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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郑州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 林则田

《郑州卫生志》(1986～2000年)与社会见面了，它涵盖了

1986年至2000年郑州市卫生事业的15年发展历程。这15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15年，也是郑州市卫生事业发展最好的

15年。郑州市的卫生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沿着

科技兴医、改革创新的工作思路向前发展。市卫生局党委一班

人，开拓进取，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带领全市城乡卫生工作者

在改革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史志编纂工作者坚持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将这段发展史记录下来，承上启下，总结过

去，以供后人评说。

市卫生局党委决定，于1999年7月成立本志编纂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同志广泛收集资料，经过认真整理、分析、编排，于

2002年10月形成初稿。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市领导和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请允许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仅将本志献给曾经关心支持郑州市卫生事业的各级领导

和同志们!献给辛勤工作在医疗卫生第一线的白衣战士1

2002．12．26



凡例 1

凡 例

一、《郑州卫生志》(1986--2000年)是1990年出版的上限不限，下限至1985

年卫生部门志的续志，它的记述时限t上限定为1986年，下限断至2000年。为保

持与第一部卫生志书的连续性，有的记述追溯至1986年以前。

二、本志根据认真回顾、尊重历史、突出特色的原则，采取新老相结合的编排

方法，以篇、章、节、目为记述结构层次，篇、章之后无引言，节之后～般分为概述或

概况、主体性条目、典型性条目。

三、本志共分为10篇，34章，114节，共计70余万字。

四、郑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爱卫会)于1981年8月由郑州

市卫生局分出，单独设置机构，隶属郑州市人民政府，其工作直接部署到各县

(市)、区o 1995年11月，市爱卫会与市卫生局合并，1996年11月又从市卫生局

分出为独立机构，故本志未设爱国卫生运动篇章。

五、本志的记述采用语体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以多侧面、多方式反映事

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

六、本志的记述范围以郑州市行政区为准，包含省、市、县(市)、区及驻郑医疗

卫生单位，以郑州市卫生系统为主。第一个名称使用全名，以后使用简称o

‘七、本志的编纂材料主要来源于各单位上报、市卫生局档案及郑州市年鉴等

资料，使用时均经甄别核实。

八、统计数字以国家规定的报表数据为准，小数点后取两位数，四舍五人。

表、图顺序以章为单位进行排列。

九、少数单位在记述时限内确实存在，但无资料，因此本志中只有单位名称而

无内容o
，疆_$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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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郑州市地处中原腹地，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新兴商贸城，河南省会，是河

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6年，全市共辖8区6县，即二七区、金水区、中原
区、管城回族区、上街区、新密区、金海区、郊区和荥阳县、中牟县、新郑县、密县、登

封县、巩县。1987年，行政区划调整，撤销郑州市郊区、金海区、新密区，新建邙山

区和新密矿区管委会。1991年至1994年间，巩县、荥阳县、密县、登封县、新郑县

撤县建市(县级市)，现全市共辖6区6县(市)，即二七区、中原区、金水区、管城回
族区、邙山区、上街区和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登封市、新郑市、中牟县。全市总

人口1986年为491万4901人，2000年增加为628万197人。其中：农业人口407

万3232人，非农业人口220万6965人，市区人口总数为218万9596人，6县(市)

人口总数为409万601人。

1986年至2000年15年中，郑州市卫生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新时

期卫生工作方针，即“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

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在“改革、开放、搞活”
精神指引下，深化卫生体制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了

“133”系列工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获得双丰收，迎来了郑州卫生事业发展史上

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o

1986年，郑州市卫生局对全市卫生事业发展制定了新规划，卫生行政管理逐

步走上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卫生局机关管理机构在1985年

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医政管理、药政管理、中医管理、卫生监督管理、疾病控制管

理、妇幼保健管理、地方病管理、科技教育管理、技术人员管理、计划财务管理、公

费医疗管理等不同职能的处室，根据郑州市本地情况和不同历史时期出台和制定

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指导性意见，加强监督检查，引导和规范全市卫生事业健康有

序地向前发展。期间，卫生管理突出了精神文明建设与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党组

织建设，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文明单位，评选文明个人，全市医疗卫生单

位的医疗环境和广大医务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医德医风、医疗秩序

明显好转，卫生监督管理依法行政、照章办事，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进步服务。

期间，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了各级卫生防疫机构的建设，完善巩

固了县(市)、乡(镇)、村三级卫生防疫网。各级卫生防疫站着重抓好传染病防治、

计划免疫、地方病防治、卫生监督监测等项工作，在1985年全面消灭鼠疫、天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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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热病等烈性传染病的基础上，至1990年，全市基本消灭了脊髓灰质炎，白喉等

传染病。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流行的传染病如流脑、乙脑、麻疹、猩红热、流

行性出血热等，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未发生大面积流行。全市传染病总发病

率由1986年的508．62／10万下降到2000年的217．98／10万，计划免疫“四苗”接

种率2000年达到98％以上。1986年以来，乙肝、性病等传染病呈发病上升趋势，

卫生防疫部门根据新情况制定了新的传染病防治规划，控制此类疾病的多发和传

染，对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坚持常规监督监测，加大对食品卫生的监督

检查力度，每年都要对食品生产和经营单位进行几次大的集中检查和整顿，食品

卫生成为近年来卫生监督的重点。期间，全市集体食物中毒发生数量明显减少。

饮水卫生方面市区加强了对水源(供水厂)的监督检测，农村地区围绕改水工作提

高饮用水卫生标准。地方病发病率显著下降。

妇幼保健工作随着新的妇幼保健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妇幼保健队伍的扩

大，县(市)、乡、村三级妇幼保健网进一步健全。基层妇幼保健人员的素质有了明

显提高。全市从事妇幼保健工作人员达4068人，比1985年的2800人增加70％，

期间，围绕孕产妇系统管理和儿童保健系统管理为工作重点，开展建卡、建制基础

工作，孕产妇围产期保健建卡率达到83．67％，儿童保健系统管理建卡率达

81．39％o这期间，坚持开展广泛的妇女病普查，推广新法接生，提倡母乳喂养，进

行婚前健康检查，开展创建国家级爱婴医院活动，大大提高了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全市孕产妇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到2000年的54．60／10万和17．15‰o

1986年以来，我市中医药事业发展迅速，中医医疗机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

实力增强。2000年，全市县以上中医院有17所，各县(市)均成立了中医院，县以

上综合医院均设有中医科，中医病床增加至2349张。全市有国家级示范中医院3

所，另有4所中医院被评为省级文明中医院。注重培养中医药人才，改善中医药

人员学历结构，中医医疗水平显著提高。市、县中医院均确立了重点发展专业和

特色专科，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积极推进中医现代化建设，开展中西医结合，各

中医院均投入巨资购买先进医疗仪器设备、推广使用现代诊断和治疗技术，革新

传统中医疗法，总结和发展中医理论和经验，使中医药在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

医疗工作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全市医疗机构的设

置、规模、布局趋于合理，城区建成了以省、市、区、部队、企业、民办(个体)不同层

次，不同等级的社会医疗网；农村地区巩固和加强了县(市)、乡、村三级医疗网。

特别从1990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目标以来，乡镇卫生院发展迅速，卫

生院规模和人员都得到扩大和充实，农村新医疗制度的实施也促进了村级卫生所

的建设，并以乡镇卫生院为中心实行了“三统一”管理o 2000年，全市乡以上卫生



概述 3

机构688个，病床2万4472张，卫生专业技术人员3万1137人，平均每千人拥有

病床3．87张，每千人占有卫生技术人员4．98人。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市医院工作从注重数量、规模的发展逐步转向注重内涵

建设与发展，整顿医疗秩序，纠正乱办医现象，市属医院工作重点转向改善医院环

境、更新医疗设备、提高医疗质量、发展医疗技术等方面。全市持续开展了“创建

文明医院”活动，各级医院加强内部管理，整顿医疗作风，优化诊疗条件，拓展高新

医疗技术，全面推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文明行医、廉洁行医、医疗水平

和服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期间，全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增加，技术结构合理

调整，1985年市属医疗单位副高以上职称技术人员只有53人，到2000年副高以

上职称人员增加到4349人。与世界领先技术同步的大型仪器设备如核磁共振、

螺旋CT、彩色多普勒、计算机中心监控系统等落户于市属医院，居国内领先水平

的医疗技术如心脏冠脉搭桥手术、肾移植、骨髓移植、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救治、全

膝关节置换、介入治疗等技术在市属医院开展。15年中，各医院投入巨资改造旧

设施、建设新楼房，市属医院装修改造旧门诊病房面积达13．5万平方米，新建门

诊病房楼近15万平方米，医院的环境面貌大大改观。1996年，建成了郑州市急救

中心，开通了“120”急救网络指挥系统，“120”投入运行以来，参加抢险救护，快速

反应，高效运转，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国家卫生部的

统一部署，我市医疗机构积极参与创建等级医院，至2000年，全市有三级甲等医

院3所(不含省级医院)，二级甲等医院18所，一级甲等医院86所。从1999年开

始，在城区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城区基层卫生保健服务模式，至2000年，全

市已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60个。

医学教育与科研蓬勃发展，至2000年，全市有高等医学院校3所，中等医学

卫生学校2所，卫生职业中专6所，民办医学院校5所，每年培养卫生专业技术人

才近万人。全市重视医学科研工作，制定了“科技兴医”战略，培养学科带头人，实

施科技攻关，科研课题招标。各医院均加大了科技投入，积极开展四新项目，申报

科研课题。至2000年，全市医疗卫生单位(不含省级)共获医学科研成果339项，

其中国家级成果1项，省部级科技成果84项，市二等以上科研成果249项。，

1986年至2000年间，市政府加大了对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年卫生事业费由

1986年的695万元增加到2000年的8375万元，增长了13．46倍。市属卫生单位

固定资产规模由1986年的3249万元，增加到2000年的4亿3008万元，增长了

13．24倍。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郑州市的卫生

事业走过了稳定发展的15年，全市人均寿命达到74．2岁，卫生保健和医疗水平

显著提高，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为今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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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行政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