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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痒

《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志》经过多年的紧张编修，数易其稿，终于编印成册。

《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志》的编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

则，以大量的历史资料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区委和区政府的

领导下，从无到有建立和发展人民卫生事业的艰难创业历程；以翔实的历史资

料反映了本区在创建人民卫生事业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生动的事实

显示了老一代医疗卫生工作者在创业中的革命精神和辉煌业绩。随着历史的推

移，这部志书将在“资治、教化、存史”三个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当前致力于创建和发

展本区人民卫生事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医药卫生工作者，不可不了解和研究

本区的历史和现状，也不可不阅读和研究《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志》这部资料书。

修志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非众志成城不能完成任务。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承

蒙各届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受到各基层单位、兄弟单位和广大在职和离、退

休的医务人员的爱戴和支持，提供了大量的书面和口碑资料；尤其是《北京市

丰台区卫生志》的编撰同志们为编撰本志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为此，向以上这些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志》虽然成绩是主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缺

点和问题，希望关心和爱护本志的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地提出批评和修正意见。

显鬻案嚣量畿豁-记E张扬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局局
””

200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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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志》(以下简称本志)记述丰台区现行行政区域内

的卫生机构和人员设施、卫生防疫、医疗事业、妇幼保健、医教科研、爱国卫

生运动等大事的发生发展情况。

二、编撰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为两个文

明建设服务，为后世留存资料。

三、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之以述、记、传、图、表、录。主体以横向分类，

纵向记事为主记则以编年记事为主。志体以篇、章、节、目四层结构。篇、章、

节、目居中书写，必要时可增加五层，可用黑体字，居左书写。

四、对图、表可穿插列于各有关章节之中，并按顺序编号；对重要文件、

论文等资料可原文或摘要附录于后。

五、本志的年代断限：上限以各章节掌握的资料而定，不做硬性规定；下

限为1990年。但为保持记事的完整，特殊情况下，也可下延。

六、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本区卫生事业有特殊贡献的已故人物，可立

传入志；对有突出事迹的在世人物，可结合有关章节，列表记述。

七、本志除引用古书、古文3,1-，一律用白话文体，使用规范的简体字。凡涉

及到的计量单位和阿拉伯数字的使用均须符合国家统一的规定(引用原文除外)。

八、本志所涉及的人名，初次出现可冠以职务或职称，不加“同志”(引

用原文除外)，不用褒贬之词。

九、记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所扶植的政权机构时，要加“伪’，；记述明、

清、中华民国的政权机构时，均不加“伪”。

十、在“大事记”记述中，如相联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日期相同时，只记

第一条日期，后面几条的日期可用△代替。



丰台区卫生医疗单位分布简图



北京丰台医院

丰台区南苑医院



丰台区铁营医院

丰台区长辛店医院



丰台区妇幼保健院

台区卫生局·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丰台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丰台区方庄医院

丰台区蒲黄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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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大红门医院

丰台区右外医院



丰台区兴隆中医院

丰台区卢沟桥医院



丰台区卫生职工培训中-L

#台区卫生局幼儿同



北京市首批成立的联合诊所之一——丰台联合诊所

建国后在本区建立的第一所卫生医疗机构(195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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