卫生检查



话述

以及对食品从业人员的体格检查，食品卫生标准的合格率逐渐提高。

醴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注意对废渣、废水、废气的治理。
· } 一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公布后，经过技术改造，更新设

备等手段，开始收到化害为利，变废为宝的良好效益。1986年底全市有

乡镇企业16813个，职工增加到129569人；行业多，分布广，防保条件

差，管理跟不上，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困难，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原有的污染尚未来得及治理，新的污染又开始出现。
’

』‘
’

城区环境卫生管理，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

方针，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进行总体规划，讲究实效，致力于卫生基

本建设。1986年城区建成区面积7．7-'7-方公里，为1949年的10．8倍；城区
： 一 。

总人口123'789人，比1949年增加5倍；城市街巷道路60条，总长32．2公里，

道路面积25．52万平方米；．排水沟14．79公里；绿化面积15．4公顷，绿化

覆盖面积86．8公顷，覆盖率为11．27％。1986年末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职
0 譬
t

工发展N 90人，比1953年的7人增加11．8倍；人员素质明显提高；垃圾清

运由过去靠入力到基本实现机械化。醴陵的爱国卫生运动将继续沿着健

康的轨道前进，城乡环境卫生面貌将更加日新月。异。：j．·一 i ：．



大事记‘一

1 9 2 4年

醴陵首次开展清洁及防疫运动。

1 9 3 2年

醴陵县警察局列清道夫编制8人，清扫街道。

1 9 8 4年

10月，醴陵成立卫生院，在县城街巷设垃圾箱16处。

l 9 8 6年

3月22日，醴陵县政府颁发《清洁街巷办法》，。县长贺笠青发出《整

理城市清洁告民众书》。

l 9 4 8年

醴陵预防接种霍乱、百日咳、天花等疫苗73999人次。



大事记

l 9 4 4年

3月，醴陵县卫生院并入湖南公医院醴陵分院，负责管理全县防疫及

环境卫生。

l 9 4 6年

醴陵发生疟疾s033仞J，痢疾、霍乱等传染病1579例。

l 9 5 2年

4月30日，成立醴陵县防疫委员会，翌年更名为醴陵县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

1 9 5 5年

8月，醴陵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卫生科联合主办，培训中、小学兼职

保健老师4s人。

1 9 5 6年

j

3月，组建城关肥料公司。
‘

一

8月，开展消灭老鼠，苍蝇、蚊子、麻雀的除“四害”运动。

一S一



大摹记

l 9 5 7年

7月，醴陵总结勤扫、勤垫、勤出、勤烧和牛有栏、猪有圈、人有厕

所、粪有池、灰有屋、鸡鸭有埘、四季有凼、田里有绿肥的“四勤八有”

管粪积肥和讲卫生经验在金省推广。

1 9 5 8年

8月，醴陵基本实现无疟县。

、 l 9 6 0、年

5月，开展清除“污水、垃圾，粪便和改私厕为公厕；改天井为花坛；

改有烟灶为无烟灶；改小家粪凼为大肥凼；改饮圹水为饮井水；改环境

脏乱为整洁美观”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

l 9 6 1年

7月17日，醴陵自1959年起浮肿病人累计s1871人。至1962年6月治愈

46683人，治愈率为90％。

l 9 6 2年

4月，开展预防肠道传染病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县、区、社三级组

_A一



织预防接种队伍，注射霍乱疫苗151284人。

l 9 6 3年

大事记

4月，醴陵成立副霍乱防疫指挥部和防疫机动队，培训防治技术霞干

426名，组织464人的预防注射队伍，注射霍乱疫苗64575人份。

1 9 6 4年

6月，开展管水、管粪、管饮食、灭苍蝇(简称三管一灭)为中心的

爱国卫生运动。在县人民医院开设肠道专科门诊。农村和城镇加强水源

保护和饮水消毒。

1 9 6 5年

9月，成立醴陵县城关镇整修街道指挥部。主要街道由三合土路面分

段翻修，铺设水泥路面。历时两年。

lo月，成立醴陵县环境卫生管理站。

l 9 6 6年

j

3月，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发生。翌年暴发流行，患病6718人，发病率

1035．29／／10万，死亡543人，病死率8．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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