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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县卫生局编印



刖 舀

中国古来就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编纂专业志为前世未

有之举．《新野县卫生志》问世与省、地、卫生志编辑室、县志总

编室和县局领导重视支持是分不开的。

本志共分十一篇四十六章，比较真实地反映新野县从鸦片战争

(1840年)到1985年底医疗卫生工作发展的金过程，详细记述了卫生

行政机构、医疗卫生专业的发展以及疾病防治、卫生保健、妇幼卫

生、医学教育、医林人物和大事记等内容。内容之广，堪称卫生百

科全书．本着详今略古和唯实的原则，突出资料性、科学性和地方

性为特点，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过程

编纂本志的目的，在于积累和保存卫生历史资料；记述劳动人

民对疾病和不卫生习质做斗争的历史事实；记述县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经历，使卫生事业的发展“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为进一步发

展县医疗卫生事业，提供准确的历史依据； 以求防病治病之规律，

起到存史资治的作用。本志记述方法采用分门别类横排竖写，以志、

文、图、表和照片相结合的形式，图文并茂。

由于我们编者才疏学浅和水平所限，加之档案资料散失残缺，

谬误难免，请诸君不吝赐教。．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新野县卫生志》共分十一篇，四十六章，上限时间重述

以鸦片战争以后(公元1 8 4 0年)，有个别章节溯至东汉光武年

间；下限时间止于1 9 8 5年岁末。

二，本志纪年以国号纪年标示，括号内附以公元纪年，建国后，

统用公元纪年．

三，本志以语体文纪述，力求追溯历史有据，记述现状唯实．

以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有机结合。

四，志中所涉及到地名，机构名称一律采用当时名称．

五，资料来源：

l、查阅摘抄建国前历史资料·如《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

《清乾隆新野县志》和《民国时期新野县志》等．

2，中央、省、地及县下发的卫生文件及有关内容．

3、卫生科(局)和其它医疗卫生机构历年的简报，报告、总

结、统计报表及其它文书档案。

4、医务界老前辈回忆录和采访有关知情人员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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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年建的东关向阳路夜景。

新建的书院路大街。



1 9 8 5年，河南省委宣传部长侯志英参

县医院病区时，为医院题词留念。

县委、县政府和卫生局领导

到氟病区施庵乡看望患者。



鄂、皖五省疟疾联防中被评为先进集体。

1984年，州南省卫生厅授于
新野县卫生防疫站为卫生防
疫先进集体。

l 9 8 3年，国家卫
．．

1 9 8 5年，河南省委地方病领
生部授于新野县卫生局为 导小组墼于中共新野县委地方病领导
全国卫生先进集体称号。 小组为降氟改水先进单位。



1 9 8 4年，新野县人民医院被卫生部，河

南省卫生厅和南阳地区卫生局授于文明医院称

号，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



新野县卫生局办公楼。

新野县中医院门诊大楼。 新野县人民医院门诊大楼。



新野县公疗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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