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006462一

≮——————一

鏊I壤≥，”恙



回 盛世修志，春华秋实。

在上级领导、区卫生局党委的关怀和社

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
，

光雨露，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荔

湾区卫生志>终于面世了。

<荔湾区卫生志>上朔清代，下至20世纪

九十年代初，历经185年。它以述、记、志、传、

图、表、录、照片等多种体裁和形式，以志为

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

的态度，叙事本末，历史客观地反映，真实生

动地记载了荔湾地区卫生事业发展变化的

过去和今天。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修编<荔湾区卫生志>是载于历史而垂

后世的大事，它的诞生无疑对于我们乃至后

人把握时代的脉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医疗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社会

进步和经济发展将大有裨益。

值<荔湾区卫生志>面世之际，特作此

序，以示祝贺。

李向荣

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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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资料，源于清代及民国时期，来自中山图书馆藏书，以及广东南海志书、医药典籍和有

关刊物、文史资料；建国后主要来自区档案馆和区卫生局的档案资料、基层各院、站史志和经过调查

核实的口碑资料等。

二、本志按市区编志委员会统一规定，上限1840年，从资料实际是1805年起，下限至1990年

截止。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照片等体裁形式。按“详今略古”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

述荔湾区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以“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编纂，立篇、章、节、目，以三个层次为

主，依次撰写。“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始末。

四、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外，设卫生行政、医疗事业、药政管理、爱国卫生运动、卫生防疫、妇幼保

健、医教科研、人物等共8篇36章104节，附录编入志末，全书共27万余字。

五、本志对人物的记述，贯彻“生不立传”和“以事系人”的原则。入志人物是在荔湾地区有一定

威望和影响的已故医林人物。

六、本志文字，一律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历史资料原文则不受此限。编纂力求体现严谨、

朴实、简洁的文风，但由于水平所限难以全面达到编志述体要求。

七、本志纪年，各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前”、“建国后”，皆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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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荔湾区地处北纬23‘15’--23。17’，东经113。13’～113。15’，全区总面积为11．8平方公里，划分为

20条行政街，273个居民委员会，1990年末总人口554589人。全区有马路79条，总长为62．6公

里，总面积为70．2万平方米，珠江河流经区河段长约12公里。

荔湾区位于广州城的西端，旧称之“西关”。地势低洼、湖沼星罗、濠涌纵横。在汉代南北朝，西

关荔枝湾广种荔枝，当荔枝成熟，有如“十里红云”。南汉王刘锨、在城西三角市(现珠玑路一带)建

立“花田”，遍种素馨花。在荔枝湾建立御花园及昌华苑，以观赛龙船、赏荔枝，每年荔子成熟，在苑

内摆设“红云宴”。泮塘盛产莲藕、菱角(红菱)、马蹄(荸荠)、茨菇(慈菇)、茭笋(茭白)等，称之谓“五

秀”。龟峰西禅寺(现金花街辖内)，寺僧以此作为四时供奉佛前的“五仙果”。

荔湾区地段，原属南海县恩洲堡管辖。1930年划归广州市。西关的商业、轻纺工业和民间手

工艺有悠久的历史。在康熙25年(1688年)始建的十三行，在明、清年代成为外贸中心，是中国外

贸史上著名之地。清屈大均在<竹枝词>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西关又是广州水运交通重要码头。在唐宋年代沙面是通商要津，明代有蚬子步

(即怀远驿码头)，清代有十三行外贸的专用码头。在黄沙、如意坊一带水上运输船只及打渔船、花

艇十分兴旺，“荔湾渔唱”、“浮丘石”均为明、清年代羊城八景之一。

荔湾区中医中药源远流长，在清代十三行、桨栏路、冼基、杨巷及长寿路一带开设不少中成药厂

店。其中较出名的有：黄中璜药店(创于1662年)；保滋堂(始创1669年)；马伯良(创于1820年)；

瑞草堂(创于1828年)；刘贻斋(创于1830年)；橘花仙馆(创于1838年)；广芝馆(创于1873年)；迁

善堂(创于1878年)；潘人和(创于1897年)；两仪轩(创于1899年)等。据(广州商业名录>1930年

刊载：西关地区有药材店128间，其中在豆栏街专营参茸滋补药的有36间。西关并设有中医学校，

1908年2月在十二甫中约成立“广州医学求益社”，开幕典礼粤省督宪训词，誉为“百萼先声”。

1918年成立“广州医学实习馆”，后改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继后开设有“广东国医传习所”、

“广东崇圣中医学校”、“粤南医药专门学校”、“汉兴私立高级中医职业学校”等，培养出大批中医药

人材。

在清末民初，西关已形成两条著名的“中医街”(又称“医生街”)，一条位于十三行西侧的冼基，

另一条是近城西门的洞神坊。抗日战争期间，大部分中医外迁，广州光复后，原在冼基设馆的中医

迁移到抗日路(和平路)，原在洞神坊开业的中医先后迁往龙津路，形成了新的中医街，在其他街路

也有不少中医设馆执业。据资料统计，民国21年(1932年)，在西关地区有注册的中医生454人。

西关不仅中医较多，而且名家辈出。其中医术精湛、声誉卓著的有黎逮初首创集社设馆；陈任枚为

中医药界的应有地位与国民政府抗争；肖步丹编著的(岭南草药录)；刘赤选探究温病；易巨荪研讨

伤寒；何竹林、蔡忠专于骨伤；谢泽霖精研妇科；古绍尧、杜明昭擅长儿科；梁瀚芬撰述诊断；李仲守

编著脉学；连可觉继承针灸。皆可谓代表人物，在荔湾中医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嘉庆10年(1805年)，英吉利番商哆啉，把牛痘之方，携来广州，首在西关十三行洋行会馆开设

诊所广为接种，使牛痘接种术自此传入中国。

西洋医学“以医传道”传入，主要通过传教医士来粤建立医院、诊所，译著西医书籍，出版西医期

刊，兴办西医院校，吸引留学生等。1835年在西关十三行豆栏街开设“博济医馆”，后改为“博济医

院”，直至1949年。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最早、历时最长的一间医院。善堂善院是社会慈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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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赠医旖药，救危扶伤。全省有“九大善堂”，在西关有四间(爱育善堂、崇正善堂、四庙善堂、述善

善堂)，清同治10年(1871年)成立的爱育善堂，为广东善堂之始。．

光绪32年(1906年)，粤省巡警道(警察署)颁布有关医事政令一系列章程，如药剂师、产科生、

调剂、西药房、西医生等。注明今后凡为医药工作者，须学有出身，试行考核，经有关当局立案方得

执业。民国建立(1911年)仍沿旧制，医药卫生工作由广东省会警察厅管辖。民国10年(1921年)2

月15日，成立广州市卫生局。同年夏将全市划为六个卫生区掌管各地段医药卫生事宜。荔湾区地

段隶属第五卫生区和第四卫生区的一部分，不数月因经济困难而裁撤。至民国17年(1928年)4

月，恢复卫生区的建制，在市卫生局领导下，办理段内卫生行政。民国23年(1934年)冬，市将六个

卫生区改为区卫生事务所，当时虽有预防保健、公共卫生管理的规章，实形同虚设。而西关地区环

境卫生肮脏，四害孳生严重，当时人们流传的一句话：“西关的蚊，多过打铜街的银”。加上封建迷信

思想盛行，科学文化落后，政府防治措施不力，以致疫病连年发生流行。据资料统计，广州市

1872--1924年先后发生四次鼠疫大流行。1874年广州鼠疫大流行，初发于城南，后蔓延全城，死亡

数十万，历时半年始息。从1928--1947年广州市先后六次发生霍乱流行。1946年美国新闻处消

息：街上遗尸逐月增加，一月份515具，二月份536具，三月份726具。是年金花街东昌里发生霍乱

流行，全街居住12户，46人，死亡42人，户户门前张挂蓝灯笼(即丧事)，幸存者仅有4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

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荔湾区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得到发

展。在五十年代，1952年区内卫生机构仅有区人民诊所2间，1958年个体医务人员大联合，全区建

立13间卫生所，1957年实行划区分级医疗，1965年全区实施三级医疗制。在七十、八十年代，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区属的医疗机构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并、撤、拆、建”，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建立了一批有专科特色的医院。至1990年止，区属医疗卫生机构共23个，其中全民所

有制单位3个，集体所有制单位20个。区级专科医院9问、卫生院9间、区卫生防疫站一间。1990

年区级医院设置病床745张，全区卫生技术人员1701人。其中：正副主任医师32人、主治(主管)

医师197人。1958年全区人口平均700．04人有一个卫技人员，1990年全区人口平均320．48人有

一个卫技人员。

医疗设备，在五、六十年代医疗设备十分简陋。在七、八十年代逐步增加购置，引进先进技术和

设备。据1990年统计全区有X光机27台，其中：日本岛律出产的500毫安带电视遥控x线诊断

机一台。有血液透析仪(人工肾)2台，日产、国产心电图机23台。B型超声波机9台，A型、M型超

声波机17台。还有超声心动图机、脑电图、心脏除颤起搏、心电监护、体外反搏、膈肌超搏、心电生

理食道调转仪、心脑治疗仪、血液流变仪、肺功能分析仪、胎心监护仪、手术电子显微镜、微循环显微

镜、各种光导纤维内窥镜、光电比色计、分光光度计等现代医疗仪器。在业务工作用房方面，三十多

年来，经过调整、扩建、加建、新建及逐步充实和配套，目前医疗业务用房有3．5万多平方米，使医疗

业务技术水平得到日益提高。区人民医院，在六十年代仅能开展兰尾炎手术，在七、八十年代先后

能开展人工髋关节、指关节置换术、喉癌术后发音重建、脑外伤、胃大部分切除、乳腺CA根治、开脑

切除纵膈肿瘤、肝脾破裂抢救、肾切开取石、胆道探查、开颅探查等手术。1990年成功地进行游离

足趾，移植手拇指手术，为广州市区级医院首例。区二人民医院从1986--1990年先后开展／],JD麻

痹后遗症矫治术300多例，为全省开展同类手术之冠。区口腔医院1985年引进高频铸造设备，现

铸造的<钴铬合金全El托牙基板>工艺，已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1990年全区门诊372．9万多人

次，住院9291人次，治愈率不断提高，病死率不断降低。

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爱国卫生运动方面，1952年金花街荣获全国乙等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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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清朝时期

1805年(嘉庆十年)

英吉利外商哆啉(另一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皮尔逊)，把牛痘之方带到广东，在十三行洋行会馆

开设诊所广为接种(后迁丛桂里三界庙西侧)。邱禧(字浩川)得西洋医生古拿的传授，悉种牛痘之

法，著(引种保婴牛痘方书>一册。

1835年(道光十五年)

11月4日 受美国海外传道部派遣来华之医生伯驾(Peter．Parker)，在广州西关新豆栏商行

行商伍怡和的工厂内创设博济医馆，以治疗眼科疾病为主，故有人叫“眼科医馆”或者“豆栏街医

局”。

1851年(成丰元年)

由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医学硕士合信氏，在广州沙基金利埠(现六二三路)开设惠爱医局，

至1857年由我国第一位出国留学西医师黄宽接办。1865年由嘉约翰兼办。至1870年停办。

1871年(同治十年)

创立爱育善堂。由钟觐平、陈次平、潘谦钧等创办爱育善堂于十七甫大街(现十八甫马路46—

52号)。由陈大年负责，该善堂为广东之始，1954年由广州市公益社团联合会接办。

1882年(光绪八年)

赖马西女医生得富利敦女医生(均原是博济医院之外籍医生)之助，在西关十三甫开设妇儿赠

医所，至1888年博济医院设立妇女部时停办。

1885年(光绪+一年)

“四庙”善堂(医灵庙、斗姥庙、天后庙、金花庙)设于广州西关蟠虬南，善堂首设中医针灸科。

1947年设立西医赠诊所，为广州市善堂设西医之首。建国后由市公益社团联合会接收。改为第三

诊所。

1893年(光绪十九年)

。是年春孙中山自澳门到广州，在西关冼基东33号创办东西药局，并开设医务分所于双门底

(今北京路)圣教书楼内。是年底断然弃医、回翠亨村。东西药局由陈少白代理，后结束。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12月 在广州第十甫尾(现十甫商店隔邻)设立崇正善堂，由陈启元、陈惠甫创办，梁晋慈主

持，开展赠医施药，至1955年由广州市公益社团联合会接收，改为第四诊所。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在黄沙述善前街(即现黄沙南站旁)设立述善善堂，由李介熙主持，办理赠医施药施粥赈衣等善

事，至广州沦陷期间停办。

同年梁培基在博济医学校毕业后，设医馆于西关长乐路44号。一面行医，一面卖药，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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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安街开设小工场，生产“发冷丸”等成药，后因“发冷丸”畅销，改为梁培基药行、制药厂，弃医经商，

成为广东成药名家、制药巨商。远销马来西亚、南洋群岛一带。梁培基是广州西医界前辈之一，又

是清末民初广州著名的西成药家。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在广州西关第七甫(即现光复中路)设立明德善堂，开展赠医施药赈济灾民，至1929年归于方

便医院管理。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医学博士富马利女医生，在广州西关逢源西街尾创设广州女子医学堂(后

改名为夏葛女子医学校)，该学堂附设实习医院，为夏葛女医院(后改为柔济女医院即现广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

1906年(光绪三+二年)

11月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建水塘于增妙，初期塘底面积九万六千平方英尺，并在西关长寿路

建水塔，塔由顶至底一百一十英尺、可容水20万加伦。1907年8月16日，建筑竣工，举行开水典

礼。

1907年(光绪三+三年)

谢爱琼女医师，在广州西关十六甫大街70号，创设妇孺医院，并设立产科讲习所。至1930年

惠爱西路新院落成后，原十六甫大街旧院改为分院。

1909年(宣统元年)

2月 广东医学求益社，从广州仙湖街迁往西关十二甫中约32号，并经前清广东提学司批准

立案，改名为“广州医学求益社”，于2月开幕。至1912年止。

10月 西医钟宰荃与美籍医生达保罗，在广州西关十三甫创建“广东公医医学专门学校”，至

1910年迁往长堤，后迁天海楼。

二、民国时期 ，

1913年(民国二年)

1月 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没有把中医药学科列入。引起中医药界的抗议，广

东中医药界联合粤九善堂院，于2月22日至3月9日三次假座十八甫爱育善堂商议，两次致电北

平国务院及总统袁世凯，教育部长江大燮。电云：“昨读部颁医药学堂规程，专西遗中，国粹失，利权

佚，民生前途，两受影响。粤九大善堂医药学堂，乞准立案”。但北平教育部的复电是：“中医中药医

校，即为部令所无，所请立案之处，碍难照办。”

1913年

7月 私立保生医院开办，院长徐甘树，地址长寿西路3号，医师5人，看护6人。能容10人留

医。

1918年

由罗熙如、黎棣初主办广东医学实习馆，又名“广州医药实习馆”，地址广州西关十八甫南冼基

西。1925年广东医学实习馆改为广中医药专门学校(又名广中医学校)，校址迁广州西关恩宁桥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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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由钟宰荃、罗伯尧等发起组织“中医公余别墅”设于广州西关十二甫中约32号，以开展

中医学术交流活动。

1920年

春 由于各行业相继成立同业公会，“中医公余别墅”改组为“广东中医公会”，并报经军政府内

政部、广东省长、各厅、局批准立案。地址仍在十二甫中约32号，实行行会长、评议员制。

1921年

夏广州市卫生局成立后的卫生行政管理，全市划分为六个卫生区，今荔湾地段属第四卫生区

(部分)和第五卫生区。第五卫生区署初设多宝路元和街联和堂内，民国20年5月迁往大同路198

号，后又迁第十甫居德里47号，民国21年11月再迁长寿西路179号办公。

1924年

2月29日 苏炽庭等人在广州西关丛桂新街设立广东崇圣中医学校，推举罗伯尧为校长。

1925年

7月4日 司徒朝就任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遵令接管海关洋医检疫大权，筹建“广州市海港检

疫所”，并被委任(兼)所长。

11月30日 广东中医公会召开会员大会，投票选举委员25人，高贯岐、李兰生、马衍奇、蔡恒

光、王金石、钟荃生、连可觉、严仲文、陈岳峰、谢香浦等10人为常务委员。

1926年

11月19日 广东中医公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共25人。其中常务委员为欧阳盘伯、

梁柴林、李兰生、陈岳峰、王金石、马衍奇、连可觉、陈天一、陈佩兰、王凤洲等10人。

1928年

广东中医公会改选执行委员会，当选委员25人，并推选谢香浦、张佐朝、李玉琦、蔡恒光、陈佩

兰、刘世良、梁君觉、温赞生、欧阳盘伯、连可觉等10人为常务委员。

1929年

由谭佐寿堂、谭琴生主办粤南医药专门学校，地址广州西关十八甫，至1931年止。

1931年

3月7日 广州中医团体代表陈任枚、谢香浦、卢宗强等9日离穗到南京参加3月1"1日举行

的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陈任枚被选为中央国医馆常务理事，谢香浦、卢宗强、卢朋著、梁瀚芬、梁

湘岩、管季耀、潘茂林被聘为名誉理事。

1933年

12月 开办私立豫和园留iE．r哓，地址荔枝湾，院长梁心尧，有医师3人，看护6人，能容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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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驻军带领下，区内黎铎、陈祥运、严善卿等医务人员参加救护工作。

5月 长寿、西禅、逢源、黄沙四个区，分别开展饮水消毒，每天由饮水消毒员用漂白粉进行井

水消毒。黄沙码头、如意坊设河水消毒站。

6月 长寿区与西禅区合并为长寿区人民政府；黄沙区与逢源区合并为荔湾区人民政府。整

‘编后，从公益科划分出成立卫生科，负责管理清洁队、人民诊所和医疗卫生工作。长寿区人民政府

卫生科，机关驻地龙津东路96号，负责人钟善贞；荔湾区人民政府卫生科，机关驻地逢源路129号，

副科长邹铁民。

8月28日 长寿、荔湾两区分别成立区防疫分会，各街成立9至15人的防疫小组，开展防疫

注射。

9月1 1日 在龙津中路28号，私立泽江小学内，成立长寿区人民诊所，工作人员8人。

9月20日 在逢源路逢源正街24号(后迁逢源北街28号)，成立荔湾区人民诊所，工作人员8

人。 ，

1951年

4月 成立清洁委员会，开展内街清扫工作。根据市卫生局要求，长寿、荔湾两区各街道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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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派出所、纠察队及居民小组长等组成街清洁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清扫工作。

是年长寿、荔湾两区成立社会医务人员学习组。

8月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人民防空救护训练，以源胜、逢源两街为点，至年底长寿区16

条街训练744人。成立防空救护队，由区长任总指挥部队长，下设救护小队，挖掘小队，担架小队

(每街组织两副担架、每担架6人)。

是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三年内扑灭天花”的号召，长寿、荔湾两区在大马路用横额写着

“天花危险，快种牛痘”宣传标语，还在马路设站，流动队上门到机关、团体、学校接种。

1952年

4月 建立卫生基层组织，长寿区以源胜街为点，荔湾区以逢源北街为点，取得经验。全面铺

开。
．

7月14日 成立荔湾区爱国卫生运动分会，委员19人，主任委员杜略(中共荔湾区委书记

兼)，副主任委员：徐枫、陈晖成(个体开业医生)。

8月 长寿区卫生科与人民诊所合并，改为长寿区卫生所，机关驻地长寿西116号，所长陈祥

运、副所长张平；8月28日荔湾区卫生科与人民诊所合并，改为荔湾区卫生所，机关驻地逢源路165

号，负责人唐庆富。

9月中旬长寿区与荔湾区及西村区(六个街)部分合并，成立西区人民政府。长寿区卫生所

与荔湾区卫生所合并改为西区卫生所，机关驻地长寿西116号，所长陈祥运、副所长张平、唐庆富。

△杜淦珍与杨志仁、胡济生等人于9月，在六二三路252号创办百达中医联合诊所，杜淦珍

任负责人。是全市第一间中医联合诊所。

是年成立西区妇幼保健站，设立产床10张，婴儿床10张，有助产士4人，护士2人。全区还

建立民办公助的保健站10间(保生、保宁、保安、保群、福群、康健、保活、宝宝、益群、慈善助产所)。

12月 广州市西区金花街荣获全国乙等卫生模范单位，橡胶工人梁炳昌荣获全国卫生个人丙

等奖。金花街口号“三灭”(灭蚊、灭蝇、灭鼠)，“四净”(室内外净、厨房厨具净、衣服家具净、厕所沟

渠净)。

△西区荣获广州市卫生模范区第一名的称号。

△椐统计资料，西区卫生基层组织，全区24个街办事处，专任区170个。卫生支会干事302

人，指导员358人，卫生小组1321个，卫生小组长2490人。

是年西区进行卫生工作基本情况调查，全区私人开业中医共计200人。

1953年

春成立“西区妇幼保健地段责任制推行委员会”，市卫生局指定西区为推行地段制试点区，区

以金花街为点。经过试点，全面铺开。全区划为十个地段，每个地段设一个保健站，人口约2万人。

7月6日 将“广州市西区妇幼保健地段责任制推行委员会”改为“广州市西区妇幼保健委员

会”。

△西区卫生所，于7月23 El，在广州市卫生局妇幼保健工作会议上介绍，西区妇幼保健地段

责任制九个月来的工作情况。

△全区干部实施公费医疗制度。

10月17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中区所属长寿路和大同路以西的两个街，即黄沙、蓬

莱两街划归西区管辖。

11月 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1月9日决定：再将长寿路口至恩宁路口之宝华路划归西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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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1月11日的统计，广州市卫生工作者协会西区第一会员小组共384人，其中：中医

213人(甲组86人，乙组66人，丙组61人)，西医43人(宝华路未列入)，牙医55人，助产士73人

(甲组43人，乙组30人)。

△西区发动群众建立门前自扫制度。

12月 西区三沙乡坦尾村发生疟疾流行，西区卫生所组织防疫人员及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防

治工作。经过20天的战斗疫情迅速控制下来。

△西区卫生所组织训练群众消毒员1174人，分别对工厂、机关、学校、街道居民住宅免费进

行室内药物喷射及沟渠、沙井、洼地、公厕等喷射，消灭蚊蝇。消毒面积有5．48万平方米。

1954年

1月 成立西区妇幼保健站，站长陈超群，副站长杨宝珠。

2月 椐统计西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1516人，其中：中共西区区委168人，区政府374人，区

公安分局593人，区卫生所60人，区清洁队293人，区文化馆25人，区乡干部3人。并开始实施家

属统筹医疗。

4月13日 西区人民政府，奉广州市人民政府(54)府卫字第一五号通知，“将区卫生所改组为

区卫生科”，机关驻地长寿西路116号，科长李挺华、副科长陈祥运、张平。

△西区建立消毒地段负责制，全区19条街建立群众义务消毒队，开展内街沟渠、污水濠涌及

水生植物池塘的药物消毒。训练不脱产消毒员611人。

△将西区第一、二医疗站改组为第一、二门诊部。西区工人诊所划归区卫生科领导，并改称

为第三门诊部。西区卫生科组织第一个到农村看病的巡回医疗队，受到群众欢迎。

11月 成立西区卫生防疫站，由原西区卫生所防疫组扩大成立，开始8人，站长魏钦舜，站址

长寿西路116号。

12月 据西区卫生科在12月的统计：本年1—11月全区出生12241人，新法接生占97％，新

生儿死亡率1．3％。

△首届举办工厂车间保健员训练班，参加训练(私营)厂35间，工人116人。

△据西区卫生科的统计：到年底止，全区有保健站10间，中医联合诊所5间(其中：去年组织

成立2间)，牙科联合诊所3间。联合镶牙所2间，私人助产所21间。

1955年

1月17日 在逢源北街28号(--站旧址)，重建第二医疗站及妇幼保健门诊部。

6月 西区人民政府改称西区人民委员会。卫生机构设置及领导职务不变，机关驻地长寿西

路116号。

8月 市卫生局8月20日(55)秘字第238号通知：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电示：“各级卫生

防疫站改名为爱国卫生站”。8月26日西区人民委员会将西区卫生防疫站改名为“广州市西区爱

国卫生站”，于10月1日启用印章。(1956年4月又复名为西区卫生防疫站)。

△西区人民委员会卫生科，以龙津街为试点。建立和健全卫生值班员制度，取得经验。9月

全区机关、团体、学校、工厂、企业、商店、居民住户等建立卫生值班员，开展门前轮扫制。

10月 广州市人民委员会通知：省决定将南海县第八区横松乡松溪村划入我市西区三沙乡领

导，于1955年10月1日起正式归我市西区三沙乡领导。

12月 西区人民委员会卫生科组成工作组，开展健全联合诊所组织和提高工作质量。通过整

顿西区共有联合诊所13间，其中：西医1间、中医10间、中西医2间，成员共有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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