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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镇江医学院院志>即将成书，这是学院历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

事。 ．’

’

<镇江医学院院志>是学院发展历史的见证和总结。它实事求是地

从各个侧面记述了学院从小到大，从中专、大专到本科各阶段的发展过

程和重大事件，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是一部弘扬学院光荣传统的历史

教材：‘

编写院志是一项系统复杂s--,t星。在编写过程中，学院党委重视，编

撰委员会恪尽职守，并得到了机关各部门、各系(部)、综合档案室和部

分离退休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充分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因此，本

志既是历届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晶，也是修志者不负重托、辛勤劳动

的结果。

回首往事，成绩斐然；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要在以江泽民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更高地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奋发进取，扎实工

作，努力把镇江医学院办成更具有时代特色，更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的医学院，为实现科教兴国、科教兴省战略目标作出新的贡献o
’

’

结始厦椰

注：本序作者陆福履为学院现任党委书记，曾友清为学院现任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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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篇

第一章学院概况

镇江医学院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镇江市，北临气势磅礴的扬子江，

紧傍游览胜地北固山(甘露寺)，风景秀丽，环境幽静。学院(含附院)现占地

260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镇江医学院是在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南京市中级医士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和

发展起来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1934年9月创建于镇江。时任省府主席陈果夫

兼院长，后更名国立江苏医学院、江苏医学院。南京市中级医士学校1951年7

月创建于南京，后更名南京市医士学校、南京医士学校、江苏省南京医士学校o

1957年8月，根据江苏省委关于调整医药院校布局的决定。江苏医学院与江苏

省南京医士学校对调，分别更名南京医学院和江苏省镇江医士学校。迁校时。

江苏医学院留下部分人员、全部土地房产和附属医院o 1958年7月成立镇江医

学专科学校，原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为镇江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1962年9

月成立江苏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几经变迁后。1976年12月成立江苏新医学院

镇江分院，1979年3月更名南京医学院镇江分院，1980年5月建立镇江医学专

科学校，1984年6月升格为镇江医学院。几十年来，学校先后经过了中专、大

专和本科3个发展阶段，共为国家培养各类医学人才15140名。学校开办医学

检验大专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开办医学检验本科是全国首批举办的5所

院校之一，现已初步形成临床医学为基础、医学检验为特色的发展格局。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学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

机遇。深化改革，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特别是通过国家教委对本科

教学质量的合格评价，认真贯彻“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重在建设”

自寺方针，推动了学校建设的全面发展。学院现设医学检验系、临床医学系、临

床医学二系、药学系、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系、医学基础部和社会科学部等7个

系(部)，共有59个教研室和10个科学研究室。全日制本科、专科和成人教育

并存，以本科教育为主。本科设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全科医学)、医学检验、

医学影像、药学、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计算机医学应用)等7个专业和

专业方向；专科设临床医学、临床医学(校医)、医学影像、护理学等4个专业

和专业方向。成人教育设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本专科和药学、护理学专科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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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现在校学生4400多人(成教学生1800多人)。1999年10月，学院已

向江苏省学位委员会上报硕士研究生授予权单位建设规划，2000年5月与苏州

医学院合办首期医学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进修班。

学院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尤其关心年轻教师的素质提高和全面发展。通过

选留、引进等渠道充实师资队伍，采取脱产进修和在职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提高

教师业务水平。学院本部现有教职工505名。其中专任教师259名。专任教师

中。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的58名，占22．4％；具有高级职称者85名，占

32．8％。

学院深化各项改革，取得了可喜成绩。在管理改革方面，先后制订实施了

机构调整和人员定编实施细则、教职工聘任工作实施细则和教职工履行岗位职

责考核办法等制度；在教学改革方面，重视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

完善院、系(部)、教研室3级教学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各项教学管理制度，教

学过程运行规范。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科研改革方面，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科研目标。研究制订科研管理条例和奖励办法等管理制度，加强重点科学研究

室建设，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并逐年增加经费投入，调动了科

研工作的积极性。1984年～2000年教职工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580余篇，出版

教材、专著300多部，承担国家、省、市科研课题1391项，54项科研成果获

部、省、市级科技成果奖。<镇江医学院学报>和<医学检验进修杂志>分别于

1991年和1994年创刊o<镇江医学院学报>为国际、国内发行，连续3次被江

苏省教委评为优秀学报。<医学检验进修杂志>为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检验教

育分会主办，国内发行。同时，学院重视科技开发服务工作，努力提高办学效

益。

学院的仪器设备不断增加．基本上适应了教学科研的需要。计算机使用基

本普及。实行了校园联网和办公自动化。学院(含附院)共有10万元以上的贵

重仪器设备178台(件)，总值近亿元。

学院图书馆成立于1955年。1985年1月建成了1幢2273ms的图书馆楼。

现藏书22万多册、中外期刊1200多种，1991年实行了图书流通系统的计算机

管理和检索服务。6700ms的新图书信息大楼正在建设中。

学院现有两所附属医院。一所是镇江医学院附属医院(又名镇江市江滨医

院)，一所是镇江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又名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分别创办

于1936年和1922年。均为镇江市规模大、设备全、技术水平较高的集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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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两附院床位编制数1400余张，2000年

门诊量超过了137万人次。镇江医学院附属医院，1995年被卫生部、江苏省卫

生厅评为“三级甲等医院”o镇江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1994年被江苏省卫生厅

评为“三级乙等医院”。2000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学院现有30所教学医院、55所实习医院(单位)和3个大学生思想教育基

地。分布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镇江等大中城市，有力地保障了

临床教学和生产实习的需要。

学院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育人工作。研究制订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长期规划和实施方案，落实领导责任制；广泛深入地宣传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开展“三讲”教育，加

强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开展“三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

人)、“五文明”(文明宿舍、文明教室、文明班级、文明食堂、文明科室)创建

活动。同时．严格校风校纪，将“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建设常抓

不懈。

学院于1991年～1995年连续5次被镇江市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

位．1996年～1998年通过了国家教委本科教学质量评价、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

委舀寺党委工作评估、江苏省教委校风校纪检查评估，1998年获镇江市文明单位

称号。1999年被江苏省教委、公安厅评为安全文明校园。

世纪之交，学院研究制订了“十五”建设发展规划。“十五”期间．将继续

扩大办学规模，争取在校全日制学生达4500人；在巩固和加强临床医学专业建

设的基础上，努力把医学检验专业办成全国名牌专业，把药学专业、公共事业

管理专业办成在省内有较大影响的特色专业；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争取1--2个学科成为省级重点学科；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争取专任教师中

的博士、硕士学历比例达50％；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筹足资金5500万元．将

已动工兴建的3万平方米教学大楼、信息大楼和文体馆按期建成，为学院新一

轮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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