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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县医院属县级综合医院。其前身1951年时称南阳县赊镇诊疗所，1952年改称南

阳县卫生院，位于赊镇。1953年迁入南阳市，1958年改为南阳县医院，1961年改称为南

阳县人民医院，沿用至今。在历次的变革中，医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1980年

我院被定为全国三分之一重点县医院以来，医疗技术及管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医院规

模迅速扩大。

1984年，医院总人数达280人。临床科室有。内科，外科、传染科，妇产科、儿

科、中医科，病房开放床位212张I医技科室设有t药、械、检验，放射，功能检查，理

疗，针灸、病理等。500元以上医疗器械54件。

兰十三年来，我院从一个设备简陋，医疗条件极差的诊所，发展成为如今初具规模

的县级综合医院，颇能救治一些危重病患者，其中自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本书

就是以记载这些规律和变化的过程而编写的。如果能透过本书，对后人有所借鉴，那就

是我们编写的最大愿望了．

南阳县人民医院院史编写组

1 9 8 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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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1951年12月，南阳县赊镇医疗所成立．

1952年2月，医疗所设置西药房。

1952年7月，南阳专署讹准赊镇医疗所改为“南阳县卫生院”。并接管南阳市民权

街门诊部为卫生院“第一门诊部”。

1953年8月，南阳县政府决定，将卫生院由赊镇迁入南阳市留余桥。除保持原设科

室(内科、病房、眼科诊室)不变外，又成立外科病房(八张病床)、传染科病区(五

张病床)。

1953年8月，设立化验室、注射室、外科换药室，中药房、中医诊室。

1953年8月，我县马留营一急腹症患者来医院住院，当时因诊断不清，病人疼痛难

忍，用破玻璃片往自己的腹部深划，不到两小时，病人死亡。

1951年8月，卫生院在市新华路买房26间，作“第二门诊部”。

1954年12月，卫生院第一门诊部停诊，迁入第二门诊部。

1954年12月，首例肢体断离术获得成功。

1954年12月8日，据根中央卫生部、省卫生厅文件精神，由南阳县政府抽调县政府

科长李淑辉、卫生科长江毅然、县政府干部尚英华和从卫生院抽出11人，组成了“卫生

院整顿小组”，对卫生院进行了全面整顿，为期45天。

1954年10月，卫生院组织卫生宣传队，到本县的安皋、石桥等5区，15个乡宣传卫

生知识。方式有。挂图展览、幻灯放映等。

1955年6月，设立县直公疗门诊部为“第一门诊部”。

1955筇-12月，眼科门诊因眼科医士翟文兰调走而停诊。

1356年8月。增设中医病床十张。

1956年9月，改建手术室两间，10月底竣工，11月使用。

1956年12月，查清财务会计赵书仁贪污公款三千余元，被开除公职，离开医院．

1957年5月，开展“整风运动”，划“右派”三人。

1957年6月，护理人员开展“百日无事故”竞赛活动。

1957年8月，购置万能手术床一台，四头无影灯一个．

1958年2月，开展“拔自旗”运动。2入被清除。

1958年6月28日。县政府批准成立南阳县医院。

1958年 ，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开展大跃进。

1959年2月．医院自种中药生地，瓜萎等18种。

1959年8月，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

1959年8月．医院派三批人员去五朵山采中药．如谷精草、防风，青木香、土黄连

—-一1·-一



等56种计1，550斤。

1959年lO月，支援县人民药房(县医药公司前身)5，000元，支援县药厂(现南阳

市化学制药厂)10，000元。支援人员4人。

1960年3月，全部用诤脉输液代替原来部分的皮下输液方法。

1960年4月，院部新建手术室3间，10月使用。

1960年6月，随着县、市合并，医院也与市医院合并，统称“南阳市医院。”

1961年2月，医院制订《医院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刻印成本，下发各科室执

行。

1961年5月，南阳县、市分开，我院与市医院也随之分开，改称为“南阳县人民医

院”。

1961年6月，初级卫生技术人员晋中级8人，中级晋高级2人。

1961年7月，手术室配专职麻醉人员1人。

1962年3月，对68年错划“自旗”2人平反。

1962年8月，开展割指疗法，大摄治疗胃溃疡，慢性胃炎，肺气肿等慢性疾病。

1962年4月，设立妇产科门诊，同时成立病房，床位9张，婴儿床6张。

1962年7月，因医护人员下放妇产科病房关闭。

1962年11月，设立五官科门诊。

1963年3月，医院在第一门诊部设立“计划生育指导站”。

1963年8月，医院有74人调资，占总人数白}J76．2％。

1964年6月，成立放射科，安装150毫安X光机一部。

1964年10月，来我院学习的一名护理员，肌注时将针头折入病人臀部，后到省医院

才取出。

1965年8月，河南省卫生厅在我县召开“中医带徒经验交流现场会”，会上我院介

绍了经验。

1965年3月，在市建设东路新建“南阳县人民医院”，十二月竣工。

1965年4月，开展病员之家活动，实行温暖三步骤。

1965年5月，做首例心包穿刺取得成功。

1965年2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历时8个月。

1966年1月，建设路新址三层门诊楼开诊，第一门诊部停诊迁搬到建设路新址。

1966年8月，医院全部由留余桥搬到建设路新址。搬到新址后关闭中医病房。成立

外科诊室、生化室、血库，急诊室。制剂室开始制作大输液．

1966年5月，购回南京产救护车一部并使用。

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1967年1月，病案室关闭。

1968年2月，第二门诊部停诊。

1968年2月，医院与县卫生局、防疫站、保健所、医药公司、卫生协会诊所合并。

成立“南阳县人民防治院”．

1968年8月。设立中医外科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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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防治院举办“抗大学习班”参加60人，时间56夭。

1968年10月，防治院进驻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

1968年10月，设立小儿科诊室。

1969年11月，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撤离医院。

1970年1月，县革委决定，县防治院精简下放人员，有99人下到汉冢、潦河、石桥

等中心医院和边远公社卫生院。

1970年5月，月初，县革委决定留在防治院的人员和器械搬迁到潦河和卫生院合

并。月底，又决定迁回南阳市，迂回后改称为“南阳县野战所”。

1970年1月，因人员下放，中医外科诊室、生化、血库停诊。

1971年4月，恢复生化、血库工作。

1971年8月27日，县革委通知l“‘改野战所’为南阳县医院革委会与南阳县卫生

局等5个单位分开”．

1972年8月，设立理疗宣两间。

1973年8月。设立骨科诊室、心电图，超声波、基础代谢检查室．

1974年8月，兴建三层病房楼一栋，共120间，历时10个月，于本年12月竣工。

1975年4月，使用新建病房楼。

1976年8月，设立细菌室并开展工作．

1976年6月，接收河北省唐山地震伤员71名，其中危重病员5各，重伤员24名，轻

伤员42名，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措施。无一例残废，于77年2月全部出院。

1977年4月，购置救护车一部。

1977年6月，医院派王应遵参加省赴藏医疗队，去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78年6月

15日结束回院．

1977年10月，115人调资，占总人数的74％。

1978年8月，恢复“南阳县人民医院”之称。

1978年8月。对本院错划的三名“右派”平反。

1979年8月，成立妇产科病房，设病床23张。

1979年4月，恢复病案统计室。

1979年5月，建筑放射科楼一栋，11月竣工，12月使用。

1979年7月，组建医院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979年10月，调资89人，占院总人数的51％。

1980年2月，我院被省卫生厅定为“河南省三分之一重点县医院”。医院按重点县

医院标准进行认真整顿和建设，省卫生厅给我院拨款20万元。

1980年8月，设副总护士长一名负责全院护理工作。

1980年4月，建筑30间的职工宿舍楼一栋，供主治医师，部分院领导，单身职工

住。

19eO年8月，根据省卫生厅的意见，开始建筑155间的三层门诊大楼。

1980年7月，病人食堂和职工食堂合并。

1980年7月，建锅炉房2间．安装使用“卧式1吨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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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开展以食道癌手术治疗为主的胸外科术。

1981年9月，医院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参加代表25人，选举常务代表7人，每

届任期2年，会议中研究并制订了“医院管理的若干要事实行草案”等。

1981年8月，新建门诊大楼竣工，10月正式使用。

1981年10月，190人调资，占总人数的75％。

1981年11月，主治医师晋副主任医师1人，西药师晋副主任药师1人，11名医师晋

主治医师，一名医师晋放射主治医师，中级晋高级20人，初级晋中级34人。

1981年10月，新建9大间食堂，12月底竣工。

1982年2月，新建食堂开始使用。

1982年8月，根据上级卫生部门和医院管理的要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

责制，成立医院办公室和党支部办公室。同时分设财务科、总务科、药械科。

1982年8月，成立小儿科病房，设置24张病床，内三科病房(老干部病房)，设置

病床38张(其中有．扫医病床8张)。

1982年3月，在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每逢星期天，我院组织名老中医及

西医20余人上街宣传，设立“卫生科普宣传站”，义务给群众诊治疾病。

1982年4月，选三名护士参加“南阳地区优秀护士授奖及表彰大会”大会颁发了

“优秀护士证书”及奖品。

1982年4月，妇产科利用雷夫诺尔羊膜腔注射作中、晚期引产350例无事故，获南

阳地区科技三等奖。

1982年5月，西医内科主治医师吴清兰参加“中国援助赞比亚医疗队”，到赞比亚

共和国芦安西亚·汤姆森医院工作，为期两年。

1982年7月，购置并用西南产400毫安双床双球管x光机一部。

1983年6月，把原来的急诊室扩建为急诊科。

1983年9月，全国妇联会授予护士陈映南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1983年10月，南阳人民政府决定，九月份全县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我院作引产手术

3600例无事故。政府奖锦旗一面。

1984年8月，新建职工宿舍楼一栋，总建筑面积为1，400平方米，大小单元24套，

8月竣工。

1984年8月，成立医疗器械修理室。

1984年5月，在第三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南阳县委、县政府授予我院“文明单

位”玻璃匾一幅，南阳地区“五、四、三”办公室授予我院“文明医院”玻璃匾和证书。

1984年5月，设立家庭病床科。

1984年8月，内科主治医师吴清兰，完成“援助赞比亚国”的任务，顺利回国。

1981年8月，门诊部建立皮肤科，并购置了。冷浸式冷刀治疗器”正式开始诊治业

务。

1981年9月，购进脑电图机一台。

1984年11月，南阳县直机关开始整党，我院62名党员将分两批集中学习，每批8周

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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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4，急诊科搬迂原门诊部一楼，由过去的单一内科扩大为内、儿、五官、

外科的综合急诊科。

1984年1171，病房新制作病员隔离衣239件．

1984年12月，我院在改革过程中，实行了两级招聘制，首先通过群众选举，院领导

招聘各科干部38人，然后由各科室招聘本科工作人员，应聘期半年。

1984年12月，我院于1983年2月派出学习口腔科人员巳回院，正式开展口腔疾病的

治疗业务．
‘

1984年12月，我院安装了100门的电话总机，现正式使用27门。

1984年12月，因我院改革工作成绩突出，地区卫生局发给奖状一个．

第二章历史沿革

第，节民国时期县立医院概况

公元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5月，成立“南阳县卫生院”，旧址在中山路小关爷

庙(现在南阳市解放路门牌151号，南阳市运输公司所在地)．只能诊治一般疾病，并

负责戒烟肃毒。

当时仅有房含十六间，医疗器械只有听诊器，注射器和外科手术刀、掇子而已。据

民国三十五年度(公元1946年)5月份《卫生部门工作报告》记载，仅接收患者701名，

其中急诊6名、初诊407名，复诊288名。

在此期间，张自新，王恩波，刘少宽先后任院长职务。工作人员24名，其中医师5

名，护士8名，助产士2名，药剂士、卫生稽查员各一名，其他人员12名。

1948年南阳解放。旧县卫生院自行结束。

第二节医院前身的追溯及演变

1925年赊旗镇天主堂意大利人安西满与中国的六个神父，在堂内开办了一个诊疗

所，这就是南阳县的第一个西医医疗机构。1950年，意大利神父贾传贤负责堂内的诊疗

所，覆文兰，贾阿娜两位修女为医生，另有一名护士。诊疗所以眼科为主，治疗～般眼

病或作一些简单的眼科手术，医生既看病又取药，不开处方，并边诊疗边传教。(见附

录一)。

1951年，河南省南阳行政区专员公署根据中央“关于处理接管美国津贴的救济社目1

及救济机关实行办法”及省府对南阳接管外津救济事业的具体精神，做了重要指示(见

附录二)和紧急通知(见附录三)．将南阳县赊镇天主堂医疗所，孤残院由南阳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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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同年12月，南阳县人民政府决定没收天主产诊疗所。指派赊镇政府政委韩

化文，文教助理张顺兴及县政府徐文和，西医师杜景先，根据上级指示，接管天主堂诊

疗所的全部药品和少量眼科器械，价值120元，当时币s 120，000万元。

南阳县政府接管赊镇天主堂诊疗所后，于1951年12月成立了南阳县赊镇医疗所．县

政府，民政局拨款400元，(当时币400万元)并派贾宝太，尹松年负责诊疗所工作。

杜景先为西医内科医师，吸收原天主世诊疗所的翟文兰为眼科医士，8个月后，又在当

地吸收姚齐家为司药员。日诊量70人次，月均收入300元(当时币300万元)。1952年7

月，南阳县人民政府通知(见附录四)，在原赊镇医疗所的基础上，成立南阳县卫生

院。

第三节医院各时期的调整和改称

一，南阳县卫生院

1952年7月，经河南省卫生厅批准，南阳县人民政府通知(见附录四)，南阳县赊

镇医疗所改为南阳县卫生院。卫生院成立后，县财政拨款1．000元，(当时币1，000万

元，省卫生厅拨款10，000元，(当时币1亿元)，并配德麓产蔡氏显微镜一台，在此期

间院设8个股：医疗股一负责全院的医护工作，刘绍唐任股长l防疫股一负责全县的预防

接种，传染病的防治和环境卫生管理检查工作，高迸安任股长，总务股一负责全院的总

务及会计工作，贾保太任股长。

二、南阳县医院

1956年12月29日，南阳县卫生院向上级申请(见附录五)，为了满足群众保健、疾

病的防治需要，要求将卫生院分为南阳县医院和南阳县防疫站，1958年6月28日，南阳

县政府批准了这一申请(见附录六)，成立矗南阳县医院”。建院后，设医院办公室，

人事股、医疗股、财务股。

1960年6月16日南阳县与南阳市合并，医院也相应合并，改名为“南闭市医院”。

1961年7月26日县市分开，医院也随肴分开，改称为“南阳县人民医院”。

1968年5月27日，南阳县革蚕通知，南阳县人民暖院改为“南阳县医院革命委员

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委员7名。

南阳县防治院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南阳具医院革命委员会与南阳县卫枣局、县防疫站、县保健所、县医

药公司、县卫协会诊昕合并，实现“文革”i结合，改名为“南阳县人民防治院革命委

员会”。1970年1月，县革委决定，县人民防治院精简人员。这次精简下放99人，其中

66人分刖到汉冢、潦河、石桥三个中心公社卫生院。33人被分到其它卫生院。本院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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