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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寒来暑往，五十年岁月沧桑，历史的年轮曾碾过无数次梦想，又轮

回一个又一个希望。

在这五十年里，一代又一代二院人，凭着勤劳、善良、勇敢，拼搏的美德，在

各自的岗位上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二院的建设、发展立下了汗马功

劳。

值此《院志》出版之际，我代表现任的学院领导向五十年来关心、支持二院

发展的各级领导，各兄弟单位以及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曾经为二

院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建功立业的历届院领导，离退休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

意!向辛勤工作在医疗、教学、科研、护理、行政管理、后勤等各条战线、各个岗

位上的职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深的谢意!

《院志》以其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集资料、存

史、教育于一体，系统地记述了医院的发展历程。这部志书的问世，有助于全院

人员研究医院的历史，认识与发展医院的历史，更有助于后人为医院的历史续

写新的篇章。

我相信，《院志》的编纂与出版，必将激发全院人员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

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医院的各项建设中去为我院的振兴与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为这部院志的编纂与问世，院志的编辑与工作人员，为搜集、筛选核实资

料，及在构思，编写工作中的认真负责精神及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钦佩

与感谢。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对史料的搜集和保存不尽完整，又由于时间和水平

有限、在内容、体例及至文字方面，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及不足，因此，

恳请全院同志与有关人士，对院志提出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与充实。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医疗卫生行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为此，我院确立了科技兴院的发展战略，制定了“五个一流"的发展目标。我

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勤劳、善良、勇敢、拼搏的二院人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

的业绩，为早日把我院建成“服务一流、质量一流、环境一流、设备一流、管理一

流"的现代化医院而努力奋斗。 ．

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院长慕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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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医院概况

第一章 医院简介

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1948年10月建院，1950年更名为军委长春军医大学第二学院，1951年7月更名为第

三军医大学第二学院，1954年9月整编合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第二临

床学院，1958年7月由军队集体转业到地方更名为长春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1959年6

月更名为吉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1978年8月更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

院。

学院位于长春市南关区自强街18号，占地面积41364平方米，建筑面积69918平方

米。

经过五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学院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4个临床科室，9个医技科室，16

个教研室，两个研究所(吉林省呼吸病研究所、吉林省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两个重点研

究室，CP_生部生殖生理研究室，校中医中药研究室)，四个中心(吉林省眼病防治中心、吉

林省围产医学研究中心、东北地区母乳喂养培训中心、吉林省消化内镜诊疗中心)，两个系

(医学二系，妇幼卫生系)，851张床位的具有一定先进水平的综合性临床教学医院。

全院现有职工1168人，其中高级职称的160人，中级职称394人，初级职称414人，

一般干部19人，工人181人。有58名硕士生导师，5名博士生导师。

医院现有医、教，研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6987万元，其中万元以上仪器设备349台

件。近五年年均完成1．4万人次的住院病人和45万余人次的门诊医疗任务。承担医学二

系，口腔医学系，妇幼卫生系和本校成人教育部，附设卫生学校等学生的I临床教学任务。自

1950年至1995年接受临床教学和实习的大学本科生12697名，1981年至1998年培养硕

士研究生288名，博士研究生18名。自1978年以来承担国家及部委科研项目49项，省级

科研项目57项，先后有87项获科研成果奖，其中有13项获国家部委奖，有74项获省级

奖。有25项获学校奖，自1985年至1998年共发表学术论文2152篇，其中国外刊物52

篇，国家级刊物648篇，省级刊物1452篇。

多年来妇产科围产期监测和先天性神经管缺陷的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受卫生部委

托举办多期培训班推广应用。眼科在国内首先开展眼房水动力学研究，研制成眼房水莹光

光度计，对探索青光眼发病机理和药物降压机制提供一个新的手段。呼吸内科多年来对慢

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发病机理研究，通过免疫学，胺类血管药物代谢及药代动力学的研究

取得可喜成果。此外，普通外科的胆石成因研究，肾病内科的肾小球肾炎发病机理的研究

均有新进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院多次接收日本，美国研修人员来院学习针灸技术，并先后向美

国、日本、比利时、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家派出161名专业人员研修、考察，同时也接待了

·】 ’



75批406人次的国外学者来院讲学、访问并聘请名誉教授、顾问多人，1986年7月与日

本中村纪念病院结为友好医院，加强了对外友好往来，促进了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

1993年10月，我院被评为国家级爱婴医院，1994年5月评为三级甲等医院。1996年

11月，被卫生部评为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第二章 医院沿革及发展

自求恩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从1948年建院至今共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

一、建院初期

第一节军队时期(1 948—1 958)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前夕，上级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兴山中国医科大学派部分干

部和医务人员，在李亭植校长率领下，随解放长春的部队进入长春，10月19日长春解放

后即开始接管工作。我院的院址原为长春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楼始建于1935年7月，

1936年9月竣工。当时是伪满新京特别市立医院，新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于1947年4

、月医院更名为长春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948年接收时，医院因遭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医疗器械大部分损坏，院内电灯、电话、

水道、暖气等设施均不能使用，原来医院的医生、护士、事务等人员大部分离散，到我们接

收时，仅有医生7人，药剂师1人，护士30人，事务员8人，工人16人，共计62人。另外有

国民党军的住院伤病员400余人。我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建院时命名为长春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克亭为政治委员，张冲为副院长，负责

主持建院工作。

当时我军后方来的人员数量不多，被接收的人员，由于对共产党不够了解，且长期受

国民党反共宣传，思想比较混乱，因此，我们按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

先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安心留院工作，并适时向社会广泛招聘医护人员，清查搜集

整理物品尽快恢复医院的诊疗工作。

1949年春，处理完国民党的伤病员后，咱很短的时间里，就从社会上招聘了各类人员

200余人，同时，松江军区卫生部，合江军区卫生部，密山后方九院，松江卫校及一面坡医

院相继调来部分干部，医院各类人员大增，到1949年5月，全院人员总数已超过300人，

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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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人员 政工人员 卫生技术人员
工 总
人 计

副 正 文 会 管 政 协 指 干 文 医 护 药 X 化 技

院 副 书 理 理 导 化 术

长 科 科 计 员 委 员 员 事 教 生 士 剂 光 验 生

长 员 事 计 员 计 计

事 务

务 长

员

后方来的 1 2 2 Z 4 11 1 1 2 4 2 10 21 51 2 3 77 98

由本院接
8 8 7 30 1 38 16 62

收来的

从其它医

院接收的

和从社会
8 8 43 38 7 2 1 9 100 71 179

上招聘的

合 计 1 2 18 2 4 27 1 1 2 4 2 10 71 119 10 2 4 9 215 87 339

学校从1949年1月起，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我院组织全体人员学习

了有关美国问题、苏联问题、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土改问题的材料。同时还进行了形势教育

和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按学校部署开展了反动党、团分子登记活动，在这

次登记中，我院共有28人进行了登记。

1949年春，学校抽调我院王承温、张冲同志带领一部分人员去筹建外科学院。

8月16日，学员开课，全校基础、临床八个期近800名学员同时开课，我院各科也承

担了教学任务。

1950年3月，我院更名为军委长春军医大学第二学院。设有妇科、儿科、眼科、耳鼻喉

科、口腔科、皮泌科及全校统一的综合门诊部。住院床位200张。

6月，医院开始建立医疗制度，包括转院、会诊、重症报告、手术、死亡报告、尸体解剖

等制度。同时各科还制定了医疗常规。

10月，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高潮。10月28日，学校组织了

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共35人。队长：冯悦，副队长：盂宇、李廷深，二院参加该

队的有：医生王维兴、戴秋萍、方志新、郎毅、张明泉、林宝福；护士：朱成烈、千彩风、金莲

伊、金松子、朴金子、金点善，司药：范述淹、谭德本。医疗队首先在鸭绿江边的集安开展工

作，1951年3月过江入朝，先后参加了原山战役、上甘岭战役，开城保卫战等战地救治工

作。1953年2月回国返院。

1951年上半年的医疗工作，以大力推广组织疗法为中心，建立了组织库，以保证全院

所需组织材料的统一供应。建立了血库，解决了全院血液的供应。3月，在门诊重点试行就

诊“予约制”。

1951年3月10日，护校由四院迁至二院，与原高护班合并，实行统一领导。由四院院

长米勒兼任校长，二院副院长胡寿鹏兼任副校长，原护校校长胡旭东任队长，谷茂林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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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指导员，原二院护理部主任韩子筠任副队长。．

4月，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隐藏在我院的反革命分子刘秀实，刘永舜被逮捕。

5月经上级批准，院政委办公室改为政治处。

7月，医院更名为第三军医大学第二学院。尹在桂任副政委，胡寿鹏任副院长。

8月，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第六大队的金问淇(妇产科教授)，钱元赞(眼

科讲师)，魏能润(耳鼻喉科讲师)，万厉声(口腔科主任)，林琛(护理指导员)等一行11人

来院帮助工作。

12月，按照上级部署，开始在全院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1年底，我院接收三批志愿军伤员，主要是五官科伤员。

到1951年底，全院医生总数为46人。详见下表：

眼科 耳鼻喉科 妇产科 s],JL科 口腔科 皮泌科 总计

系主任 1 1 l 3

科主任 1 l 2

主治军医 l 1 1 1 l 5

住院军医 5 l 4 6 7 2 25

实习军医 3 3 4 1 11

合 计 10 5 10 8 8 5 46

系主任：上原三雄、田中贡、市桥真三

科主任：董世范、王维俊

主治军医：赵毓文、侯君毅、谢英勇、冈本登、孙国范

住院军医：关海寰、李寿山、艾长荣、赵乐天、张崇德、杨钟芬、吴荣先、

孙丹枫、杨雨澍、谢允谦、韩少俊、许顺昌、潘成、张斌、

聂俊秀、曹树民、安树屏、于忠筠、刘国棋、李 从骆行等。

实习军医：许承志、于淑芬、黄镇、宋琛、郭晓峰、陶秀筠、林相彬、

玉丽文、孙玉兰、刘曼夫、刘云霞等。

1952年3月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第十大队的部分人员到二院帮助工作，

有d,JL科教授宫义寿、苏祖斐、宋名通；主治医生吴明猗、桂世澄；护士长黄琨、护士陈慕

贞；妇产科护士潘幼兰、傅振芝；手术室护理指导员顾月梧等。同年9月胜利完成了以t]、JL

科为主的教学医疗任务，光荣返沪。

1952年春，学校遵照上级统一部署，开展了文化大练兵活动，学校成立了机关文化学

校，二院因离校区远，自办了业余文化学习班，全院有近百名干部、战士和工人分别参加了

校、院办的速成识字班，小学班和初中班，经过学习提高了文化水平。

5月，学校任命原第四学院副院长沈友竹为第二学院副院长。

医院在第二季度，以药房为主进行了一次全院性的药品、器材清点、登记、建账工作，

并建立了保管和请领制度，同时建立健全了病历保管制度。

1953年1月，学校组成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共19人，队长李志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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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潘朴学。二院参加该队的军医潘朴学、郭晓峰、护士苏毅、张春洲，司药韩国维。手

术队入朝后参加了西海防粉碎敌人两栖登陆作战和金城反击战。朝鲜停战后，进行防疫和

一般的医疗工作。年底完成任务后回国返院。

2月，成立中心睡眠疗法室，设14张床位。

3月，北京协和医学院3位同志来院帮助工作，在他们的帮助下，改进了我院婴儿室，

d,JL科和手术室的工作。

6月，留用的日籍人员妇产科系主任上原三维，小儿科系主任田中质，皮泌科系主任

市桥真三回国。

全年由于深入开展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实行与推广了组织疗法，睡眠疗法，角膜移

植手术等新的疗法。共做了3300余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54年1月按上级指示，我院由眼科和小儿科组成了首批巡回医疗队。有谢允谦、张

明泉、朱若兰、赵延春等一行11人，在队长董世范副教授率领下，开赴前郭，扶余两县，进

行为期25天的巡回医疗，诊治病人情况详见下表：

眼科 小儿科 总计 备考

初 诊 2113 464 2577 眼科做173例手术

复 诊 700 209 909

合 计 2813 673 3486

二、整编合校后

1954年2月26日，总后卫生部下发了整编军医院校的实施方案，决定天津第一军医

大学与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合并，命名为第一军医大学。我院更名为第一军医大学第二临床

学院。8月末，天津第一军医大学的师生员工先后到达长春。9月2日在基础医学部院内

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命名暨开学典礼。从天津第一军医大学来二院工作

的有：王庆宇、张文山、张行、陈学穆、朱文荣、刘克非、黄秀贞、马岱云、贾文源、孙清穆、谢

铁臣、张民夫、朱琨、郑效、欧阳喈、安启哲、贾宜正、孟繁兰、翟碧萍、徐玉葵、祁荣禄、朱振

芳、姚士选、高光宇等同志。

合校后，为了便于领导，学校仍将门诊部设在二院，前楼为门诊、后楼为病房，每天用

救护车将需住院的内、外科患者分别送往一、三院。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

眼科、耳鼻喉科、皮花科、口腔科等临床科室和放射线、化验、理疗、药房等非临床科室及急

诊室、门诊部办公室等。各临床科室医护人员按期轮换，非临床科室人员则与二院工作人

员合并。医药教研器材，二院与门诊统一配备保管和使用。

9月南京第五军医大学妇产科阴毓章、阴孟兰、李守柔、徐惠中、刘坚、邓杓等同志来

院工作。

12月4—7日，学校召开了临床学院工作会议，对医疗工作进行整顿，在会上对资产

阶级的医疗作风进行了批判，对今后如何贯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

了研讨。会后，我院于12月11日召开了全院大会，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部署了我院贯彻

学校会议精神的具体意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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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1955年上半年在职干部继续学习贯彻执行共同条令计划”和“1955年至

1956年第一学期在职军官、军士和兵军事学习计划”的要求，我院在全体军人中建立了

班、排、连组织、进行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的学习，并开展对原子武器，化学武器

的防护知识教育。

8月1日，进行保密大检查“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运动开始，到1956年6月运动基

本结束。

1956年3月，学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

精神，会议总结了本校知识分子工作情况，并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生活照顾和充分发挥

他们的作用等问题作了研究，订出了具体措施。会议之后，许殿乙、刘多三、张行等一批高

级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院的孙国范、侯君毅、卜国铉、赵毓文、聂俊秀、谢英

勇、张崇德、陈洞、孙丹枫、张斌、朱剪明、王世田、王仲初、顾锡荣、牛连芳等一批薪金制的

知识分子参军。

6月学校召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我院出席大会的积极分子有：卜国铉、

于淑芬、刘素金、阴毓章、侯君毅、许亚辉、殷孟兰、高静一、黄观祥、李擎天、许瑞忱、张敬

华、张剑、冯宝英、焦树金、王仲初、卢丽萍、卢云蓉、马洪义、李青春、郑效平、胡枚青、王书

海、尹若根、刘景典、孙振斌、李春玉、赵建英、冯秀珍、马长春、高怀津、杨秉顺、杨永明。

3月，学校召开第二届临床工作会议，我院杨智全院长在会上介绍经验，会议明确了

今后在医疗工作中必须加强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消灭事故。

10月，我院眼科张文山教授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庆观礼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

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接见。

1956年，建立二楼综合手术室1640平方米。

1957年5月学校根据中央部署，开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

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首先邀请部分教授、副教授开座谈会，号召

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揭发学校存在的问题。接着，院里也以小型座谈会等方式进

行鸣放。6月14日，根据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展了反右

派斗争，9月份以后，学员停课，医院和机关基本停止工作(门诊只开半天)，直到1958年2

月医院才恢复全日门诊，收容住院病人，学员复课。

在这次整风反右斗争中，我院有一名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有lo人被错划为

中右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直到1979年才全部改正，恢复名誉。

整风运动后期，12月末和58年4月，学校组织两批共300余名干部下放农村锻炼，

其中二院有杨孚生、安启哲等20余人。

1958年3月，全校有255人“长期下放”到黑龙江和内蒙古，支援农业和边疆建设。其

中二院有祁荣禄、郭焕文、谢允谦、关汝杰等近20人。

第二节面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8—1966)

1958年6月28日校领导在全校人员大会上传达了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联合发

出的通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将第一军医大学移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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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领导。

7月11日，吉林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召开了欢迎第一军医大学移交地方大会，

省长栗又文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和全省人民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并宣布将学校命名为长

春医学院。

我院改名为长春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杨智全任院长，凌峰任副院长，张仙洲任党委

书记，齐世凯任党委副书记。从此我院开始了面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下半年，我院开展了大挖废钢铁活动。

10月，我院开展了以抢救危重病人为纲，一切为了病人和“三快”“五满意”为中心的

红旗竞赛活动。(三快即：确诊快、治疗快、解决问题快。五满意即：入院满意、治疗满意、护

理满意、生活饮食满意、出院满意)。红旗竞赛活动不仅改善了服务态度，而且还推动了技

术革新的开展，全院共创技术革新334项，如血库护士曲洪霞利用废血做标准血清，手术

室护士路焕章制成电动洗刷器，电工王义福在妇产科的协助下制做成了胎儿心音扩大器

等。

11月25日，中共长春市委在我校召开了抢救危重病人的现场会，我院在会上交流了

抢救危重病人的经验。

1959年1月，校党委召开中医中药工作会议，讨论学习中医的措施。会后全院组织医

生以上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基本上学完了中医学概论。还派出9名医生脱产系统学习中医

理论，护士以上人员普遍学习了针灸。发动群众搜集秘验单方2500余个，图书馆设立了祖

国医学阅览室，有中医中药书藉80余种140余册。全院购进针灸挂图13套，银针2000余

根，中药450余种，并能自制丸、散、膏剂30余种，增加了中药调剂员，建立了中药调剂室

和针灸室。

3月，建立了内科教研室，嵇世范任教研室副主任。

6月15 El，吉林省人民委员会通知，决定将长春医学院改名为吉林医科大学，我院更

名为吉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

7月，由阴毓章教授率领的妇幼卫生调查组，由张文山教授率领的沙眼防治小组，分

别去国营长春橡胶／k)--和农安县进行普查和开展防治工作。 ．

9月18日，学校任命：王恩维为第二临床学院副院长兼医教科科长。任命谢煜英为副

院长，裴振纪为党委副书记。

10月份，建立了外科，陈洞讲师任科主任。

1959年冬，吉林省东部山区克山病流行，11月到次年5月，学校组织200余名师生深

入到舒兰、扶松等县抢救病人800余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院有齐世凯副书记，阴毓章

教授，王化歧副教授等参加了该抢救工作。

12月，根据长春市第三届防病工作会议精神，院里决定派医生刘德铭，护士夏敏于12

月25日接替了南关区南大街九、十委的地段医疗防治工作。

1960年1月，召开我院第一次党员大会。

4月29日，我院阴毓章教授被选为先进代表出席吉林省群英会，并荣获省文教战线

先进工作者称号。

6月1日，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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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阴毓章教授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

为了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和上海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会议精神，我院决定由杨智

全院长，齐世凯副书记负责此项工作，同时成立院中心指导组。

10月、，全院举办了两期学习中医的短训班。

1961年5月30日经省委批准，齐世凯任吉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院长。

1962年3月，经校务会议批准，我院成立了院务委员会，主任齐世凯、副主任王恩维、

谢煜英。

5月，校党委向全校师生传达了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精神，

检讨了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和作法，使广大知识分子心情振奋、革命积极性高涨。

5月，成立了病案管理委员会。同时对病案和统计人员进行调整，清理了建院14年来

近4万份病历，审查与统一了全院205种医疗表格，提前在校内应用汉语拼音做姓名索

引，建立了病案工作制度与统计档案。 、

1963年2月，按上级部署，开展五反(新三反)运动。领导干部“洗澡下楼”做检查。

8月，进行了调整工资，全院职工人数635人，升级范围人数580人，升级人数250

人，升级面为41．25％。

3月5日校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全校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春节讲话精神，结合落实全

国医学教育工作会议和医院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深入开展教学改革活动。我院于10月成

立了教改办公室。

1964年春，院里抽调郭压山、张玉洁、张淑贤三名同志参加省医疗队支援河北灾区，

张淑贤同志被评为五好工作者。

6月，院党委作出了“关于贯彻保护性医疗制度和试行住院医生24小时负责制的决

定”。并确定在内科、外科和妇产科试行。

下半年，院里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12月，根据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政治机构的指示，，学校设立政

治部，各院设立政治处。12月30日，学校任命裴振纪兼任二院政治处主任。

我院于1965年6月9—12日，召开了医院工作会议，贯彻上级指示及全省医院工作

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办院方向。为了方便病人就医，门诊实行12小时和节假日

开诊制度，挂号不限额，到病人面前挂号，增设投药点和化验点，扭转了病人排队看病的局

面。另外门诊还组成了计划生育指导小组，开设了计划生育门诊。

6月7日，任命王庆字为吉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院长。

7月7日院务会决定，建立门诊手术室、门诊观察室，实行划价、交款、取药一条龙。

下半年，为了落实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精神，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学校在海

龙、东丰、抚松三县试办“亦农亦医”大队医生训练班，我院有卜国铉、陈兢等同志参加了该

项工作。

学校于3月和9月组织两批医疗队赴靖宇、通化、怀德等地，进行巡回医疗。我院有

116人参加。

1966年3月，院党委扩大会通过，决定在门诊试行小病历、中医科使用复写处方，代

替大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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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

1966年初，院党委根据上级部署，组织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扎记”的批判。5月中

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终于全面爆发。5月25日学校成立了“文化革命领

导小组”，并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研究制定了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计划，动员、发

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后逐渐转向揭露校院内的“反动学术权威”和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月11日，院党委决定派第二批医疗队到农村去。中队长兼教导员王健民，副中队长

李学中，副教导员何静姝，队员共64人。

根据校党委指示，为了成立有师生员工代表参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运动，8

月4日，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成立由13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9月中央发出“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员工代表去北京参观学习，互

相支援，交流革命经验”的通知，开始了“大串连”。我院职工也纷纷外出串连，只有少数人

坚守岗位，从事医疗工作。科研和教学全部停止。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我院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于1月23日也一举夺

了院的党政财大权。

3月，人民解放军驻长部队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支左”名义进驻我校、院。

7月，造反派以“护院”为名引来13个单位近百人，造成医院秩序混乱。

9月24日晚，我院仓库着火，烧毁了总务科的总帐，四清帐，门诊与病房1958—1967

年的收支原始单据，以及一些旧的医疗器械等，给国家财产和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

1968年6月3日，长春客车厂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了校、院的党政财

文大权。

12月初，我院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工、军宣传队的撮合下，实现了“倒旗大联合”。

12月11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吉林医科大学第二临庆学院革委会成立。

自从工、军宣传队进院，特别是革委会成立以后，彻底改变了原来医院的组织结构，大

搞“混合连队”。

在治疗方面，将有效的治疗药物和长期积累的成熟治疗措施和经验抛到一边，并狠批

“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极力推行“一根针”“一把草”和卤碱疗法，使医疗质量明显下

降，医院秩序混乱。

1969年夏，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是贯彻落实“九大”精

神和“六、二六指示”。主要讨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问题。9月全省卫

生工作会议后，学校和各院都立即成立了“六、二六”办公室，我院有105名“六、二六”战士

下放到辉南县四个公社卫生院“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1月，我院又有41名“五、七”战士，下放到延吉、农安、九台、蛟河等县插队落户。

1970年4月30日，省革委会决定，王静思同志任吉林医科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吉

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8月，长春客车厂工宣队撤出学校，由汽车厂工宣队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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