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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庸地处湘西边陲，山高水险，民性憨厚，尊亲睦邻，素重礼．

一义；而在培育医道，发扬救死扶伤之德，尤不遗余力。旧社会虽由于

交通阻塞，文化落后，但仍名医辈出。

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国外医疗技术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邑

人正式学医者，由张阆先启始，·于本世纪初就读于我国知名最高医学

学府“湘雅医科大学"。毕业后，张氏参加民主革命。北伐成功，解

‘甲归里，在长沙创建“仁术’’医院，为当时我省独一无二的国人自办医

j院。随后，庸邑投身医界者相继不绝。但由于庸邑工作条件有限，几乎

一全都供职省垣，无法献身桑梓，致使我县西医事业一直处于萌芽状态。

建国后，大庸的医药卫生事业才获得新生，中、西二业相继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亦得以建

一立；在外来优秀医务人员的支援下，逐步发展到远远超过解放前省立

医院的规模。总计高、中、初级中、西医务人员达650人之多，他们

．兢兢业业地为保障全县三十余万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而。忘我地工

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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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庸邑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设历程，虽在解放前曾经由无到有，

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单纯医疗到卫生防疫保健，由缓慢进展到

飞跃前进，无一不是来自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后全县医药卫

生保健工作定将更大更快地向前发展，但在温故之余，应牢记一条事

实：只有人民才是庸邑卫生事业的真正创业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

是事业发展的保证。

’田开乍惠

一九／k-l四年四月 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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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庸县地处湘西西北，总面积2，343平方公里，东西长82公里，

南北宽60．6公里。境内群山环绕，丘陵起伏。自明初建制以来，至今

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全县所辖七区一镇三十四个公社，五个林场，

一个国营农场，共三百七十七个大队，七万九千二百八十八户，聚居

着土家、苗、汉等民族三十四万余人。座落于县境西北隅的张家界集

桂林、庐山风景之大成，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被誉为风景明珠、

一。诱稍微地、+’国家瑰宝。

大庸县医疗卫生事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

明清朝代，名医辈出，著书立说者不乏其人。
i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腐败，加之国民党政府重西轻中，极力扼杀中

，医，使大庸中医事业的发展备受摧残。

大庸西医始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 3 6年)。民国二十八年

(19 3 9年)创办的“卫生事务所”是官办卫生事业机构的萌芽，

虽经十年，但无所建树。一．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建立春庸中医师

公会，开展义诊和学术治动，抵制国民党扼杀中医的行径，使中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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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得到生存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

．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导致封建迷信作祟，劳动群众仍陷于缺医少药

：的严重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予以无微不

至的关怀，制定了卫生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发展

医疗卫生事业的措施。在中共大庸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全县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一

一

-’1949年10月，大庸建立了县人民政府后，着手整顿卫生面貌；发

展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1950年8月考试录用个体中医，9月就建立
、，

’

了大庸县人民政府卫生院；以后陆续建立了中西医药联合会、妇幼保

健站、麻风村管理所、卫生防疫站及各区、乡卫生所。随着卫生行政

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立健全，至1982年底，全县拥有医疗卫生机

构48个，医务人员650人，病床693张。
。

大庸县在建立健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药卫生群众组织、统一

各类中、西医药人员、逐步扩充技术队伍、增添医疗卫生设备的同时，

大力开展了卫生宣传、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妇幼卫生、麻风病防治、计

划生育技术指导、爱国卫生运动和医学教育、科研等工作，科学卫生

知识逐步普及，缺医少药的现象得到了改观。这期问虽然受到“高

指标"、“共产风"、厶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影响，但全县卫生

事业取得的成绩是巨犬韵．o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医疗卫生工作和各族人民的健康带来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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