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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院志

前 当网 舌

“逢盛世庆建院六十年华诞，修院志利在当代惠及未来”o

六十年，时光飞度，岁月如梭。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磨炼，几代人的励精图治，终于以矫健的身躯屹立于强

院之林。现已发展为临沂市北部的医疗护理中心、急诊抢救中心和科研教学

中心，同时也是沂蒙山区腹地医疗规模最大，科室设置最全，医疗技术最高，医

疗设备最新，医疗人才最为集中的三级综合性医院。

厚重的历史积淀，已形成“注重学习，超越自我，真诚服务，打造品牌，规范

管理，憧憬未来”的医院精神；“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医院永恒

的主题；“以人为本，无私奉献”是医院执着的追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医

院南征北战，驰骋于泰沂山区，辗转于黄河两岸，抢救伤员，服务百姓，以卓著

成绩铸就了不朽的丰碑。援坦、援疆、援藏、抗震、抗洪、救灾，巡回医疗，上山

下乡，医疗帮扶，开展义诊，有无数的感人业绩，都镌刻在这片光荣的沂蒙热土

上。

今天，医院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非凡的胆略，磅礴的气势，与时俱进，继

往开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医院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步入了高速发展

的快车道，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能够我

们做的，决不让病人来做，真诚为健康服务”的服务理念，积极深化改革，科学

管理，大胆探索，精心经营，勇于开拓，走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使医院上下群情振奋，士气高昂，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创造着医院幸福的今

天和美好的明天o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心潮澎湃逐浪高o”在庆祝建院六十周年之

际，医院党委决定编纂《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院志》。为此成立了院志编纂委

／了
，



2 前言

员会，设置了院志编写办公室，组织了院志编写人员。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

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尊

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尽最大努力地广征博采，以文字、照片等形式，翔实

地记载了医院各个时期的发展历程。在编写期间，曾先后得到了各有关科室

及许多老同志、老专家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在此深表感谢。但由于建院年

代久远，须考察的材料浩繁庞杂，而可引证的资料相对匮乏，故给有些事件或

人物的寻觅、考证造成了很大困难。加之时间仓促，编写人员水平有限，不足、

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前辈、同仁不吝赐教，并给予谅解。

编 者

200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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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值医院诞辰六十周年之际，在新老中心医院人的共同努力下，《临沂市沂

水中心医院院志》终于编纂成集。本次编纂院志是我院第一次对医院历史进

行系统回顾，得到了全院职工的热烈响应，许多同志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这是广大职工热爱和关心医院的最直接体现，也是献给建院六十周年最隆重

的贺礼。

我院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走过六十年的风雨历程。经过几代中心医

院人呕心沥血，共同奋斗，沂水中心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成为沂

蒙山腹地的医疗、急诊、救护和科研教学中心。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六十年的

拼搏奋斗，一代代中心医院人以自己不竭的智慧和火热的激情在这一方山水

之间，创造了生命与健康的奇迹。在这个艰辛的创业历程中，在与沂蒙老区一

路同行的年月里，沂水中心医院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院文化和服务理念。

我们编撰院志就是要把医院几十年的文化积淀和优良传统及无私奉献精神，

一代代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

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我们医院就靠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简陋的医疗设施，

紧随中国革命的步伐，转战泰沂山区。艰苦的革命环境和极其有限的医疗条

件铸就了中心医院人积极创造、迎难而上的优秀品格；长期扎根农村与老区人

民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心医院朴实的品质、优良的作风；战争时期的经历造就了

中心医院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而正是这些优秀的思想和作风相互融

合，相互渗透，丰富了沂水中心医院文化的内涵，不管医院怎样发展，这些优良

品质和风格永远是医院宝贵的历史财富。

穿越硝烟战火的隧道，历经时代发展的变迁，沂水中心医院艰苦创业、开

拓进取。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急救、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地市
级三级综合性医院，并成为首批“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和基础设施配套、

医疗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服务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医院。医院现占地面积

228．25亩，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医院开放总床位1000余张，35个临床科

室，23个医技科室，27个病区单元，年门诊量30余万人次，年住院病人3万人

次，拥有核磁共振、多层螺旋CT、ECT、大型C臂、直线加速器、数字胃肠机、血

》午



2 序

液净化、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碎石机等大型先进医疗设备320余台套。

新时期，我们医院坚持科技兴院，实施人才战略，先后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668项。心、脑血管病的救治、介入治疗术、腔镜技术、同位素32P治疗脑胶质

瘤、复杂型颅脑外伤治疗、体外循环、各种心内直视手术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科研工作不断进步，近年完成课题130项，并分别获省、市科技进步奖。获国

家专利13项。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94篇，其中中华级44篇，编

辑出版医学专著41部；参加国家级学术交流766人次。

在新一届党委的领导下，医院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断

丰富和发展，院党委根据医院发展实际适时提出了“能够我们做的，决不让病

人来做，真诚为健康服务”的服务理念和“注重学习，超越自我；真诚服务，打

造品牌；规范管理，幢憬未来”的医院文化建设二十四字方针。并确定了院徽、

院歌。

医院的成长、发展和壮大，以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

在上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沂蒙老区人民群众

的大力支持下，在历届领导和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长期奋斗的结果。《院

志》作为医院前进中的里程碑，凝聚着党和人民的期望，凝聚着医院几代人的

心血，是医院艰苦创业的光辉写照。

历史跨入21世纪，医院发展驶入快车道，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的影像

病房楼已经正式启用，统一规划的肿瘤治疗中心正在建设当中，医院诊疗环境

不断改善，医院宏伟的蓝图正逐步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携起手来，齐心一

致，同心同德，继往开来，奋力开拓，推动医院的更大发展，为沂蒙老区人民的

健康事业和医院的繁荣昌盛再创辉煌。

却磅瘩
2005年11月16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医院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概 述

1945年2月，鲁中联办在莱芜县城西关组建莱芜县医院，院长由鲁中联

办卫生科科长李太民兼任。全院职工不足20人，散居乡间民房，不分科室，仅

有少量的药品和简单的医疗器械。

1946年医院先后转移到莱芜县的张家庄、城子坡等地o

1947年5月，莱芜县医院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十四医院三大队五中

队”，由十四医院领导，所需物资由部队供给。同年6月，奉命护送伤病员100

余名，北渡黄河至乐陵县前刘家村，同时整编为“第十四医院一大队三中队”，

柳建唐任中队长，主要负担部队伤病员的医疗和康复工作，可收治伤员70多

人。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第十四医院三大队六中队指导员安寿亭调三中

队任指导员。

1948年5月，三中队自黄河北返回鲁中南，驻莱芜县里辛村。同年秋，三

中队改建为鲁中南区第二医院，隶属沂蒙二地委领导，院长由原华东野战军第

十四医院一大队副队长奚华甫担任，指导员由原三中队指导员安寿亭担任，地

址在蒙阴县西彭吴村，后迁至新泰县沈家庄，沂水县中峪村，蒙阴县北楼村o

1949年，全院有职工87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4人(医生4人，医助3人，护

士33人，司药1人，调剂员2人，化验员1人，行政后勤人员43人。有床位

100张。科室设置，行政(包括党、政)设办公室、党支部、总务管理股。业务科

室有内科、外科、门诊室、手术室、治疗室、药房及一个护士班、一个看护班。医

疗设备有一台显微镜和一个普通手术包，其他医疗器械均属手工自制o

1950年6月，鲁中南区第二医院与第五医院(原址枣庄峄县)合并，医院

改称“沂水专区中心卫生院”，院址从蒙阴县北楼村迁至沂水县城北田庄村、

贺家庄村、大石良村、小石良村和西朱家庄村一带。医院有职工107人，由于

沂水专区卫生科尚未成立，沂水专区中心卫生院除担负本地的医疗、防疫、妇

幼保健工作外，还承担沂水、蒙阴、蒙山、沂源、沂南、莒县、莒沂、莒南、日照9

个县的医疗、卫生防疫、药械购置、财务开支、人事任免等行政领导职能。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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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沂水中心卫生院改名为“沂水专区人民医院”，由奚华甫担任院

长、安寿亭担任指导员。

1952年12月，山东省政府拨18亿北海币，在沂水城北关(现医院地址)

征地76亩，建平房8000多平方米。设床位100张，职工增至120人，其中卫

生技术人员60人，行政后勤人员60人。

1953年8月13日，沂水专区撤销，合并为临沂专区，院名改称“临沂专区

第二人民医院”。科室设置：院部下设医政股、保健股、防疫股和后勤股。业务

科室在原有科室基础上，又增设妇产科(1950年设立)、放射科、供应室、住院

处。医疗设备也添置一台德国产西门子200毫安x线机。

1956年，医院占地面积76亩，建筑面积7993平方米，床位126张，职工

105人，其中卫生技术84人(医师10人、医士19人、护士32人、护理员12人、

其他卫生人员11人)，行政管理人员17人，工勤人员4人，增设小儿科、检验

科、药剂科。 ·

1960年1月，院名改称“临沂地区沂水中心医院”o

1965年，医院总建筑面积增至9740平方米，编制床位200张，全院有职工

224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60人(主治、主管级2人、师级27人、士级131

人)，行政后勤人员64人。行政增设护理部、门诊部(原门诊室撤销)、工会委

员会、共青团总支委员会。业务科室增设中医科、小儿科、耳鼻喉科、眼科、口

腔科、皮肤科、保健科、针灸室、理疗室、心电图室、中药房。购置的大型医疗设

备有万能手术床、万能产床、200MA X光机、高压消毒柜、分析天平、电冰箱、

干燥箱等17台件。

1969年12月，医院成立革命委员会。

1970年2月，成立中共沂水中心医院核心领导小组。

1971年4月9日，正式成立“中共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委员会”，原“中共

沂水中心医院核心领导小组”撤销。

1976年，医院总建筑面积19848平方米，设床位375张，职工336人，其中

卫生技术人员181人(主治、主管级14人、医师级60人、医士级107人)，行政

后勤人员155人(其中包括卫生员62人)。增设传染科。购置大型精密医疗

器械有：膀胱镜、光电比色机、心电图机、高频电刀等23台件。

1986年，医院占地103亩，总建筑面积为31802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

18080平方米，生活用房13722平方米，职工552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389
人：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主管级37人，师级132人，士级216人，工程技术2

人；行政后勤人员163人(其中包括卫生员60人)o床位520张(其中：内科

94张，外科122张，神经外科37张，小儿科80张，传染科42张，中医科3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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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科37张，妇产科75张)。行政职能科室8个，业务科室31人，党群机构4

个。

管理机构设有党委会、纪委、工会、团委、办公室、医务科、护理部、人事科、

保卫科、总务科、财务科、门诊部。临床科室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中

医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传染科、急诊科、手术室、麻醉科、保健科、家庭

病床科。医技科室有检验科、放射科、药剂科、特检科、供应室、医疗器械科。

医院购置的大型医疗器械有：500毫安x光机1台(带影像电视系统一

套)，El本产“B”型超声诊断仪1台，Et本产ALQK_280型多功能“B’，超1
台，日本产纤维胃镜、纤维膀胱镜、冷光源小儿支气管镜各1台，16导脑电图

机l台，玻璃体切除器1台，裂隙灯1架，视野计综合治疗台、电动牙科椅、心

向量机、脑血流图机、心脏监护仪、体外反搏仪、心电除颤器、卧式多功能心供

量机、高频喷射呼吸机各1台，显微手术器械l套，尿液分析仪1台，分光光度

仪1台，电碎石仪1台，日本产双人双目手术显微镜1架，火焰光度计、分光光

度计、电子血球计算器各1台，冷冻病理切片机1台，大液体生产流水线1套，

共53台件。其中万元以上精密仪器有：500毫安x光机1台，200毫安x光机

3台，B超2台，8导、16导脑电图机各1台，日本产纤维胃镜2套，双人双目手

术显微镜1台，体外反搏仪1台，大液体生产流水线一套。

随着卫生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医疗市场的逐步建立，医院为适应医疗

市场竞争的要求，满足人们El益增强的医疗保健需求，及时把握住改革中的挑

战与机遇，根据党的卫生改革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调整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机

制和服务模式。医院成立了急诊科并将原有的护理单元扩展为：内一、内二、

外一、多'1--、妇产、儿科、五官、传染八个护理病区，住院病人12320人次，住院

手术2965例，业务收入3193万元。为培养专业人才，医院投资25万元选派

16名业务骨干到外地高等院校进修深造j有60人出席了全国各地举办的学

术讲座，其中，外科姜廷印同志出席了全国第二届骨折内固定学术大会华东六

省一市首届神经外科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重要论文；口腔科张朋翰同志出席

了全国第二届口腔外科学会，也发表了重要论文。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7项，

姜廷印同志主研的“脑皮层电极研制及临床应用”被列为全省卫生第三十三

项科研项目。1986年1月，医院共青团委被共青团山东省委授予“青年之家

建设先进单位”称号。3月医院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计划生育先

进集体”称号。1987年业务收入326．3万元，住院病人10140人次住院，住院

手术6738人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3项，其中，内科新开展了“体外反搏术”

“心脏临时起搏术”“心脏二维B超检查”和“心电图蹬车试验”。外科相继开

展了“大动脉造影术”“中远关节断肢再植术”“脑肿瘤摘除术”“同种异体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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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术”“人体髋关节置换术”；妇产科开展了“运用显微外科输卵管再造术”

“自动按摩催产术”；／J'JL科开展了“化脑．肾病综合症”“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格林巴利白血病”的正规治疗；口腔科开展了“唇裂功能性整复”“正畸

治疗和变色牙治疗”o为加强医院的专科建设，将原来的“外一”“外二”分出

神经外科“外三”、烧伤外科“外四”、骨科“外五”，小儿科病房也分为二个独立

病房，同年，医院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试点医院”圆满地完成了389名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的聘任工作，其中高级职务26人，中级职务83人，初级职务

280人，为提高医院的医疗诊断水平，先后购置了“多功能B型超声诊断仪”

“十道脑电图机”“体外反搏机”，投资35万元新建二栋1760平方米职工宿舍

楼。

1988年医院根据上级要求，分别在内科、外科、妇产科、tJ,JL科、传染科、

中医科、口腔科、眼科设立了专家门诊。为满足病人的就诊需求，医院建立了

神经内科，设床位30张，医师5人，护理人员11人，郝培来首任科主任，届时

该科成为我市最早的神经内科专业科室；妇产科也同时分为妇科、产科两个病

区。全院床位经临沂市卫生局核定为520张，较前增加了120张，新购300毫

安X光机一台，新建制剂楼正式投入使用。

1989年业务收入875万元，住院病人14951人次，发表论文89篇，其中国

家级18篇，省级34篇，开展膀胱液电碎石术、病毒唑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喉部

体层造影等47项新技术。同年7月投资30多万元兴建一座高压氧室，经中

国高压氧医学委员、山东省高压氧医学会、中国人民解放军401医院、海军潜

艇学院等领导专家鉴定，认定合格，于1990年元月一日正式开诊，每次可容纳

12人，随后医院建立了全市第一个高压氧科，新建1770平方米职工宿舍楼和

1770平方米的主任医师楼竣工。

1990年全年收入911万元，住院病人13873人次，急诊病人13602人次，

住院手术5728人次，做计划生育四种手术3510人次，院内派出学习进修人员

13人次，参加地级以上学术会124人次，发表省级以上论文25篇，其中国家级

5篇、省级20篇，开展科研项目27项，其中口腔科张朋翰主研的“上唇高度常

数的探讨”获地区三等奖。外科姜廷印主研的“放射性32P治疗脑胶质瘤及恶

性肿瘤”被省卫生厅列为90年度第11项科研课题。为鼓励开展新技术，医院

决定给副主任医师每人发放最低为2000元的科研经费。对集体开展的科研

项目由医院审批拨发科研经费，对获地区级以上科研成果奖的，医院给予奖

励。同时投资60万元购置新仪器新设备，其中万元以上5台件，基本建设投

资87万元，建职工宿舍楼二栋。

1991年业务收入1029．9万元，住院病人1．6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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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住院手术6318人次，其中外科1917例、妇产科542例、眼科425例、妇

产科接生3434人次，做计划生育手术5911例，新开展了“肾穿刺检查”“心导

管检查”“人工晶体植入术”“血气分析”等54项新技术。投资90万元购置新

设备，其中万元以上7台件。同年眼科从五官科分离后独自建科，原五官科病

房也分为眼科、耳鼻喉口腔二个病区o 1991年12月新建内科楼部分病区投

入使用，原内一科、内二科分为两个病区；内十二区成为呼吸内科、肾内科；内

科十四区成为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内十五区成为血液内科、消化内科；iJ、JI,

科由原来的二个病房合并为一个病区o 1991年6月28日，沂水县于沟乡遭受

龙卷风和暴雨的袭击，倒房71间，死亡5人、伤96人，灾情发生后，医院随即

组织二批(第一批5人、第二批16人)救护队迅速赶赴灾区第一线组织现场救

护。院内同志闻讯后，有600多名干部职工自觉地组成了抢救、献血、保卫、后

勤保障等小分队，主动开展抢救工作o 6月29日，宋法堂副省长在沂水县副

县长李宝智、薛子白等领导陪同下看望了伤员。7月3日青岛市慰问团来院

慰问住院的灾区伤员；7月29日省人大副主任肖寒、地区人大主任刘兴武等

领导来院看望了受灾伤员。灾后为防止疫情发生，我院又组织了35人的卫生

巡回医疗队在副院长王启松同志的带领下，先后赶到沂水县的于沟、崔家峪、

夏蔚等六个乡镇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上门，义务为群众查体3049人次，义务

送药20000元，全院为灾区捐款50370元，其中个人捐款12305元，集体捐款

38065元，并组织医学专家开展三天门诊义诊，将所有收入全部捐献给灾区。

该年，我院被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全国防洪救灾先进集体”o

1992年业务收入1277万元，急诊病人7106人次，住院手术7842例，做计

划生育四种手术2555人次，收住病人14248人次，发表省级以上论文41篇，

其中国家级7篇、省级34篇。撰写专著4部，新技术新项目开展有“遥控心电

监护仪”的临床应用、“经筛蝶人路显微垂体瘤切除术”“低温下体外循环心内

直视手术”灌注及护理配合等49项；投资430万元购进CT彩色颈颅多普勒，

心电监护仪、肌电图、半自动生化分析仪等新仪器96台件，为加强医院分级管

理工作，医院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对分级管理工作做了具体分工要求，为满足

社会不同层次的医疗保健需求，医院设立了保健病区，并建立了感染管理科，

骨科也与颅脑外科分离j成为独立科室。同年，姜廷印同志荣获“临沂地区优

秀知识分子”称号o

1992年元月3日，投资310万元、建筑面积为8030平方米的新内科病房

楼竣工。内部设施配置齐全，各科室相继搬入新病房，新设干部保健病房，呼

吸、肾内科搬入十二病区，神经内科搬入十三病区，心内、内分泌搬入十四病

区，血液、消化内科搬入十五病区，中医科搬入十六病区，儿科搬入十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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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眼科搬入八病区，口腔、耳鼻喉科搬入九病区。内科病房楼于一九九二

年元月五日举行竣工启用典礼，前来参加典礼仪式的有山东省副省长张瑞凤、

临沂专署张怀三副专员、省民政厅张建军厅长、地区卫生局局长张万连及沂

水、沂南、莒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和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剪彩仪式。

三月中旬，相继向沂水的崔家峪、沂南的马牧池、莒县的洛河乡派出了由内、

外、妇、儿、神经、麻醉、护理等专业人员组成的精干医疗队。五月七日我院胸

外科、麻醉科、手术室在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专家指导下，成功地开展了第

一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

1993年5月17日至22日我院自行开展了低温体外循环心内手术6例，

其中为一例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闭锁不全病人成功进行了二尖瓣人工瓣膜置

换术，从此标志着我院心胸外科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8月16日，

沂水县城关镇七里堡村附近一液化气站发生重大火灾，多人被烧伤，其中严重

烧伤病人9人，烧伤面积70％以上7人，90％以上的2人，Ⅲ度烧伤面积50％

的6人，事故发生后，仅十分钟就有130多名干部职工自觉赶赴病房参加抢救

工作，经过精心治疗护理，所有伤员全部治愈出院。历经无数次对危重疑难病

人的救治和多次重大事故灾情的成功抢救，医院的救护能力、救护技术、救护

设施、救护工具受到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认可，从而奠定了医院在临沂市

北部急救中心的地位和作用。12月20日，新建4754平方米的病房楼竣工启

用，传染科、检验科、病理科、血库先后迁入楼内，此楼的交付使用，标志着我院

对老病房区的改造已基本完成，原五十年代建的平房相继被内科楼、外科楼、

传染科楼、放射楼等所替代。产科、产房、普外、小儿外、心胸、肝胆外、骨一、骨

二、消化内科、血液内科、肿瘤科、保健病房、妇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

内科、耳口病房、泌尿烧伤外科、神经外科、小儿科、感染科、肾内科、内分泌科、

手术室、供应室25个病区单元全部使用标准楼房，大大改进了病人的居住条

件和医疗环境。

1994年医院贯彻执行市卫生局推行的《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细化和量

化医院社会效益、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引进了经济奖励机制。5月17 Et，院

肿瘤科建立，车成云任科主任，庄玉珍任护士长，设置床位20张，人员12名。

7月20日，《健康报》刊载了我院姜廷印主任主研的“32P治疗脑胶质瘤”的优

越性o 8月18日，中央电视台在午间新闻中报道了“32P治疗脑胶质瘤”的科

研成果。10月27日，由于临沂地区改划为临沂市，医院名称随改为“临沂市

沂水中心医院”。

1994年12月，经过省评审团的检查验收，医院达到了三级乙等医院的标

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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