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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县卫生志》系遵照省卫生厅1982年3月2 1日关于编写卫生志的通知精神进行

编写的。 ，
．

·
’

该志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回酋过去，放眼未来”的

编篡原则。记叙过去有益的史事和当今卫生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及教训，以供后人借鉴．

对建国前，乃至上溯到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踢来历代我县卫生状况，仅依可查史科．

经考证后作了移植。而对建国后三十五年来我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着重予以记述。．

本志记载了各个时期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及领导成员的更迭，医疗机构的设置与发

展，地方病与传染病灼、流行情况，医学教育与科研，药政，药检与药品管理，古今医林

人物介绍，以及卫生经济等篇章。篇末列“大事记”一栏，言简意赅，以便查阅。
一

本志记载了新乡县人口主要健康指标。资料表明，我县人平均寿命为71．80岁(河

南省平均寿命为69．70岁，全国平均寿命则为67．88岁)。除了生活水平提高之外，与卫

生工作的发展不无关系。

防疫工作确系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环节。由于防治措施积极，在我县霍乱，天花

锻国以来从未发生，回归热消灭于1952年，炭疽病消灭于1961年，黑热病则于1971年后

未曾发生。计划免疫工作的成果更为突出。目前，我县白喉、百日咳已基本消灭，小

儿麻痹症、麻疹、流行性乙型脑炎已甚本得到控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已不再发生大的

流行． ．

由于实行计划免疫，麻疹疫苗的广泛使用；‘该病好发年龄推迟了6 mlO岁，11—15

岁年龄组发病增多。此等情况，将给今后的免疫工作提供值得思考的课题。． 、

死因调查结果为：·脑血管疾息列首位，心血管病次之，恶性肿瘤居其三。这表明了

传染病日趋减少，加之医疗手段日益提高，使得病死率大为降低，从而使老年病为之

突出。据此’足以指明今后预防保健工作的重点及对老年医学研究之重要性。 ．

资料显示，卫生事业在发展中有起有伏，受各个时期形势所左右。以。文化大革命”

为例，十年动乱期间，我县卫生工作亦受到一定干扰。因而象疟疾．布氏杆菌病之类在1970椭形成流行高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著!，由于党中央制订的路线，方针，’
政策好，多数传染病均属下降趋势。』特别是疟疾，现已接近无疟县的标准(1／万)。．一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四

项甚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尽

管如此，由于新乡县向属军事要地，建国前历年战争，几经沧桑，建国后又经十年动

乱，特别是卫生系统自古无志，资料更是片鳞只爪，考证尤为不易。加之我们写作水平

差，专业矧识少，缺乏实际经验i《新乡县卫生志》的遗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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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一述

。 新乡县坞缝蓑翘中游故道的北岸，·太行山东南麓。东邻延津”南吡原阳，西与获嘉
相连，北和辉：设两县接壤．长70华里，宽48华里，全境面积为523．6平方公里。1984年

总人IZl 349，093人，共有耕地487，100多市亩，辖10个乡(镇)，共有228个行政村，233
个自然村。 ．

·’

．

地理特点：全堕塑亡盔垩厦：宜趣超古代黄河变迁故道的沙丘地带。
气候条件：全境属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5℃，冬季平均气温为零下5℃，夏

季平均气温为23℃。年降雨量为600～700毫米，且多集中于夏秋两季。由于气候温和，

雨量充霈，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向以盛产棉：纯、小麦而著名。

境内有京广铁路、新焦铁路及新荷铁路纵横全县，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

在县西有三国袁绍之墓，县东有五代吕成休之墓，县南沿黄河故道北岸仍存在着古

代劳动人民为防御黄河洪水泛滥而兴修的宏伟壮观的古阳大堤工程遗址。
· 新乡县始建于隋朝开皇六年，．距今已有1308年的悠久历史。在旧社会，勤劳，勇潜

的新乡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剥削和贫困、疾病的折

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县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十分缓慢，医疗机构极不健全，医疗

设备十分简陋，技术力量非常薄弱。至建国前，以城关为例，中药店铺、民间医生和私

人诊所只有五十余家，且长期受到压抑。西医寥寥无几，人员分散，诊金、药费昂贵．

当时是“黄金有价药无价，请医如拜相”。劳动人民吃不起药，医不起病，加之缺乏草

学卫生知识，巫医乘机作崇，每遇疫病流行，只得求神拜佛；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极端困

苦的境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

f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极为关怀，制订

了卫生工作的路线，方锥、j攻策，一采取-T--系．列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措施。我县卫生面 ，

貌有了根本改变，医疗卫生工作蓬勃发展，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幸福带来了保证，‘诹得

了很大成就。 一

1949年春，县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药卫生群众组织，统一-
各类中西医药人员，逐步扩秃技术队伍，增添医疗设备；。大力开展卫生宣传．医疗保健、
卫生防疫、妇幼卫生、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等工作，科学卫生知识得到普及，城乡卫

生面貌大有改观。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詹，‘我县卫生系统经过全面的拨乱反正，各项工作重新走向正规。坚

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服务上来。切实加强了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认真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了广

大医务人员的政治、经济地位。随着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积．



氛撰性，在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j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县卫生行政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更加健全。截至1984年，全县

卫生系统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6个(均为全民所有制)，1984年与1940年相比，各类卫

生人员由1949年的24人发展蓟674人，病床Ih20张增加到529张。农村各村庄普遍建立了

卫生所，配备有乡村医生，加强了传染病的防治盔撵。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天花，霍
’

乱、鼠疫；到1955年，消灭了回归热、斑疹伤寒：i968年消灭了白喉∥19．71年消灭了黑

热病；疟疾已得到基本控制，发病率由1970年的2964．87／十万下降到1984年的2／十万。

奎套改良水彝5宫j眼i打手压水井15，75g!=眼，。9'1％岣人亡f饮角上改良詹的井水，饮用1自来
永两人I=I送51j％以上。全县妇幼傈健和计翔生育工作遂步加强，’自1"980绰以味垒嬖群学

接生率芳：too％；新生见死亡率为百．9 4‰。由于全县医疗直生·队位曲不断壮大，‘卫生、防
疫、卫生宣教、药政管理等工作的大力开展，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不断建立‘缝

j全，全县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犬幅度提高。 ，．

。尹大医疗叠垒人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良傲务钓恩想)缓滞送
医送豸上门，卞乡巡回医疗。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一系列爱：国卫生遘动：酌开演稍缝常任莳
卫生宣传教育，提高亍科学!卫生知识水平，改变了城乡f日荷貌，兴起亍人人讲卫生、人入

爱血笙、人人，智塑生的新气象，稻现出一批卫生新村。卫生i悼起到亍建设社会主义稿度

物质瑟呐、’精秭文明和振典中华的巨犬作用。 。

●

，一、新乡县行政拯划

(一)巾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 ’

。

●

●

。1。：清代行政区划 ．
．o ”。

。精嘲初年，封建统治者为便手统治人民，建立量十六社b乾隆七年j‘绷县港开元破

磐室书六都。靖末宣统元年j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设立六个区(幽中沤．、二东苍、薹西

区、四南区，五北区、六西南区)管辖三十六都，进一步加强了对村盛猖前晤都卫：(唧
屯兵营．的村盛》}的鸶苑治。 ． ，-，+．

． ^_区辖。都、六都、七都、‘十二都、中四都、二十四都、．二十六都吸嚆亚瓢。·．
+=_．医秸皇瓠、重都、jI四都、五都、八都、=十一都a
三区辖九都、’十都、r十一都，十三都、三十六都及卫前所。

酒．区辖平五都j十六都、、十七都、十从都、十瑰都、=半都_
‘

j

’j臣医辖二’中三都、二十三都、”二十五都、二十七都、三十，＼都A二十螂t。 ‘

六{区辖三乎都、三十一都、三十二都、三十三都、至十：四都、三十五都毛

2．民涸!时期行政区划
、

一：

191曩年，悼华民国建立)’废除旧制，建立新制。1．933年f国；民党尤力推行冁甲制氇艮
迂谧8_个区咯7个稞，；180个联保，，4j2'01个甲。

"1：9"38年2润·，全县被髑本侵略者占领j继续沿袭国民党i的{区、保i’r甲：制瘦。

1948年，：新乡县设六镇’(小冀、八柳树、胡公庙、合河、城关i胨堡．)‘·七务(做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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