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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驰名中外的九朝古都，不仅有姿容娇妍的牡丹，仅．t-u-乙l-b"绝伦

的龙门石窟，蔚为壮观的白马寺，而且是能诗善医的唐代名家刘禹锡

的故乡，也是祖国医学史上创制汤液的伊尹的桑梓。尤其伏牛山上

的二花、连翘、萸肉、枣仁，邙山之巅的荆芥、防风、丹参、黄芩，

几千年来畅销四海，运用于名医之手，为历代劳动人民解除疾苦。

但由于历史的曲折，医药荟萃之地的洛阳地区，1 9 65年前有中医药

人员2336名，历经十年动乱之后，到1 980年仅有中医药人员1 1 89

名。其中年龄五十岁以上而有一技之长的老中医有1 02名，由于健

康原因，只有55人坚持应诊。1 980年后中医药队伍有了较大发展，
’ 到1984年底已增至1540人，地区所属的1 6个县、市中，除新安、汝

阳、栾川、伊川、陕县、嵩县外，孟津、灵宝、临汝、渑池、偃

师、卢氏、洛宁、宜阳诸县及三门峡、义马两市之中医院已相继建

立。但临床小科之局面仍令人但忧：从事外科者22人，针灸者33

人，推拿者1 2人，眼科者7人，肛肠者4人，喉科已成空白区域。

因此，当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为继承、发掘、整

理、提高祖国医药学，为防病治病，保障劳动人民健康，在洛阳建

立一所社会主义的中医院，已是势所必然。

从1978年元月至1986年12月，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

的一瞬，但由于河南省卫生厅先后五次投资1 60万元，洛阳地区自

筹资金20万元，终于在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口建起了一所洛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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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她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62人，其中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

医师14人，主管药师1人，主管护师1人，其他具有师职称者49

人，具有士职称者95人，此外，还有机电工程师1人，土建工程师

1人，行政干部37人，工人32人，共232人。技术人员占总人数的

百分之七十，非业务人员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百元以上医疗器

械834件，价值293221．25元，固定资财(不包括房产)539673．79

元。她西有小渠环抱，清水潺潺的浅井头村；东有湖波荡漾，亭榭

古朴的洛阳植物园；南有幽雅恬静，绿树掩映的中国船舶公司725

研究所；北有花木摇曳，草坪绵绵的向阳轴承厂。

盛世修志，存史资治，向为历代有识之士所重。洛阳地区中医

院虽刚刚诞生，但在襁褓中已历经一升一降一更名，八度春秋五换

班，报刊杂志多已荡然无存，有关文件资料尚未集中整理归档，故

欲为其修志，亦非易事。在院党委领导下，承蒙诸知情人士之襄

助，笔者采用集体座谈，个别走访，查阅档案，抄录卷宗之方法，

收集资料。力争目睹原件为据，’参照当事者之回忆为佐，如对一人

之回忆感其不足，则另拜二人或三人以补之，务期史料完备翔买，而

后分门别类，认真剪裁。下笔时字斟句酌，以求忠于史实，记而不

议， 保持原貌。同时，为使后人得知我院创业之不易，故将有关原

始资料选其要者《虫：k--章。其断限为上起1978年元月，下迄1986年

1 2月。记事以纵向为主，因时为序，同一时期发生之事件均冠以

“是年”或“同月”，若时序两年相连，前有年、月申明者，后则以

“次年”称之。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不堪胜任，但为社会主义大业，存史资

治，兴利除弊，振兴中医，继往开来，启迪后学计，乃慨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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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念于心，昼思夜书，奋力编纂，反复推敲，三易其稿，终成五章

十四节之文。意欲不负众望，能否如愿，自待公论。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志编纂组

丙寅年壮月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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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筹建时期

第一节建院缘起

洛阳地处豫西山区，入口集中，交通便利，药源广，品种多，收获量大，素有天然

中药库之称，中医中药人员也较多。因此，随着国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党的

中医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在豫西建立一所确能体现祖国医学特色的中

医院。特别在一九七五年省卫生局提出“凡没有中医院的地、市，都要建立一所中医

I秽后，这种酝酿已渐臻成熟。
一九七八年元月十二日地区卫生局在《关于建立洛阳地区中医院的请示报告》中明确

提出，建立中医院的宗旨是面向工农兵，防治、研究各种疾病，同时也担负一部分教学、实

习任务。人员配备按一比一点二计，拟从地直和县以上医疗单位调配三百人，其规模为

二百五十张床位，日门诊量一千人次，占地六十五市亩，建筑面积为一万五千平方米，

投资一百一十万元。

同年元月二十一日省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洛阳地区建立中医’院一

所刀，并指出“在设计中要考虑到中西医结合、防治结合和科研结合”。

第二节筹建始末

一九七八年元月，调三门峡黄河医院中医师、河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丁素

琴到地区卫生局着手筹建工作。嗣后，中医师袁保卿和其他十一人也陆续调来。

同年六月，中共洛阳地委同意丁素琴、袁保卿、郭照三人为筹建组成员。院址选择

于涧西区浅井头村东之南昌路口，征用耕地七十二点八亩，其中医院占地面积为六十九点

九亩，横线外道路占二点七八亩。其时《关于洛阳地区中医院和工农公社浅井头大队征

用土地协议书》中写道t“因土地被征用，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上带来的变化，除付

七十二点六八亩地价六万四千三百九十九元，地段内房屋、水泵、机井和青苗赔偿费十

九万五千六百零一元外”，由地区中医院支援新解放牌汽车一部，灰生铁一百吨(费用

由中医院承担)，并帮助解决木材七十方，五百号水泥一百五十吨，耷六点五钢材三十

吨，—百珏发电机一台，灰生铁五十吨，“以上物资费用由浅井头大队承担，材料和物

资供应，最迟到一九七九年上半年供齐。"

这里位于清流婉蜒的洛河之滨，与国际友人往来憩息的友谊宾馆毗邻，与花木葱茏

的植物园接壤，是防病治病的理想地方。为便于工作，同年元月地区卫生局配备北京牌

青普车一部。筹建办公室设于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招待所(即今之中共洛阳地委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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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后又改名为黄河宾馆)。当时只租到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室内墙角处有外涂黑

漆贯通三楼上下，管径为十二厘米的水管，管缘不时滴水，不仅光线不足，且异常潮

湿。筹建人员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对理想中的中医院的蓝图描绘。并于同年七月十日起，

启用“洛阳地区中医院筹建处”印鉴。

由于第二招待所距施工现场较远，工作不便，同年9月将筹建办公室迁至位于涧西

区广州市场至天津路之间的地区医疗器械修配所，借用其三层楼下一楼的两间屋子(每

屋面积各12平方米)办公。

为了加强领导，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洛阳地委任命徐元卿为中医院筹建组组长。

一九七九年春，门诊大楼基建正式破土，设计单位为冶金部有色设计院，施工单位

为河南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其时韦元生、马俊超相继调入，并于三月初将筹建办公室

迁至我院内临时盖起的九问简易平房里。

同年八月八日，中共洛阳地委组织部通知马俊超、韦元生为筹建组成员。为方便运

输，加速基建进程，十一月卫生厅拨来东风牌卡车两部。

同年先后调入的人员有秦继章、胡永信、谢转运、王尚金、李保朝、郭书钦、李仁

刚、刘玉春、高松寿、王东巧、徐留梅、韩索娟和其他行政人员共二十五人。

同年十月十六日省计划编制委员会通知将洛阳地区中医院改为河南省中医院，并指

出“医院建成后，受省、地双重领导，以省为主"。据此，建设规模拟由二百五十张床

位增至五百张，投资额由一百一十万元增至二百五十万元，拟调配六百入，并从十一月

十Et启用“河南省中医院”印鉴。

卫生部遵照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六号文件精神，拟从全国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

和散在中医中药人员中招收一万名中医中药人员，充实于全民所有静】单位，以加强医

疗：教学和科研力量，解决中医后继乏人、乏术问题。其办法是各省统一命题，统一考

试，拟出统一标准答案，各地市成立学术委员会，分点设立考场，监考人员采用甲乙两

地对调的方法，以杜绝乡亲之谊而有舞弊者。河南省五十岁以上之老中医中药人员于六月

上旬只考试一篇论文，i十岁以上之申青年中医中药人员则分别于七月一目和二日考试

《中医学基础》、《中药和方剂》及专业课(内科、妇科、儿科、骨科、针灸、眼科、

耳鼻喉科、外科)三门课程，从应试人员申以招收名额之二比一为率预选后，于八月一

日举行论文考试和口试。除I：1试只评甲、乙、丙、丁成绩外，其他均以百分制计分法评

阅试卷，最后由省卫生厅统一复阅审核，并经政审和体格检查，合格录取者均定为中医

师或中药师职称，其待遇分卫生技术十五级或十六级两种。此次，洛阳地区从参加应试

之三千三百人中，选拔录取老者五名，中青者三十名。我院接受了地区卫生局分配来的

中年中医师一名(胡永信)，老年中药师一名(谢转运)。

一九八。年九月，省卫生厅拨来天津牌救护车一部。

同年十月八日，建立河南省中医院临时党支部，省卫生厅党组任命徐元卿为支部副
’

书记，韦元生、马俊超为支部委员。

同年十二月，秦继章晋升为中医妇科副主任医师。

同年十二月，省卫生厅党组又决定徐元卿任临时党支部书记，侯志威任支部副书

记、筹建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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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调入的人员有：电器工程师张书华和其他初、中级医护人员三人。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九日，省政府“为了充实和加强洛阳地区的医疗力量，决定将建

在洛阳的省中医院移交给洛阳地区行政公署领导，改为洛阳地区中医院。”

同年十一月，表保卿、赵东社分别晋升为中医内科和中医骨伤科主治医师。

第三：书 雏形已备

一九八一年十月，地区文委主任孙维杰到我院日头宣布：李玉洁、乔保钧到中医院

工作，并列席临时党支部，医院行政、业务工作由李玉洁、乔保钧、秦继章三人负责，

以李玉洁为主。

为了加强力量，充实科室，准备开诊，同年先后调入的人员有邓培森、李清和护

理、行政人员三十三人。

历经三个春秋的辛勤工作，艰苦奋斗，到一九八一年底已建起了投资八十八万四千

元，面积五千零六十二平方米的四层门诊大楼和投资二十四万八千元，面积两千二百平

方米的五层家属楼，以及投资七十八万元，面积分别为三百八十五平方米的洗衣房，四

百九十四平方米的营养食堂，三百一十五平方米的浴室，五百六十五平方米的锅炉房，

一百二千二平方米的变电房，三十八平方米的收发室，九十九平方米、日处理量二百二十

五吨的污水处理站，使中医院具备了相当可观的雏形，为即将接待病人的开诊工作奠定

了可靠的基础。

开诊之后，人员日多，且欲使医疗、教育、科研紧密结合，基建工程即随之渐兴。

投资三十九万七千五百八十四元、建筑面积两千九百八十四平方米、四个单元的五层知识

分子楼，由洛阳有色设计院设计，宜阳县丰李公社建筑队承建，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

破土，于次年十二月十五日竣工，并于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即春节前夕)使主治医师

(或相当职称)以上的知识分子及副县级以上的行政干部们都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动工，建筑面积二百八十八平方米，投资一万五千元的十三间

平房教学基地于同年九月十五曰竣工。并于同年十一月三日接受了洛阳地区1980届中医

学徒(系1980年根据省卫生厅文件精神招收的名老中医药人员之子女)于分散跟师学经

验之后，在此集中上课学理论。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破土，建筑面积7 3 0平方米，投资十九万元的两层拐角型制

剂楼，由开封制药厂设计室设计，洛阳地区建筑联营公司承建，于次年十二月竣工。

一九／＼---年初，地区卫生局领导动议欲于我院内建立卫生于部进修学校，直属卫生

局领导，但当事之医院领导为确保我院总体规划不被破坏，提出异议而未果。嗣后自

1983年8月．『日至次年9月21日，地区行署及地区编制委员会先后三次行文“同意地区

卫生局意见”，将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建在地区中医院，借用其宿舍楼地基。待选定正式校

址后即搬出地区中医院，另建校舍。“学校规模为四个班，学员二百名，事业编制四十二

入弦。这样以来，一座建筑面积两千二百平方米，投资三十一万元，予一九八三年六月

破土，j91985年7月竣工的四层教学大楼巍然屹立于我院之内，与知识分子楼呈东西向

一字毗邻。



一九八五年八月动工，次年元月竣工，投资一万九千七百零六元，建筑面积二百四

十九点四五平方米的十四间家属平房建于我院东南隅。同年十月破土，十二月竣工，投

资九千五百元，面积达一百五十平方米的通间平房，建于我院传达室之东侧，面临大

路，以作劳动服务公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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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开诊之前

第一节建立班子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在召开全国高等中医教育及中医医院工

作的衡阳会议之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时，亲自到我院视察。下午三时登上药厅晒药台嘹望

詹，对陪同他的省卫生厅长苏挺、省中医处副处长韩俊钦及我院老中医乔保钧说： “这

所医院地理位置很好。希望有一个精千的领导班子，确实办成一所能够体现祖国医学特

色的中医院。”

同年四月十九日，正式建立健全了领导班子。中共洛阳地委任命李国太任党委书

记，蒋建国任副书记、院长，乔保钧任党委委员、副院长，秦继章任副院长。

同时设立了五室四科：院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门诊办公室、机要室、文印室、

医务科、人保科、总务科、财务科。除门诊办公室设于一楼，其余全部在四楼办公。

同年五月，建立了中医院共青团吏部。李铁牛任支部书记，郝兰枝、王志民任副支

部书记，廉为民、谢耀平为委员。

同年八月，中共洛阳地委组织部任命郑世杰王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发青为人事

科长。

同年十月，乔保钧晋升为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

同年十二月，郭书钦、李仁刚分别晋升为西医主管医师和中医主管医师。

同年先后调入的有：中医内科主治医师周浩庭、许显武、祝庆堂、陈光义，中医妇

科主治医师贾天安，中医针灸科主治医师董汉武，中医师黄志超、刘绍卿、王新民、杨

青山、范莹霞，西医师张霞玲、阎松才、放射科医师郑太厚，中药师史玲、马怀章、李

正堂，心电图诊断医师金守勤，理疗医师谷玉质，主管护师王希文，护师宇文来、段世

宁和其他医疗、护理及行政、勤杂人员共一百二十二人。

在院党委领导下，全体职工劳动不讲时间，工作不计报酬，不管份内份外，积极投

身子开诊前的准备工作。桌、椅、床、凳及大型医疗器械运回后，大家亲自动手卸车搬

运，使物得其所；亲自清除垃圾，剂除杂草，使整个环境显得空气清新，井然有序。盛

夏骄阳如火，一个个热得汗流夹背，累得腰酸腿痛，仍坚持劳动，尽职尽责。

第二节抗洪救灾

一九八二年七月下旬，大雨连绵数日，南昌路上平地水深盈尺，坐在我院四楼办公室

内凭窗眺望，可见洛河洪水滚滚，咆哮东流之象。由于伊、洛河水暴涨，位于两河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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