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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见方志是不可缺

少的辅政之书。因而编纂具有时代气息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

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历史是现实的

一面最好镜子，一部好的志书必然是党政领导进行科学决策的正镜旁

鉴。

我国地方志虽然浩如烟海，但尚没有一部卫生史志专书；历代的

沔阳县志亦未设卫生专目。因此，今天编修卫生志，实乃开创之举。它

既展示了我市卫生事业不平坦的发展道路，也说明了卫生工作在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就全国而言，沔阳卫生事业虽只是江河一流，但数十年的艰辛业

绩深感难以尽述。新中国建立前，不少有识之士为摘掉搿东亚病夫"

的帽子，奔走呼号，建医院，办卫校，进行了顽强的拚搏和开创性的

劳动。建国后，沔阳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县卫生工作者遵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保护人民的健康，为促进经济的发

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本志只对其发展和贡献作了挂一漏万的陈

述。

全书共十篇，凡百四十余目，二十四万字。编者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指导，遵循存真求实、详今略

古的原则，力求编写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信史，

以发挥甜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在断续六个春秋中，编写者广征



博采，详察史实，辨疑正误，精心修撰，五订纲目，三易其稿。其含

辛茹苦之情状，筚路蓝缕之精神，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文章千古事”。本书的得失，读者自有体会。我想，志书中大量

详尽的史料和百余名医林人物的事迹，对于我们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

设的历程中，更好地推动卫生事业的发展，定会大有裨益。

志书付梓之际，恰逢卫生部陈敏章部长来我市视察之时。陈部长

欣然挥毫，题写书名，慰勉之情，鼓舞甚深，感概系之，聊述数言为

序。

仙桃市卫生局局长 陈定才

1 9 8 9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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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倒

凡 例

一、断限：1 840年至1 986年1 o月撤县建市时止。 “医学科研"部

分项目因时间跨度长，下限延至1 988年底止。文中“现有”、甜现任一、

“今静均指1986年。

二、各个时期均按当时沔阳的建制范围记述，但建国前有些统计

数字所指的“全县’’，只含今沔阳范围。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图表和

录穿插其间。总录附后，语体文编撰。

四、本志共十篇，条目体。篇下一般设类目、条目、子目三个层

次，少数子目下设有细目。类目居中，条目与子目居左；条目用【l

号表示，子目用黑体字表示。个别类目、条目下径设细目．

五、历史朝代用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般简称

“建国前(后)’’，日本侵略军沦陷沔阳后建立之政府，称“汪伪政

府∞o

六、地名按事发时名称记载，有变动者加注今名，以《沔阳县地

名志》为准。

七、 “建国后"、 “人物传’’、 “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及统计

表用公元纪年，其它用历史朝代纪年，加注公元年号，省略甜公元劳

及“年"字。

八、建国后统计数字的引用一般以县卫生局统计年报为准．



凡 碉

九、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各级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一般

使用简称，如“中共沔阳县委”简称“县委”， “中共支部”简称

“党支部”， “中共支部书记”简称“书记”， “人民委员会”简称

“人委会”， “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十、人物分“传、录、表”三个档次。根据“生不立传”的原

则，健在人物只入录和表。收录对象：健在人物，技术职称县内主治

医师以上(含相当职称)，县外(沔阳籍)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以

上；省(含省)以上党代会、人代会代表及先进工作者，县卫生局授予

的名老中医药人员。过世人物适当从宽。排列以生年为序，同年者以

卒年为序。未注明女者均为男性，未注明民族者均为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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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县中医医院

2．县人民医院新生儿培养箱

3．县人民医院开展显微外科

手术

4．县妇幼保健所在街头开展

儿童健康咨询

5．血吸虫病人王会玉治愈后

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灰辰钰两的中氍舀事

趣再十亿令乒一队钟谊危毒有的甬蹴

一飞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湖北视查卫生

工作时为沔阳县中医医院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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