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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卫生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它载一方卫生之事，既为当代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又是后人研究卫生发展的宝贵历史资料。为此，温

县卫生局于1982年8月组成卫生志编辑组，在省卫生志编委和温县志总编室的

指导下，开展了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

编辑人员为编好志书，曾历尽艰辛，奔波万里，跋涉省内外，参阅资料逾

百万言，访问知情者达百余人，汇集资料五十多万字。但在编写过程中，仍然

发现：上古至清，几无资料可考i民国时期，史料也微乎其微，建国后的资料

也因记载和保管关系而每有残缺。面对现实，经多次研究，曾四次拟订篇目，

八次改易稿件，后经省、地卫生志编委几次组织审评，反复重改，终成此书。

本志上限，根据资料，竭力上溯．，下限止于一九八五年底。全书共立卫生

行政事业机构、地方病、传染病、卫生保健、医疗事业、教育与科研，药政药

检、医林人物、卫生经济，卫生工作大事记、．附录等十篇，三十五章，五十八

节，五个附件和二百七十四份图表。以其资料多少，宜简从简，宜繁就繁，宜

文撰文，宜表设表，宜图制图，突出专业，比较详尽地分别记述了温县卫生事

业的发展状况。力求达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并符合新方志的要求。

《温县卫生志》的成书，编者们已是竭尽所能。但因经验匮乏，能力有限．

加之资料欠缺，时间不济，其疏漏、谬误之处自在意料之中。这些尚望社会名

流和卫生界前贤们不吝斧正。

《温县卫生志》编辑组
●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温其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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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温县位于北纬34。527度，东径112。51 7度之间，地处豫北平原，京广线之西。南

临黄河，与巩县汜水遥对，北依争啊，和博爱相望；东邻武陟，西靠盂县，西北与沁阳
接壤。总面积为四百六十五点四平方公里，全县十三个乡镇，二百四十四个行政村，三

十二万七千口人。

温县地名久远，早在夏代已有温国之记载。春秋时(公元前635辉．晋文公始设温
县。此后，虽经历了历代疆域和治邑的变迁，但据旧《温县志》载t “罢侯置守，改革

分裂，名号多非其旧，而温之称相沿不移’’。说明两千多年来，温县之名从古至今基本

未变。

古老的温县，远在六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时期，已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区。侗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历代统治者视人民如草芥，横征暴

敛，强取豪夺，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农事不兴，医药匮乏，广大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生

活在灾难疫病之中。旧((温县志》多有“疫病流行，人死无数’’的悲惨记载。然而，遍

翻史料，对至关劳动人民生死病老之医药卫生事业，既无专卷，也无散记，民间传统中

医，历代虽有造诣颇深， 济世有术的名流，但历史之长，名医之鲜，远不足以保障人

民诊病之需，形成历代医药不兴之严重状况。

1932年，西关人周德魁在西关(现剧院对门)开办“恩苏’’医院一所，温县始有西

医。此后，中西医虽有所发展，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温县仅有药店，诊所

三十四处，民间医生一百二十五人。其中：中医八十人，西医四十五人。且因设备简陋，

医技欠佳，加之多以盈利为本，致使广大劳动人民有病难医，难免罹于非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迅速改变旧中国所造成的卫生事业的落后状况，制定了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

使我县的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壮大。1949年11月，温县人民政府建立了卫生科，同时，正

式成立了“温县人民医院”。1959年3月，开办了“卫生学校’’，1961年9月，建立了

“卫生防疫站’’，1964年9月，成立了“妇幼保健所"，1978年8月 ，建立了“药品

检验所矽，1984年4月，成立了“公费医疗门诊部”，9月开始筹建“中医院"，11月，

改武德镇卫生院为“温县精神病院’’。十三个乡(镇)卫生院和二百四十四个农村卫生

所也得到了矾固和发展。截止1985年底，全县公立卫生机构已发展到二十一所，职工由

建国初期的八人，发展到七百六十六人(不包括合同工、临时工)，农村集体和个体开

业医生八百零三人，开设病床五百七十一张。
‘

三十六年来，随着我县的卫生设施、医疗器械、检验手段的不断更新配套，新的医

技科室的不断增设和发展，有效地提高了我县的医疗技术水平。加之，卫生防疫、妇幼

保健、药政药检，公费医疗，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和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县已初

步形成了系统配套，能防能治，防治结合的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极大地改善了我县城

乡卫生面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以“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厕所、改

环境、改水井、改炉灶、改畜罔)为中心的农村卫生改水工作，使全县百分之九十三点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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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的人口吃上了比较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对严重威胁我县人民健康的二十种传染病，天

花、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炭疽病、白喉已完全消灭I疟疾、布鲁氏菌病已达到了

国家规定的控制标准j．其它传染病都有大幅度的下降。一九八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控制

在千分之四点九以下，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三十六岁，延长到七十一点四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指引下，卫生

系统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二大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清除了

“左’’的思想影响，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管理体制、人事制

度、经济和行政管理各个领域，大胆进行了改革。破除了阻碍卫生工作的老框框、老套套、

老制度、旧作风，打破了卫生工作长期存在的“独家办、大锅饭、一刀切、不核算”的弊

端：，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使我县的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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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温县设置卫生机构，始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旧县志有“设医学训科，在县治

右，医官范昆怠简单记述。此后历清至民国，有否，巳无资料可考。1946年温县第一次解
放．建立医疗机构之后．·其行政管理，。先属县公安大队．后归民政科领导。

1949年11月，温县人民政府建立卫生科，张子玉为卫生科负责人，调配科员二人，办

公室设在政府院内东屋(三间)。 一

1950年2月15日，任命张志熙为卫生科副科长，科员二人，1950年5月20日，卫生科

暂与文教科合署办公。当年7月28日，‘又与文教科分设，原卫生科三人未变。

1953年11月17日，卫生科迁于县卫生院办公，设科长兼院长一人，科员二人。

1956年10月，改“温县人民政府卫生科’’为“温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同年11月，卫

生科长不再兼任县卫生院院长。卫生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二人。

1960年元月，卫生科设副科长二人，科员二人。lo月温县与沁阳合并为沁阳县，温县

卫生科不复存在。1961年9月，温沁分县，恢复温县卫生科，设副科长一人，科员二人，办

公地址设在县人委会西院西屋，和县财政局一个院落。

1963年9月27日，卫生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三人。

1964年8月，卫生科迁入新址(即现在卫生局临街二层楼房)，设科长一人，科员五

人。

1968年8月，温县革命委员会建立，易温县卫生科为“温县卫生服务站"，站设主任

一人，成员六人，办公在县人民医院。

1970年3月，县卫生服务站迁入温县原第一中学所在地， (原县人民医院地址改为县

革命委员会招待所)。 。o．．

1972年元月，成立温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卫生服务站解体)，局内设局长一人，指

导员一人，办事员三人。

1976年11月，卫生局机关从县一中迁入原卫生科旧址，即城内大街路南。设局长一人

副局长二人，秘书一人，办事员三人。 ．

1981年4月，温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更名为温县人民政府卫生局．设局长一人，副局

长三人，秘书一人。下设办公室和医政、药政、财务等组，机关干部共十一人。

1982年12月，卫生局设局长一人，副局长四人，秘书一人，下设办公室和人事、医政、

药政、财务、后勤以及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公费医疗办公室等组室，干部13人。

1984年，根据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6月19日，通过民主推

-～乙汐



荐．组织考核，任命夏天佑同志为卫生局局长。设副局长一人，纪检组长一人．协理员三

入f与一定的领导职务相对应的职级称谓)。改革后卫生局的新老班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J

人 数 平均：大 专 中 专 初 中

合计 男 女 年龄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新班子 3 3 44．3 2 66．6 l 33．4

老班子 5 4 1 53．2 5 ．100

对比变化 一2 —1 —1 -8．9 +2 66．6 —4 —80

1985年，卫生局充实了内设机构，明确了股室领导。划分了办公室、药政，医政、爱

卫会办公室、地方病办公室，公费医疗办公室和财计办公室，共有干部23人。卫生局下辖l

县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药品检验所、卫生学校、中医院(建设中)、公

费医疗门诊部和十三个乡镇卫生院，共二十个业务单位，共有职工七百六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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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卫生局内设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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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27日驻县人民委员会西院 四人

温县革命委

1968年9月

温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局长魏法绍

‘1972年元月驻温县第一中学五人

温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局长国溅
1973年8月11日驻温县第一中学 六人

温县人民政府卫生局局长杨长庚l

1980年元月至1984年6月驻城内f套 委 蜇 墅 局

大街路南 l室5 组1 组1 组1 长5

温县人民政府卫生局局长夏天佑
’

1984年6月19日一。驻城内大街路南二十三人

3



疗门诊部

校
验所健所

防疫站

院^建设中v

医院

南张羌乡卫生院
赵堡乡卫生院

武德镇乡卫生院
徐堡乡卫生院北冷乡卫生院林召乡卫生院黄庄乡卫生院杨磊乡卫生院番田乡卫生院招贤乡卫生院

祥云镇乡卫生院

岳村乡卫生院城关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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