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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月流逝，斗转星移。成县人民医院自1950年诞生至今，走过了五十年曲折、坎
坷，然而却是执著、光辉的道路。

半个世纪以来，在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通过几代员工的不懈努力，我们终

于迎来了今天——成县人民医院金色的年华。

古往今来，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不论社会进步还是科学文化发展，其内部都存在

着历史连续性。新事物在批判、继承旧事物基础上发展，新旧事物之间以“链条”的

形式连结，又以“扬弃’’的方式演进。对我院五十年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扬弃的链条

进行总结，对我院在各个历史阶段发展的成败得失加以剖析，为我们提供和给后人留

下可资借鉴的东西，是我们这一代成县人民医院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

盛世修典，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四年前我们就蕴酿编修《成县人民医院志》，

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去年四月我因事赴兰闻及兰州医学院附属一院筹划编修“院

志”事宜，受其影响和驱动，回成后终下决心成立了编修委员会，邀请了主编，确定

了副主编及编委，组建了写作班子，此项工作遂正式启动。

我院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走过了五十年曲折发展的道路。五十年来，医院历

经沧桑，现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而以医疗为主的

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纵观成县人民医院五十年发展的轨迹，我们有过胜利的喜悦，也

走过弯路，遭受过挫折。把半个世纪以来医院的发展变化在短时间内用“志”的形式

表现出来绝非易事．况时过境迁，资料匮乏，有些史实已无法考证。尽管如此，编修

人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本着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调查

采访，查阅档案，句斟字酌，四易其稿，终于较清晰地勾划出了我院建院五十年来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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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前国民党旧卫生院的基本轮廓，其具体内容虽然缺乏理性思辩，还囿于对医院历

史事实不甚全面的罗列上，但它毕竟是第一次对我院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

结，至于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唯义是求”的治史方法诚属难能可贵。

就我院的建设与发展而言，今日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初步繁荣，是几代成县人民

医院人不懈努力和持续奋斗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为贯彻

落实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从北京、上海等地来

到我院的医务人员，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呕心沥血，为医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其敬业、奉献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向今天我们新一代的

成县人民医院人昭示了一笔十分丰富的遗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医

院坚持“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办院宗旨，深

化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各项事业长足发展。近五年来，医院抓住等级医院建设与评

审、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这两大机遇，注重人才培养，注重学科建

设，注重以医疗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展，注重以医德医风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

注重医疗设备和医疗环境的改善，其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空前提高。

任何宏伟的目标，必有其初始的起点。人类从刀耕火种的某一天起，走到了辉煌

的2000年，如此厚重的历史是人类辛勤劳作、艰苦探索一点一滴凝聚而成的。今天，

成县人民医院告别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又面临一个新的起点。当我们审视五十

年来成县人民医院发展过程中每一个起点的时候，我们感到振奋，感到自豪；当我们

展望成县人民医院未来的每一个起点的时候，我们感到任重，感到道远。我们相信，在

新的世纪里，“成医人”将继续弘扬“奋发、进取、团结、奉献”的医院精神，以前所

未有的理念去发掘其所特有的睿智与创造精神，在铸造每一个新的起点中，坚韧不拔，

再塑辉煌。

具有优良传统和文化底蕴的成县人民医院，在21世纪启航的时候，显得更加年轻，

更加富有活力。我有幸作为这一时期的院长，在其《志》即将付梓的时候，深感高兴，

遂提拙笔，欣作是序。

李明星

二oo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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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人民医院的历史，是成县人民医院孕育、诞生、发育和成长的历史。理解成

县人民医院的现实，必须了解成县人民医院的历史。为了总结五十年来医院发展的历

史经验，激发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启迪未来“成医人"的进取精神，我们在编修

委员会的领导下编修了这本《成县人民医院志》。

编修《成县人民医院志》是医院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本《志》成书，历时

二年，数易其稿，现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一、根据医院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节奏，分历史沿革、党群工作、行政工作、专

项管理委员会、医疗医技护理工作、教学与科研工作、后勤工作、大事记、人物简介、

附录等部分，并以章节标示。

二、本着实事求是和详近略远的原则，对建院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医院发

展的历史客观予以记述。

三、取事相对断限于1950年12月至2000年5月。为了保持史实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上溯，如沿革、概述等，个别内容连续到成稿前，如医疗设

备等。

四、所引资料、数字以现存资料为准，史实以档案资料为准，口碑资料以众说一

致、证据确凿者为准。

五、所列图片，从现存资料中选筛，是对文字叙述的补充，并本着“事以类从”的

原则附于有关章节之后，以期文图并茂。

六、所录人物以表为主，按行政职务入志者，录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以上I先

进人物录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及以上单位表彰者。人物简介，载《院志》编修委员会讨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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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过，对医院业务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在学术上有一定建树者。

在编修《成县人民医院志》的过程中，承蒙社会各界人士、曾在医院工作过的老

同志和离退休职工的鼎力协助，在此谨表谢忱。 ．

·2·

编 者

二oo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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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创时期帚一早例刨H习朋

第一节成县旧县立卫生院时期

20世纪初，成县境内医药业均为私立，其诊治疾病独用中医药。至1927年，天水

公教医院在县城天主堂内附设诊所，西医方渐传人成县。

1939年，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抗Et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一批青年医学生怀

着抱国之志分赴敌后开办医院。兰州大学医学院甘谷籍学生宋雅受国民党甘肃省卫生

处的委派来到成县创办了旧成县卫生院并任院长，当时的院址设在县城西北隅莲桥之

退祠(今医院住院部门厅至放射科处)，受旧省政府卫生处和旧县政府建设科的双重领

导。人员除宋雅院长兼西医师外．尚有中医师徐天祥，西医师霍桂岩，助产士郝启贤

(系霍桂岩之妻)，护士长彭碧松，助理护士张雪兰，总务主任赵英培(兼会计)，司药

1人(待考)。其中，徐天祥系本地人士外，其余均系外地籍人士。翌年，增西医师邱

鹏程，一年后，邱鹏程调至成县戒烟所工作兼卫生院医生。至1942年10月，院长宋

雅、护士长彭碧松离任，中医师徐天祥借调至宝天铁路成县民工队医务室。宋雅离院

后，院长一职由张汉俊接任，与张同时来院的有西医师霍炳麟．药剂师吴瑛(系张汉

俊之妻)。张汉俊和霍炳麟为同乡同学，二人均系山东人，同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

1943年4月，西医师霍桂岩离院办私立诊所；同年赵英培调离，其总务、会计一职由

张俊接任。1945年6月，韩逸民在省卫生处举办的接生训练班受训一年结业后．到卫

生院任助产士。1946年3月，卫生院迁至县参议会后侧(现县人民政府办公楼后侧接

体育场东北角处)；同年8月，张汉俊院长离任，其妻吴瑛和总务张俊亦随之离院。张

汉俊卸任后，院长一职由崔庆福接任，崔系河北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任医官，随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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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院的有药剂师解晓斋(系崔庆福之妻)，西医师冯进义，护士张素秋(系冯进义之

妻)，助产士郭桂英。崔庆福任院长后，会计兼总务、行政一职由王定民接任。同月，

助产士郝启贤被省卫生处免职。翌年，助产士郭桂英调离。至解放前夕，人员再无变

更。

解放前的成县旧县立卫生院设备匮乏，仅有听诊器、体温表、压舌板“三大件”；

医疗服务单一，仅设门诊．但以内、妇科为主。创办初期．因有中医师徐天祥坐诊，故

而就诊者络绎不绝。西医治疗因其疗效快，给药方便，也逐渐被群众接受，临床治疗

多以口服化学药物为主，其次为肌肉注射，一般不静脉给药。1942年，新任院长张汉

俊与西医师霍炳麟因医学理论扎实，临床思维新颖，治疗效果良好，从而赢得了群众

的理解和信任，但因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其诊疗仍以感染性、传染性疾病为主。卫生

院配有助产士．开展接生业务，推广新法接生。当时卫生院无产床，助产士常赴产妇

家中接生，不论风雨寒暑，城里乡下，白昼黑夜，有求者必应。卫生院曾一度开展产

前检查业务，但囿于时俗，应之者寥寥。因受设备及技术水平的限制．卫生院外科专

业发展缓慢，做一些小外伤清创缝合，脓肿切开换药，仅此而已。卫生院除医疗工作

外，同时兼有预防保健之职能，每年1一一2次至城区各校为学生种牛痘、打预防针．

并为成县戒烟所吸毒者配方戒瘾。

旧卫生院规模小，建筑设施简陋。建院初共有土木结构瓦房8间，其中路北5间，

路南莲池旁3间。1946年3月迁址后，配有土木结构瓦房18间，其中业务用房4间，

生活用房14间。至建国前夕，基础没施无大改观。

旧卫生院院长及业务人员的任用为委派制．由旧省政府卫生处直接派遣。其人员

给养，专业技术人员由省上供给，按月发放薪金；工勤人员由地方供给，每年粮食两

担。行政隶属先是县政府建设科，后是县政府民政科。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挥师甘肃，定西、天水

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胡宗南部九十师溃集成县一带，局势紧张，卫生院诊疗工作受

到影响。同年11月，成县解放在即，院长崔庆福携家眷逃离．其他人员亦相继离散，

卫生院工作完全停止。12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军长彭绍辉率该

部二十师挺进成县，遂成县解放．其后，旧卫生院由人民政府接管。

成县旧卫生院创建后的10年，是西医学在成县一定范围内传播并为群众所接受的

lO年。西医学的传人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它作为人类的一项文明成果能

为成县境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在医学领域独树一帜，不能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

事。西医学的传播和西药的应用，虽然为成县民众的健康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当时社

会制度的因素和医疗卫生机构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其作用的发挥是极其有限的，劳苦

民众仍然贫病交加，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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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旧县立卫生院历年工作人员统计表

技术职务
姓 名 性别 籍 贯 行政职务 卫生院工作起止时间

(岗位)

宋 雅 男 甘肃甘谷 西医师 院 长 1939年7月一一1942年10月

徐天祥 男 甘肃成县 中医师 1939年7月一一1942年10月

霍桂岩 男 东 北 西医师 1939年7月一一1943年4月

郝启贤 女 东 北 助产士 1939年7月一一1946年8月

彭碧松 女 四 JII 护 士 护士长 1939年7月一一1 942年10月

张雪兰 女 甘肃兰州 助理护士 1939年7月一一1949年7月

赵英培 男 甘肃甘谷 会 计 总务主任 1939年7月一一1943年4月

邱鹏程 男 甘肃庆阳 西医师 1940年5月一一1946年8月

男 药 剂 1 939年7月一一1942年10月

张汉俊 男 山 东 西医师 院 长 1942年10月一一1946年7月

霍炳嶙 男 山 东 西医师 1942年10月一一1949年7月

吴瑛 女 山 东 药 剂 1942年10月一一1946年7月

张 俊 男 甘肃平凉 会 计 1943年4月一一1946年7月

韩逸民 女 甘肃成县 助产士 1945年8月一一1949年7月

崔庆福 男 河 北 西医师 院 长 1946年8月一一1949年7月

冯进义 男 河北天津 西医师 1946年8月一～1949年7月

郭桂英 女 甘肃兰州 助产士 1946年8月一一1 947年6月

。张素秋 女 河北天津 护 士 1946年8月一一1 949年7月

解晓斋 女 河 北 药 剂 1946年8月一一1949年7月

王定民 男 陕西汉中 会 计 1946年8月一一1949年7月

第二节 成县人民卫生院的创立

成县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建政和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包括“卫生”在

内的各项社会改革。1950年12月，县人民政府奉省卫生厅命令，筹建成县卫生机构。

1951年1月省卫生厅委派王维刚担任院长并在旧卫生院的基础上正式开展成县人民

卫生院的组建工作。新组建的成县人民卫生院院址设在县城西隅莲湖之北侧(为原县

立初中所在地)，占用教室6座18间，总建筑面积297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192平

方米，生活用房105平方米，均为土木结构瓦房。通过对私立诊所开业人员的资格审

查，院长王维刚从中选拔吸收了医生周文华，护士胡耀一、何生禄，助产士郝启贤，药

剂员周树荣为医务人员，并聘请王守功为炊事员，县政府委派汪怀珍为会计。至6月

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县人民卫生院于4月1日正式开诊。卫生院内设内科、外科、

妇产科诊断室，设注射换药室、药房、挂号收费室。由于设施简陋，技术人员缺乏，其

临床诊疗以传染病及内科常见病为主．外科仅限于清创换药，妇产科以新法接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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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展了产前检查。卫生院在资金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增设了临时住院部，设床位

5张(被褥尚缺)，担负了传染病患者的治疗工作。从开诊至6月底，卫生院共诊疗患

者2487人次，其中门诊2234人次，出诊235人次，住院18人次。由于绝大多数患者

经济困难，收入微薄，故卫生院收费除地、富和商人外，其余一律按省卫生厅规定标

准的半价收取，若持有政府介绍信的贫下中农及烈、军、工属则予以免费治疗，此种

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在卫生院管理工作中，至10月初已初步建立了诊疗制

度、会议制度、学习制度、会计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建院初，卫生院除承担医疗任

务外，因政府卫生科尚未成立，因此还承担着全县的医政、药政管理及环境卫生管理

的任务，同时兼有预防保健，疫情监测之职能。根据党中央“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

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卫生院组建了巡回

医疗工作组和中西医联合防疫工作队，负责城区及乡镇的传染病防治、动态监测与分

析，为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发放含碘食盐片，并向分区及省卫生厅按时旬报和月报，至

是年6月底，种痘人数达35550人次，预防伤寒、霍乱4947人次，发放含碘食盐片

17000片。此项工作直至1956年7月成县卫生防疫站成立方才终止。此外，当时卫生

院还承担着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的任务，经常组织医务人员下乡，至学校、街头·通

过讲演、广播、办黑板报、召开母亲会、儿童会等形式广泛宣传传染病的预防、妇婴

卫生常识以及党中央卫生工作方针的重要意义等，截止1951年底，各类讲演、集会参

加人数共达万余人次。1952年2月院长一职由副县长郝万杰兼任，在此期间，医院日

常事务由行政助理员办理，如有重要事务由行政助理员向院长汇报后再做处理，直至

1956年lo月周文华担任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为止。是年10月，增设病床5张，增助

产士韩逸民和护理员3人。1953年2月设中医部，由中医师徐天祥应诊，中药调剂员

王孝友。1954年卫生院正式设立门诊部和住院部，住院部不分科别，统一收住病人·由

门诊医生兼管并分科诊疗，因床位紧缺，病人多时常在走廊加床。1956年由政府拨款

25000元，修建住院部对开22间．门诊对开16间，均为土木结构瓦房，总建筑面积396

平方米。随着病房环境的改善和业务技术水平的提高，就诊和住院人次明显上升，全

年共计诊疗30340人次，比1955年增长54．5 o／4；住院158人次，比1955年增长

33．6％；外科手术176例，但仅限于皮下脂肪瘤摘除术、粘液性粉瘤摘除术、睫毛内

倒外翻术、包皮切除术等简单的手术。1957年根据以治疗为主防治结合的专业特点，卫

生院更名为成县人民医院。是年4月，设立化验室，检验员郭守智，始能开展血、尿、

粪三大常规检验．为临床各科提供了较可靠的相关依据，相应提高了临床诊疗水平。从

建院到1957年的七年中，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改造、“三

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中，卫生人员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卫生院面貌发生

了显著变化。1958年1月，中共天水地委通知，徽县、成县、两当三县合并，称“徽

成县”，医院亦随之更名为徽成县第二人民医院。同年．由外科医生何生禄主刀施行了

第一例阑尾炎手术．在医院的外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59年9月，钟克敦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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