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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吴忠市医药局局长曹延军

《吴忠市医药志》在上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几位修志人员深入群

众，征集口碑资料、请教专家、查阅档案，溯根求源、反复考证、实

事求是、秉笔撰写，三改篇目、四易其稿，并经吴忠市志编纂委员会审

定。前后花费一年多的时间，现脱稿问世了：

《吴忠市医药志》是吴忠医药事业发展变革的历史志书，全书十

一章，四个附件约九万宇。自十九世纪起对近百年，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和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两个重要文件，医药体制改革，医药

管理购，销业务和经济效益变化，对人民防病治病做出的新贡献都作

了较为翔实的记载。编纂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为指针，坚持

“详今略古”，尊重历史原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力突出我市医药行业特

点，真实地反映了我市医药事业开创兴衰的历史面貌。志书的成稿，无疑将

对保存史料，籍古察今治理企业，发挥地方优势，促进我市医药事业

健康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起到咨询参考作用。

本志成稿，是在本局编纂领导小组领导下，由编辑人员辛勤撰写

完稿的。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自治区医药总公司、吴忠市志办公室、

卫生局、医院、防疫站等单位和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协助。值此，

谨致诚挚的谢意!

由于吴忠是新兴城市，地志资料甚少，尤其有关记载医药的更是

风毛麟角。所以建国前医药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口碑资料，加之时问仓

促和编纂人员水平有限，本志书肯定还有缺点和错误，谨请史志专家．

学者和医药行业同道批评，指正o



凡 例

一、本志叙事上限1873年，下限1985年。

二、本志以第三人称和语体文叙述。

三、本志以时间为序，记述了吴忠市医药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

文化、经营管理、中药生产和科研等方面的史实。

四、本志资料来源除参考《灵州志》： 《吴忠县志》上编(石作

玺主编)、 《吴忠市地名志》、 《吴忠文史资料》外，主要查阅吴忠

市卫生局和医药管理局档案材料，征集口碑资料。为节约篇幅，未注

明出处。 ．

五、为避免繁琐，历次政治运动和其它章节未纳入的重要事件例

少．．大事记，不在章节中记叙。

六，本志大事记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

七、本志中．“建国前(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解放前(后)"均指宁夏1949年9月解放前(后)；局(公司)指

1956年6月药材公司成立以来为公司，1981年1 1月医药管理局成立后

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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