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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一正阳县卫生志》今天以她独特而新颖的面貌问世了。说她“独

特"，是因为遍翻旧志数卷，’从未见到过卫生专志。这不仅说明了、过

去编史修志的局限性；同时也说明了，历代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生老病

死这样的大事是重视不够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人民的医疗保

健事业才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关注。

编写卫生专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工程浩繁的千秋

大业。她可以借鉴前人，启迪后代，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防病治病规

律，大胆创新，勇于改革，更好地把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办好c

’‘本卫生专志的编纂工作，在省卫生厅及县地方志总编室的关怀和

指导下，经过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使之得以顺利完’成。在此，我谨代

表卫生局党组，表示诚挚地谢意!
． O

一

郭润斌

一九八五年五月



前 言

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人民历来就有修志优良传统。建国

，詹，‘党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前

都曾倡导过新方志均编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韵历

史时飙编史修志工作，更得到各绞领导的高度重视，列入了重妻议事日程。
我县《卫生志》编写工作，在省卫生厅、地区卫生局及县地方志总编室韵关怀和指导下，

历经组织发动，拟定篇目，征集资料，众手成志。搜集资料近五十万字，成书约二十万字。

计有：概述、机构沿革、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治、卫生保健、医疗事业发展、医学教育及科

研、药政与药检、人物简介、卫生经济、大事记利附录等十篇、三十五章、’六十=节，并附

图表163张，照片45幅。 ．

一、此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党的若干历史词题的决

议"为指针，坚挣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b“存史、资

治”，继往开来，努力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力求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和方法，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

二、此志书既注重了突·出专业的特点，又注重了地方特点及时间特点．。详今略古一，总结经

验教训，探索防病治病规律，充分发挥地方优势，调动同各种疾病作斗争的积极性。为加速

实现压药卫生事业现代化建设服务。’ ·

三、对材料的运用，遵循．“去伪存真"的原则，认真研究，加以甄别，慎重取舍。、特别

对历史资料的选取，更注意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旧县志中。对我县寒冻镇西南三里处

有关“扁鹊”墓遗址的记述，经查证，系讹传，同时也带有不少迷信色彩(如在此处“取神

水”治病的传说等)。’因此，我们就毅然舍之。作到：谦恭借鉴前人之所长，而不为猎奇贻、

误后代。

‘-四．、此志书编写体例，根据省厅统一篇目，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尽力做到纵不断线，横

不缺项，始末清楚。词语运用，不夸张、不隐讳，采用现代汉语和规范简化字，注意文采，

纂书成章。

五、断限时间：上限自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个别章节追记至明、清时代，下限

到1983年岁末。但为了使统计数字的上下统一与完整，在有关统计表格中，并分别列入了

1982年和1983年的数据。

六、由于缩写卫生专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更因编写人员水平所限。不妥之

处，敬请全县卫生界的同志提出批评意见。希望能在今后的修志工作中，不断地得到改进、

提高，以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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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正阳县地理位置在东经114度12分至35分，北纬32度16分至47分。位于河南省南部，京广铁

路东侧，归属驻马店行署所辖，距驻马店市82公里。县境四周与七个县相邻。西接壤确山县．

以白水河为界，西北部和北部与汝南县毗邻，以文殊河为界，北部和东北部与平玉、新蔡县

以南汝河相望，东南靠息县，南部与罗山县、信阳县以淮河相隔。境内有慎水河、黄大港、

吕河、清水河、十里沟等河流横贯，把县境分成三大块。地势西北高，逐渐向东南变低。最

高点是熊寨乡的宋店村，海拔101米；最低点是岳城乡粱澳村，海拔37米。南北最大距离57

公里，东西最大距离53公里。总面积为1903平方公里。全县辖21个乡、1个镇、27'9个行政

村，3947个自然村，共有117380户，总人口601475人。

历年疾病发病，流行情况：虫媒传染病以疟疾、血丝虫病和乙脑发病率较高，肠道传染

病以菌痢、阿米巴痢、病毒性肝炎和急性肠炎发病率较高，偶有伤寒、付伤寒病例报告}呼

吸道传染病以流感、麻疹发病率较高；接触性传染病以钩端螺旋体病和钩虫病多见。心血

管病、脑血管病、结核及癌症，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病人发生。其中又以消化系统癌肿患者较

多。’

(二)

我县自汉朝以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建置历史。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的漫长岁

月里，历代统治阶级，只知个人养身长寿，根本不管人民生老病死。当时虽有民间医事活动，

由于缺乏组织领导，医疗事业发展缓愎，卫生机构设置廖廖无几。明嘉靖年何(公元1552年)

县衙设医训科，下属“惠民药局”置医五名。清光绪时期(公元18,75年)设半官半民性质的

慈善机构二处。西医西药约在1909年由外国传教士传入我县。三十年后，于1940年国民党政

府始建一所有‘8名医务人员的西医卫生院，医疗设备简陋，仅能治疗一般小伤小病。

建国前，由于医疗设备条舛差，又无卫生防疫机构。造成了许多传染病恣肆流行。据旧

县志记述，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三月阿， “厉疫大行。被传染者大半，死亡颇多，直

至七月间疫气渐消”。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一次大水灾，导致霍乱流行}加之天花、

麻疹、脑炎、伤寒、疟疾等病相间发生，．人口骤减5万8千多，村庄一片荒凉。‘又据全县18

位高年资医务人员座谈回忆，解放前，油坊店街上有一位医生，本人行医多年，。一生养育十

一个子女，就有六个死于天花病。陡沟盂寨村，1948年出生婴)L--"十一名，有十六名死于“七

天风”(即新生儿破伤风)。总之，灾荒、饥馑，传染病，是解放前的历史特色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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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百废待兴。党和政府把群众生老病死问题，作为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积极发展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为卫生工作制订了“予防为主”的方针，实行防治结

合；投放一定数额卫生事业经费，用于县、乡、村三级防洽医疗网的建设。1951年，县人民

政府设立卫生科，作为全县卫生行政领导机构．，组建基层医疗卫生组织。先后建立了县医

_院、妇幼保健站、卫生防疫站、卫校、药检所；区乡普遍建立了卫生院；村、社建立卫生

所。到1983年，全县已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368处．比建国前夕卫生机构增加

367倍，比个体医院、诊所总数增加3．83倍。病床发展到628张，千人病床占0．97张，卫生事

业经费逐年增加，1951年岁支1．5万元(折新币)；1983年达到78．9万元。国家医务人员全

县发展到9d2名，其中：主治医师1】名、医师(包括药、技师)106名、医士250名，初级卫

生人员575名，比解放初期增i／1110．92倍；千人医师(士‘)占0．62人。农村集体卫生人员发展

到1166名，其中达到相当中专水平、获乡村医生证书的305名，生产队卫生员4097名i接生

员362名。农村平均102人有一名卫生保健人员。

医疗器械设备，自1953年全县装备第一台显微镜起，至1983年，全县22个乡级卫生院和

县直卫生医疗单位，大型器械发展到107台，500至1000元的装备54台(爿：)。由于器械设备

的大量增置与更新，防疫、医疗手段不断提高。防疫站能够较为准确的掌握传染病发病规

律，进行流行病学监督监测I县医院已发展到拥有23个科室、采用部分先进诊疗技术设备的

综合医院；全县二十二个乡卫生院中，能作腹部外科手术的10个，一般乡卫生院设有内科、

外科、妇产科和检验室、X光室、手术室、急救室等科室。

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制订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指引下，

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推行各项改革，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的积极

性。文明医疗，优质服务，学习先进技术，提高医疗水平，各项业务工作普遍开展起来。

县医院自1980年以来，先后成功地开展了全胃切除、门腔静脉分流、胰十二指肠切除和食管

癌切除等难度较大的外科手术。卫生防疫、妇幼保缱、药政药检、医学教育和科研等项工作进

一步加强。城乡三级卫生医疗网更加巩固、完善。大型医疗器械增加53台(伴)，占器械总

数的25．9％。基本建设面积增加14976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41．98％。县医院相继新建了

门诊楼和病房楼，两楼建筑面积为4898平方米。乡卫生院新建门诊6座，建筑面积共3240平

方米。特别是爱国卫生运动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转上标、本兼治，进行总体规

划，投放经费，致力于卫生基本建设，更加讲究实效。‘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卫生医疗条绊不断改善，防病治病能力不断提高。各种危害人

民眭康的疾病得到了有效地控制。鼠疫、天花、霍乱、黑热病和性病已被消灭，7白喉、麻

疹、’流脑、疟疾、乙脑、疥疮、伤寒、付伤寒、痢疾、小儿麻痹症和新生儿破伤风等，都已

得到有效地控制。发病人数逐年减少，群众生活居住条馈日益改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1982年，我县人口死亡率由解放初期的千分之二百四十四，下降到千分之五点一；人均寿命

由解放初期的32岁，提高到69．2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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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阳县行政区划

正阳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设县建置以来，县名及归属，虽几经变迁，但县界

变化，仅见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正阳全图所标：尚营、扬庄、张伍店三集属汝南县

境；白土店宾属正阳县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营、杨庄、张伍店三集划归正阳县

辖；白土店集划归息县所辖。

1950年行政区划
：

①城关区： ·

陶庄、李楼、鲁店、城关镇、八里桥、演武、邹寨、洪庙、黄刘、王牌、尚营、周庄、

大韩、梁楼、杨阁、山头，计十六个乡。

②寒冻区： ．

寒冻镇、罗岗、王寨、余赵庄、赵庄、祁庄、吴寨、陈寨、袁寨、汪冢、付寨、田圹、

陈庄、徐庄、姚庄、王楼、南庄、叶岗，计十八个乡。． ，

③汝南埠区： ．

’

汝南埠镇、洪山、谭围孜、余柚、王岗、杨围子、寺王店、肖围子、齐寨、岳城、于寨、

雷岗、后寨、赵庄、薛寺、油坊店、陈围子、陈寨、范庄、台子寺，汁二十个乡(镇)。

④王勿桥区： ．

阮店、何岗、曹楼、新丰集、．中心庙、便民店、大陈庄、万安、熊围子、张伍店、王勿

桥、王围子、西严店、雷堰、李洼楼、廖庄、邹庄，计十七个乡。

⑤吕河区；

邱店、喻廖、台天、彭围子、板桥、杨店、彭桥、赵庙、大黎、王店、路口、黄祠堂、

李通、黄山、吕河店、计十五个乡。

⑥同中区；

前寨、‘大林、肖庙、永兴、同中、涂店、姚楼、范店、盛围子、李寨、崔塘、土桥、姚

庄、建安、盛楼、叶庙、混塘、姚寨、吴杨，计十九个乡。

⑦陡沟区：

陡沟镇、谢庙、陈楼、尚田、大鲁．廖庄、芦寨、康店、魏村、皮店、王庄、蔡庄、余

店、代湾、江店、张晏、潘店、孟庄：老店，计十九个乡。

⑧熊寨区：

管寨、智庄、杨楼、潘庄、张楼、熊寨、梁庙、毛集、乐堂、韩庄、李堂、建楼、兰

青、胡冲、宋店、，胡寨，计十六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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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行政区划一览表

单位名称 所辖行·政村、 街名称 自然村数(个)

城关镇 南关街、 中心街、 北关街、 南农、

南菜、北菜、北农 (7个)
10

十二里湾、洪庙、大曾庄、吴湾、台天、皮庄、喻廖

城郊乡 王牌寺、邹楼、小邹寨、大邹寨、丁庄、刘桂庄、刘

●

340

冢、八里桥、贾余、山头铺、刘庄、化庄 (19个)

付寨、双台镇、尚营、杨阁、邱庄、陶庄、章寨、殷
付寨乡 140

寨、熊楼、双屯、老付寨、伍庄、高阁。 (13个)

寒冻、·候庄、杨庄、台子寺、姚祠堂、徐庄、从楼、

寒冻乡 翁岗、乱冢、李湾、罗岗、大王庄、固城寺、秦庄 146
、

(14-#-)

袁寨、闵庄、付庄、鲁店、孙楼、单楼、齐庄、汪冢、
袁寨乡 144

陈庄、李庄、梨王、周庄、大郝、尚庄(14个)

徐围孜、小王庄、孙竹园、胡老庄、管寨、万马、老王
新阮店乡 152

庄、中心庙、老阮店、罗庄、前王楼 (11个)

油坊店、赵店、后孙庄、余夹道、大阚庄、贺庄、吴楼
油坊店乡 134

方庄、陈寨、贺寨、王岗、周楼、陈冲：雷岗 (14个)

{

汝南埠、滕庄、大温庄、岗头、魏龚庄、张夹道、杨围
汝南埠乡 120

孜、洪山庙、孙庄、谢寨、小围孜、前龚庄、陈门
、

(13个)

岳城、谭围孜、余楼、陈围孜、袁庄、阮洼、于寨、齐
岳城乡 76

寨、于岗、梁胡(10个)
7

西严店、朱庄、．杜楼、李堂、何岗、曹楼、肖围孜、施
西严店乡 113

庄、石刘 (9个)
。

雷寨、关路口、王围孜、雷堰、李楼、后寨、张伍店、
雷寨乡 112

甘楼、高胡庄、邹庄、董庄 (11个)

王勿桥、谢庄、熊庄、大陈庄、黄庄、中张庄、大翁庄

王勿桥乡 上马屯、赵庄、熊李庄、新丰集、马庄 ·160

(12个)

4



续表1

单位名’称 所辖行政村、街名称 自然村数(个)

吕河、胡庄、新寺、大吴庄、黄庄、夏庄、邱店、大高

吕河乡 庄、朱腰、席庄，大杨庄、何湾、高庄。杨庄。彭围孜 210

(15个)

永兴、吴相、屈楼、盛楼、小陈庄、高庄、赵庙、王老
永兴乡

庄、路口、徐杨庄、万安店、余庄、四楼(13个)
208

铜中、芦庄、汪庄、小李庄、姚寨、大盛庄、土桥、大
铜中乡 黄庄、姚楼、崔堂、大李庄、建安、王寨(13个)

267

皮店、潘店、朱店、罗寨、幸寨、芦寨、康店、罗塘、
皮店乡 268

王庄、小集、孙寨 ．(11个)

大林、蔡庄、十门、沿淮，涂店、涂楼、汤庙，彭庄、
／

大林乡 钱寨、漫圹、叶庙、李寨，冷冢、姚庄、一范店、柏树王 317

庄 (16个)

陡沟、隗湾、代湾、小张湾、孟庄、长闵、周湾、西闵，

陡沟乡 孟寨、‘小魏庄、大鲁，尚田、汪楼、谢庙、八里湾 228

(15个)

兰青、刘湖、江店、周孟庄，潘庄、大李洼、郭楼、大

兰青乡 余庄、胡冲、胡堂、杨楼、后王庄、智庄、吴庄、前庄 274

丁毛楼(16个)

熊寨、大许庄、毛集、岳伍、胡寨、韩庄、魏庄、刘大
熊寨乡 192

圹、王大圹、王楼、崔庄、农庄、宋店(t3个)

梁庙乡

合 计 1‘22J]哆、(镇) 279个行政村、街一j．。．．。，。，。．．．：，．．．．二⋯．．．。⋯，。．附图： i．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正阳县全图

2．1983年正阳县行政区划图

3947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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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阳县人口变化情况

建国前人口变化

(一)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总人口106，433人；

(二) 清宣统元年(1909年)全县总人口235，700人；

(三)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全县总人口337，149人；

(四)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全县总人口279，024人。

建国后人口变化

(一)1950年全县总人口350，155人；

(二)1955年全县总人口389，347人； 、

(三)1960年全县总人口348，148人；

(四)1965年全县总人口387，468人；

(五)1970年全县总人N462，502人；

(六)1975年全县总人口537，815人；

(七)1980年全县总人口575，570人；

(八)1982年全县总人口590，891人；

(九)1983年全县总人口601，475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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