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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编写志书是承先启后的千秋大

业。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十分重视此项工作，把修地方志纳入国家
的第七个五年计划。

‘

志书是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著作，它给今人以教益，

后人以借鉴。

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用可靠的史实资料，不溢美、不掩过，如实地反映和记述建国后

广州市东山区卫生事业发展的兴替。

建国前，东山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甚为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共产党提出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

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经过全区广大

卫生工作者的努力，东山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卫技人员队伍

不断壮大，医疗卫生设备不断充实，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充分体

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三十多笋来也经过一段艰苦、迂迥
曲折的历程，才日臻完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卫生事业又得到了蓬勃发展，可以预料，今后的发展前景将更加美

好。前人创造的业绩来之不易，我们既要珍惜爱护，又要发扬光大，

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卫生志的编写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各基层领导及有关人士给予大力的支持，使本志得以顺利完成，

在此，特致以衷心的感谢。是为序。

中共广州市东山区卫生局党委书记吴仕轩

广州市东山区卫生局局长李长风

1990年8月1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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