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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涟水县人民

置的日本产岛

【超声波仪

．．连水县人民医院井科

在施行胸科手术

●1989年，涟水县人民

医院装备了500MA

x线机，并配有电视

影像增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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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县卫生进修学校

±生在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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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症糖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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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涟水县卫生志》的编写出版，是涟水县医药卫生史上的一件大事。纵观现今

保存的涟水县历代县志，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记载寥寥无几。这部卫生志，是涟水

县卫生事业的第一部志书，它较为翔实地记载了涟水县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展现了涟水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卫生工作者与疾病作斗争的业绩。为今后人民

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起着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

历史是一面镜子，《涟水县卫生志》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了人类文明生活的发

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漫长岁月中，涟水县的医林高

手j为解除群众的疾病痛苦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医者纵有回春之术，却无救世

之方，无法医治整个黑暗社会的。顽症’’．广大人民不可能摆脱贫病交加的悲惨境

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当了国家主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

府的关怀下．涟水县的医疗卫生事业飞快地向前发展，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保

健网广泛建立，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一些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烈性传染

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有的传染病已经绝迹。人的平均寿命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增长约一倍．人口素质也大大提高。两种社会制度的鲜明

对比，使广大医务工作者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潜心钻研医疗

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涟水县卫生志》在编写过程中，搜集参考了自清代以来的历史资料200多万

字。全志分15篇，39章，约40万字。编写中虽经反复砥砺琢磨，字斟句酌，力求将

史料搜集完整，核对无讹。但是由于时空跨度较大，调查缺项断线，又囿于水平，难

免产生谬误，敬请各方面予以批评指正。

《涟水县卫生志》编写始于1983年11月，其间因故间断数年，直至1993年6

月才完成初稿，历经10个寒暑，先后4改篇目，6易其稿，方使志成。值此志成之

际，谨对所有关心、支持本志编写的各界人士致以热忱的谢意。

钱承贵

1994年6月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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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首冠概述，以总揽全志。次列大事记纵向记述，以概其发展脉络。后以

横排竖写分篇列章，事以类从，分成15篇39章。政策法规以及不便列篇章的内

容，均列入附录。 ．

二、本志所载医药卫生史实：上限远溯至籼一，二l：限至1992年底。
三、本志记载的有关史实，基本上按历史上涟水县境的空间苑围收录，随境域

变迁而变异。

四、本志对一些专用名称都加括注。一，般简称在首次行文中括注，如“中共’’为

中国共产党的简称。

五、本志体裁采用记述体，以文字叙述为主，辅之以图表说明，尽量做到表随

文行。

六j历史纪年均用公元时间，并用阿拉伯字码表示。涉及到旧制年号时，则先

写朝代年号，后在括号内写公元纪年。 ，

七、本志所载地名称谓、，按各时期的名称记入，对个别鲜为人知者，则．括蛀，今

名，以明区域范围。1958--1983年的公社、生产大队，与现设的乡、镇、村建置，其辖

区范围功能基本一致。
’1 八、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概略记载过去，着重记述1940年民主建政以

来的医药卫生史实。

九、资料来源以文书档案，历史文献为主，口碑书信材料为辅。．

’十、本志所列。医林人物”篇，按“生不列传”原则撰写传略；旅外籍卫生界名

人，选录了有突出贡献者作简介；其他名人均以“名录”形式记载。人物排列顺序以

出生年月顺次编排为主，县内高级职称名录则以职称批复的时间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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