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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创浓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利国利民的一

件大事o《台山卫生志》的出版，是我市卫生系统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实可喜可贺o

《台山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求真

务实的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观点，通

过组织力量，以1985年编写的《台山县卫生志》为基础，

继续深入挖掘，广搜史料，考证分析，汇集归纳，既全面又

系统地记载1882年至2000年一百多年台山医疗卫生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既客观又真实地反映侨乡人民和华侨

社团、华侨港澳同胞为改变台山医疗卫生落后面貌，提高

群众健康水平而奋斗的业绩。其内容包括大事记、机构沿

革、卫生队伍、卫生防疫、爱国卫生运动、医疗卫生事业、

教育和科研、华侨港澳同胞办医、工贸企业、医疗保障、医

政药政与财务管理、荣誉录、卫生方针及实施、文献选辑

等14个方面。本志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独特的

侨乡特色，而且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对于人

们研究台山近现代卫生史，推动侨乡卫生事业的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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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台山县志》、《台山年鉴》以及有关报刊、史籍，力求

翔实、简明准确。

二、本志记载的年限，除个别资料外，上限始自清光

绪八年(1882年)，下限断至2000年末。

三、本志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写法，以文字叙述

为主，照片图表相属，照片集中于卷首，附表分散于有关

章节。全志十三章，63节，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而又有重

点地记叙我市卫生事业的专志。

四、建国前与建国后的时间划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时间为界，1949年10月1日前称建国前，后称建国

后，不以台山县全境解放时间为界。

五、本志时间表达，凡公历均用阿拉伯数字纪年。建

国前，先用汉字按朝代纪年，后用阿拉伯数字注以公元纪

年，并用括号括上，如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民国五年

(1916年)；建国后一律使用公历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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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志所用名称，一般沿用当时习惯称谓，对领导

华侨港澳同胞的称呼，除引文外，一般只称职务或

七、本志的文字，一律使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颁布

化汉字o’志中所用数字除引文和照片竖排用汉字表

，一般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八、本志第七章第三、四节，是介绍香港台山商会和

山卫生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华侨、港澳人物的事迹。其

四节《华侨、港澳人物传略》所载的代表性人物，是以

山卫生事业的贡献大小为序，并配登玉照；第十一章

、二、三节，一是选载我市建国前后著名医生传略；二

绍建国后我市卫生系统出席全国会议或表彰大会的

事迹；三是简介我市卫生系统出席江门市以上各级

大会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出席本市各级表彰大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作记载。其中第一节《卫生系

物传略》所载的代表性人物，是按其姓氏笔划为序。

九、本志各章、节的机构名称可以简称，如“中国共产

山市(县)委员会”一般简称“市(县)委”、“中国共产

山市(县)卫生局委员会”一般简称“市(县)卫生局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台山市(县)委员会”一般简称“农

工党台山市(县)委会91P、61‘中国致公党台山市(县)委会”一

般简称“致公党台山市(县)委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台山市(县)卫生系统委员会”一般简称“市(县)卫生系统

团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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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凡例

概述

大事

第一

一、县立产科学校⋯⋯⋯⋯⋯⋯⋯⋯⋯⋯⋯⋯⋯⋯⋯39

二、人民医院⋯⋯⋯⋯⋯⋯⋯⋯⋯⋯⋯⋯⋯⋯⋯⋯⋯39

三、中医院⋯⋯⋯⋯⋯⋯⋯⋯⋯⋯⋯⋯⋯⋯⋯⋯⋯⋯42 、

四、卫生防疫站⋯⋯⋯⋯⋯⋯⋯⋯⋯⋯⋯⋯⋯⋯⋯⋯43

五、工人医院⋯⋯⋯⋯⋯⋯⋯⋯⋯⋯⋯⋯⋯⋯⋯⋯⋯45

六、妇幼保健院⋯⋯⋯⋯⋯⋯⋯⋯⋯⋯⋯⋯⋯⋯⋯⋯45

七、结核病防治所⋯⋯⋯⋯⋯⋯⋯⋯⋯⋯⋯⋯⋯⋯⋯46

八、皮肤病防治中心⋯⋯⋯⋯⋯⋯⋯⋯⋯⋯⋯⋯⋯⋯47

九、红岭医院⋯⋯⋯⋯⋯⋯⋯⋯⋯⋯⋯⋯⋯⋯⋯⋯⋯47

十、大衾医院⋯⋯⋯⋯⋯⋯⋯⋯⋯⋯⋯⋯⋯⋯⋯⋯⋯48

l伽／



2

十一、医药学校⋯⋯⋯⋯⋯⋯⋯⋯⋯⋯⋯⋯⋯⋯⋯⋯45

十二、药品检验所⋯⋯⋯⋯⋯⋯⋯⋯⋯⋯⋯⋯⋯⋯⋯49

十三、口腔病防治中心⋯⋯⋯⋯⋯⋯⋯⋯⋯⋯⋯⋯⋯50

十四、红十字会办公室⋯⋯⋯⋯⋯⋯⋯⋯⋯⋯⋯⋯⋯50

第三节镇卫生事业机构沿革⋯⋯⋯⋯⋯⋯⋯⋯⋯⋯⋯⋯51

一、斗山太和中心卫生院⋯⋯⋯⋯⋯⋯⋯⋯⋯⋯⋯⋯51

二、广海中心卫生院⋯⋯⋯⋯⋯⋯⋯⋯⋯⋯⋯⋯⋯⋯52

三、汶村中心卫生院⋯⋯⋯⋯⋯⋯⋯⋯⋯⋯⋯⋯⋯⋯53

四、白沙中心卫生院⋯⋯⋯⋯⋯⋯⋯⋯⋯⋯⋯⋯⋯⋯54

五、公益卫生院⋯⋯⋯⋯⋯⋯⋯⋯⋯⋯⋯⋯⋯⋯⋯⋯55

六、大江卫生院⋯⋯⋯⋯⋯⋯⋯⋯⋯⋯⋯⋯⋯⋯⋯⋯55

七、水步卫生院⋯⋯⋯⋯⋯⋯⋯⋯⋯⋯⋯⋯⋯⋯⋯⋯56

八、附城卫生院⋯⋯⋯⋯⋯⋯⋯⋯⋯⋯⋯⋯⋯⋯⋯⋯57

九、四九卫生院⋯⋯⋯⋯⋯⋯⋯⋯⋯⋯⋯⋯⋯⋯⋯⋯57

十、冲蒌卫生院⋯⋯⋯⋯⋯⋯⋯⋯⋯⋯⋯⋯⋯⋯⋯⋯58

十一、斗山医院⋯⋯⋯⋯⋯⋯⋯⋯⋯⋯⋯⋯⋯⋯⋯⋯S9

十二、都斛卫生院⋯⋯⋯⋯⋯⋯⋯⋯⋯⋯⋯⋯⋯⋯⋯59

十三、赤溪卫生院⋯⋯⋯⋯⋯⋯⋯⋯⋯⋯⋯⋯⋯⋯⋯60
． 十四、田头卫生院⋯⋯⋯⋯⋯⋯⋯⋯⋯⋯⋯⋯⋯·：⋯·60

十五、端芬卫生院⋯⋯⋯⋯⋯⋯⋯⋯⋯⋯⋯⋯⋯⋯⋯61

十六、南湾卫生院⋯⋯⋯⋯⋯⋯⋯⋯⋯⋯⋯⋯⋯⋯⋯62

十七、沙栏卫生院⋯⋯⋯⋯⋯⋯⋯⋯⋯⋯⋯⋯⋯⋯⋯62

十八、海宴卫生院⋯⋯⋯⋯⋯⋯⋯⋯⋯⋯⋯⋯⋯⋯⋯63

十九、海侨卫生院⋯⋯⋯⋯⋯⋯⋯⋯⋯⋯⋯⋯⋯⋯⋯63

二十、横山卫生院⋯⋯⋯⋯⋯⋯⋯⋯⋯⋯⋯⋯⋯⋯⋯64

二十一、三八卫生院⋯⋯⋯⋯⋯⋯⋯⋯⋯⋯⋯⋯⋯⋯64

，二十二、三合卫生院⋯⋯⋯⋯⋯⋯⋯⋯⋯⋯⋯⋯⋯·：·65

二十三、隆文卫生院⋯⋯⋯⋯⋯⋯⋯⋯⋯⋯⋯⋯⋯··65



二十四、深井卫生院⋯⋯⋯⋯⋯⋯⋯⋯⋯⋯⋯一⋯⋯66

二十五、那扶卫生院⋯⋯⋯⋯⋯⋯⋯⋯⋯⋯⋯⋯⋯⋯67

二十六、北陡卫生院⋯⋯⋯⋯⋯⋯⋯⋯⋯-⋯⋯⋯⋯··67

二十七、上川卫生院⋯⋯⋯⋯⋯⋯⋯⋯⋯⋯⋯⋯⋯⋯68

二十八、下川卫生院⋯⋯⋯⋯⋯⋯⋯⋯⋯⋯⋯⋯⋯⋯69

二十九、台城卫生院⋯⋯⋯⋯⋯⋯⋯⋯⋯⋯⋯⋯⋯⋯69

第四节市政府常设卫生机构⋯⋯⋯⋯⋯⋯⋯⋯⋯⋯⋯⋯70

一、防疫委员会⋯⋯⋯⋯⋯⋯⋯⋯⋯⋯⋯⋯⋯⋯⋯⋯70

二、除害灭病领导小组⋯⋯⋯⋯⋯⋯⋯⋯⋯⋯⋯⋯⋯70

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71

四、改水领导小组⋯⋯⋯⋯⋯⋯⋯⋯⋯⋯⋯⋯⋯⋯⋯72

第五节其他卫生机构⋯⋯⋯⋯⋯⋯⋯⋯⋯⋯⋯⋯⋯⋯⋯73

一、干部疗养院⋯⋯⋯⋯⋯⋯⋯⋯⋯⋯⋯⋯⋯⋯⋯⋯73

二、其他医疗机构⋯⋯⋯⋯⋯⋯⋯⋯⋯⋯⋯⋯⋯⋯⋯74

三、农村卫生站⋯⋯⋯⋯⋯⋯⋯⋯⋯⋯⋯⋯⋯⋯⋯⋯76

第六节中共党组织⋯⋯⋯⋯⋯⋯⋯⋯⋯⋯⋯⋯⋯⋯⋯⋯77

一、卫生局党委⋯⋯⋯⋯⋯⋯⋯⋯⋯⋯⋯⋯⋯⋯⋯⋯77

二、卫生局党委辖属党支部(总支)⋯⋯⋯⋯⋯⋯⋯⋯78

三、镇医院、卫生院党支部⋯⋯⋯⋯⋯⋯⋯⋯⋯⋯⋯⋯83

四、中共党员代表⋯⋯⋯⋯⋯⋯⋯⋯⋯⋯⋯⋯⋯⋯⋯92

第七节民主党派⋯⋯⋯⋯⋯⋯⋯⋯⋯⋯⋯⋯⋯⋯⋯⋯⋯93

一、农工党台山市委会⋯⋯⋯⋯⋯⋯⋯⋯⋯⋯⋯⋯⋯93

二、致公党台山市委会⋯⋯⋯⋯⋯⋯⋯⋯⋯⋯⋯⋯⋯94

第八节群众团体⋯⋯⋯⋯⋯⋯⋯⋯⋯⋯⋯⋯⋯⋯⋯⋯⋯95

一、工会组织⋯⋯⋯⋯⋯⋯⋯⋯⋯⋯⋯⋯⋯⋯⋯⋯⋯95

二、共青团组织⋯⋯⋯⋯⋯⋯⋯⋯⋯⋯⋯⋯⋯⋯⋯⋯97

三、妇女组织⋯⋯⋯⋯⋯⋯⋯⋯⋯⋯⋯⋯⋯⋯⋯⋯⋯100

四、卫生团体⋯⋯⋯⋯⋯⋯⋯⋯⋯⋯⋯⋯⋯⋯⋯⋯⋯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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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卫生队伍 。

第一节中医中药⋯⋯⋯．．⋯⋯⋯⋯⋯⋯⋯⋯⋯⋯⋯⋯·107

一、建国前的中医中药··¨⋯⋯⋯⋯⋯⋯⋯⋯⋯⋯⋯··107

二、建国后的中医中药·：⋯⋯⋯⋯⋯⋯⋯⋯⋯⋯⋯⋯·117

第二节西医西药⋯⋯⋯⋯．．．⋯⋯⋯⋯⋯⋯⋯⋯⋯⋯⋯119

、 一、建国前的西医西药⋯⋯⋯⋯．．⋯⋯⋯⋯⋯⋯⋯⋯·119

二、建国后的西医西药⋯⋯⋯⋯⋯⋯一⋯⋯⋯_⋯⋯123

第三节妇产科⋯⋯⋯⋯⋯⋯⋯⋯⋯⋯⋯⋯⋯⋯⋯⋯⋯123

一、建国前的妇产科⋯⋯⋯⋯⋯⋯⋯⋯⋯⋯⋯⋯⋯⋯123
， 二、建国后的妇产科⋯⋯⋯⋯⋯⋯⋯⋯··?⋯⋯⋯⋯⋯124

第四节牙医⋯⋯⋯⋯⋯⋯⋯⋯⋯⋯⋯⋯⋯⋯⋯⋯⋯⋯⋯125

一、建国前的牙医⋯⋯⋯⋯⋯⋯⋯．．．⋯⋯⋯⋯⋯⋯⋯125

二、建国后的牙医⋯⋯⋯⋯⋯⋯⋯⋯⋯⋯⋯⋯⋯⋯⋯125

第五节农村卫生队伍⋯⋯⋯⋯⋯⋯⋯⋯⋯⋯⋯⋯⋯⋯129

章卫生防疫 、。，
，

’+

第一节传染病流行情况⋯⋯⋯⋯⋯⋯⋯⋯⋯⋯⋯⋯⋯134

一、建国前传染病流行情况⋯⋯⋯⋯⋯⋯⋯⋯⋯⋯⋯134

二、建国后传染病发病情况⋯⋯⋯⋯⋯_⋯⋯⋯⋯⋯134

第二节各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流行与防治⋯⋯⋯⋯⋯137

一、天花⋯⋯⋯⋯⋯⋯⋯⋯⋯⋯⋯⋯⋯⋯⋯⋯⋯⋯⋯137

。 二、霍乱⋯⋯⋯⋯⋯⋯⋯⋯⋯⋯⋯⋯⋯⋯⋯⋯⋯⋯⋯138

三、白喉⋯⋯⋯⋯⋯⋯⋯⋯⋯⋯⋯⋯·⋯⋯⋯⋯⋯⋯··141

四、流行性乙型脑炎⋯⋯⋯⋯⋯⋯⋯⋯⋯⋯⋯⋯⋯⋯141

五、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42

六、麻疹⋯⋯⋯⋯⋯⋯⋯⋯⋯⋯⋯⋯⋯⋯⋯⋯⋯⋯⋯144
， 七、脊髓灰质炎⋯⋯⋯⋯⋯⋯⋯⋯⋯·⋯⋯⋯⋯⋯⋯·-145

八、流行性感冒⋯⋯⋯⋯⋯⋯⋯⋯⋯⋯⋯⋯⋯⋯⋯⋯146

九、钩端螺旋体病⋯⋯⋯⋯⋯⋯⋯⋯⋯⋯⋯⋯⋯⋯⋯146



十、病毒性肝炎⋯⋯⋯⋯⋯⋯⋯⋯⋯⋯⋯⋯⋯⋯⋯⋯148

十一、狂犬病⋯⋯⋯⋯⋯⋯⋯⋯⋯⋯⋯⋯⋯⋯⋯⋯⋯148

十二、丝虫病⋯⋯⋯⋯⋯⋯⋯⋯⋯⋯⋯⋯⋯⋯⋯⋯⋯149

十三、疟痰⋯⋯⋯⋯⋯⋯⋯⋯⋯⋯⋯⋯⋯⋯⋯⋯⋯⋯154

十四、血吸虫病⋯⋯⋯⋯⋯⋯⋯⋯⋯⋯⋯⋯⋯⋯⋯⋯159

十五、华支睾吸虫病⋯⋯⋯⋯⋯⋯⋯⋯⋯⋯⋯⋯⋯⋯159

j十六、钩虫病⋯⋯⋯⋯⋯⋯⋯⋯⋯⋯⋯⋯⋯⋯⋯⋯⋯160

第三节计划免疫⋯⋯⋯⋯⋯⋯⋯⋯⋯⋯⋯⋯⋯⋯⋯⋯161

第四节食品卫生和食物中毒⋯⋯⋯⋯⋯⋯⋯⋯⋯⋯⋯168

一、食品卫生⋯⋯⋯⋯⋯⋯⋯⋯⋯⋯⋯⋯⋯⋯⋯⋯⋯168

二、食物中毒⋯⋯⋯⋯⋯⋯⋯⋯⋯⋯⋯⋯⋯⋯⋯⋯⋯176

第五节劳动卫生⋯⋯⋯⋯⋯⋯⋯⋯⋯⋯⋯⋯⋯⋯⋯⋯179

第六节放射卫生⋯⋯⋯⋯⋯⋯⋯⋯⋯⋯⋯⋯⋯⋯⋯⋯182

第七节儿童少年卫生⋯⋯⋯⋯⋯⋯⋯⋯⋯⋯⋯⋯⋯⋯183

第八节公共场所卫生⋯⋯⋯⋯⋯⋯⋯⋯⋯⋯⋯⋯⋯⋯185

一、公共场所卫生⋯⋯⋯⋯⋯⋯⋯⋯⋯⋯⋯⋯⋯⋯⋯185

二、给水卫生⋯⋯⋯⋯⋯⋯⋯⋯⋯⋯⋯⋯⋯⋯⋯⋯⋯187

三、化妆品卫生⋯⋯⋯⋯⋯⋯⋯⋯⋯⋯⋯⋯⋯⋯⋯⋯190

四、消毒管理⋯⋯⋯⋯⋯⋯⋯⋯⋯⋯⋯⋯⋯⋯⋯⋯⋯191

第四章爱国卫生运动

第一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194

一、加强领导，建立机构⋯⋯⋯⋯⋯⋯⋯⋯⋯⋯⋯⋯195
’

二、全面部署。重点突破⋯⋯⋯⋯⋯⋯⋯⋯⋯⋯⋯⋯196

三、发动群众，积极参与⋯⋯⋯⋯⋯⋯⋯⋯⋯⋯⋯⋯197

四、建章立制，依法治城⋯⋯⋯⋯⋯⋯⋯⋯⋯⋯⋯⋯197

五、统筹资金。加大投入·+⋯⋯⋯⋯⋯⋯⋯⋯⋯⋯⋯．．198

第二节村镇卫生⋯⋯⋯⋯⋯⋯⋯⋯⋯⋯⋯⋯⋯⋯⋯⋯201

第三节环境卫生⋯⋯⋯⋯⋯⋯⋯⋯⋯⋯⋯⋯⋯⋯⋯⋯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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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除害灭病⋯⋯⋯⋯⋯⋯⋯⋯⋯⋯⋯⋯⋯⋯⋯⋯21 1

第五章医疗卫生事业

第一节建国前的医疗卫生事业⋯⋯⋯⋯⋯⋯⋯⋯⋯⋯217

一、明善社方便医院⋯⋯⋯⋯⋯⋯⋯⋯⋯⋯⋯⋯⋯⋯217

二、宁济医院⋯⋯⋯⋯⋯⋯⋯⋯⋯⋯⋯⋯⋯⋯⋯⋯⋯218
一 三、乐善堂⋯⋯⋯⋯⋯⋯⋯⋯⋯⋯⋯⋯⋯⋯⋯⋯⋯⋯218

四、六和、庆和医局⋯⋯⋯⋯⋯⋯⋯⋯⋯⋯⋯⋯⋯⋯218

五、振汉医院⋯⋯⋯⋯⋯⋯⋯⋯⋯⋯⋯⋯⋯⋯⋯⋯⋯218

六、福宁医院⋯⋯⋯⋯⋯⋯⋯⋯⋯⋯⋯⋯⋯⋯⋯⋯⋯219

七、五邑大衾麻风医院⋯⋯⋯⋯⋯⋯⋯⋯⋯⋯⋯⋯⋯219

八、宏济医院⋯⋯⋯⋯⋯⋯⋯⋯⋯⋯⋯⋯⋯⋯⋯⋯⋯220

九、太和医院⋯⋯⋯⋯⋯⋯⋯⋯⋯⋯⋯⋯⋯⋯⋯⋯⋯220

十、普济医院⋯⋯⋯⋯⋯⋯⋯⋯⋯⋯⋯⋯⋯⋯⋯⋯⋯221

十一、县立医院⋯⋯⋯⋯⋯⋯⋯⋯⋯⋯⋯⋯⋯⋯⋯⋯222

十二、福民医院⋯⋯⋯⋯⋯⋯⋯⋯⋯⋯⋯⋯⋯⋯⋯⋯223

十三、赤溪县立第一、二医院⋯⋯⋯⋯⋯⋯⋯⋯⋯⋯224

十四、五邑民众医院⋯⋯⋯⋯⋯⋯⋯⋯⋯⋯⋯⋯⋯⋯224

。 十五、圣心医院⋯⋯⋯⋯⋯⋯⋯⋯⋯⋯⋯⋯⋯⋯⋯⋯224

十六、基督医院⋯⋯⋯⋯⋯⋯⋯⋯⋯⋯⋯⋯⋯⋯⋯⋯224

第二节建国后的医疗卫生事业⋯⋯⋯⋯⋯⋯⋯⋯⋯⋯226

一、人民医院⋯⋯⋯⋯⋯⋯⋯⋯⋯⋯⋯⋯⋯⋯⋯⋯⋯226

二、中医院⋯⋯⋯⋯⋯⋯⋯⋯⋯⋯⋯⋯⋯⋯⋯⋯⋯⋯238

三、卫生防疫站⋯⋯⋯⋯⋯⋯⋯⋯⋯⋯⋯⋯⋯⋯⋯⋯248
，

， 四、工人医院⋯⋯⋯⋯⋯⋯⋯⋯⋯⋯⋯⋯⋯⋯⋯⋯⋯253

五、妇幼保健院⋯⋯⋯⋯⋯⋯⋯⋯⋯．--⋯⋯⋯⋯⋯⋯254

六、结核病防治所⋯⋯⋯⋯⋯⋯⋯⋯⋯⋯⋯⋯⋯⋯⋯261

七、皮肤病防治中心⋯⋯⋯⋯⋯⋯⋯⋯⋯⋯⋯⋯⋯⋯262

八、红岭医院⋯⋯⋯⋯⋯⋯⋯⋯⋯⋯⋯⋯⋯⋯⋯⋯⋯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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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衾医院⋯⋯⋯⋯⋯⋯⋯⋯⋯⋯⋯⋯⋯⋯⋯⋯⋯265

十、药品检验所⋯⋯⋯⋯⋯⋯⋯⋯⋯⋯⋯⋯⋯⋯⋯⋯267

十一、口腔病防治中心⋯⋯⋯⋯⋯⋯⋯⋯⋯⋯⋯⋯⋯268

十二、红十字会⋯⋯⋯⋯⋯⋯⋯⋯⋯⋯⋯⋯⋯⋯⋯⋯269

十三、镇医院、卫生院⋯⋯⋯⋯⋯⋯⋯⋯⋯⋯⋯⋯⋯270

第六章教育和科研 ．

第一节中医传授⋯⋯⋯⋯⋯⋯⋯⋯⋯⋯⋯⋯⋯⋯⋯⋯319

第二节中医学校⋯⋯⋯⋯⋯⋯⋯⋯⋯⋯⋯⋯⋯⋯⋯⋯320

第三节医药学校⋯⋯⋯⋯⋯⋯⋯⋯⋯⋯⋯⋯⋯⋯⋯⋯320

第四节护士学校⋯⋯⋯⋯⋯⋯⋯⋯⋯⋯⋯⋯⋯⋯⋯⋯329

第五节人才培训⋯⋯⋯⋯⋯⋯⋯⋯⋯⋯⋯⋯⋯⋯⋯⋯331

一、中医进修⋯⋯⋯⋯⋯⋯⋯⋯⋯⋯⋯⋯⋯⋯⋯⋯⋯331

二、中医带徒⋯⋯⋯⋯⋯⋯⋯⋯⋯⋯⋯⋯⋯⋯⋯⋯⋯331

三、在职人员进修学习⋯⋯⋯⋯⋯⋯⋯⋯⋯⋯⋯⋯⋯331

四、自学成才与考核晋升⋯⋯⋯⋯⋯⋯⋯⋯⋯⋯⋯⋯332

第六节健康教育⋯⋯⋯⋯⋯⋯⋯⋯⋯⋯⋯⋯⋯⋯⋯⋯336

一、健康教育网络⋯⋯⋯⋯⋯⋯⋯⋯⋯⋯⋯⋯⋯⋯⋯336

二、社区健康教育⋯⋯⋯⋯⋯⋯⋯⋯⋯⋯⋯⋯⋯⋯⋯337

三、医疗卫生单位健康教育⋯⋯⋯⋯⋯⋯⋯⋯⋯⋯⋯338

四、学校健康教育⋯⋯⋯⋯⋯⋯⋯⋯⋯⋯⋯⋯⋯⋯⋯339

五、行业健康教育⋯⋯⋯⋯⋯⋯⋯⋯⋯⋯⋯⋯⋯⋯⋯340

六、新闻单位健康教育⋯⋯一⋯⋯⋯⋯⋯⋯⋯⋯⋯⋯·340

第七节科研成果⋯⋯⋯⋯⋯⋯⋯⋯⋯⋯⋯⋯⋯⋯⋯⋯341

第七章华侨港澳同胞办医

第一节捐建医院和医疗设备情况⋯⋯⋯⋯⋯⋯⋯⋯⋯345

一、人民医院⋯⋯⋯⋯⋯⋯⋯⋯⋯⋯⋯⋯⋯⋯⋯⋯⋯345

二、中医院⋯⋯⋯⋯⋯⋯⋯⋯⋯⋯⋯⋯⋯⋯⋯⋯⋯⋯347

三、卫生防疫站⋯⋯⋯⋯⋯⋯⋯⋯⋯⋯⋯⋯⋯⋯⋯⋯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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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幼保健院⋯⋯⋯⋯⋯⋯⋯⋯⋯⋯⋯⋯⋯⋯⋯⋯348

五、皮肤病防治中心⋯⋯⋯⋯⋯⋯⋯⋯⋯⋯⋯⋯⋯⋯349

六、医药学校⋯⋯⋯⋯⋯⋯⋯⋯⋯⋯．-⋯⋯⋯⋯⋯⋯·349

七、干部疗养院⋯⋯⋯⋯⋯⋯⋯⋯⋯⋯⋯⋯⋯⋯⋯⋯349

八、镇医院、卫生院⋯⋯⋯⋯⋯⋯⋯⋯⋯⋯：⋯⋯⋯“349

第二节捐建自来水情况⋯⋯⋯⋯⋯⋯⋯⋯⋯⋯⋯⋯⋯356

第三节香港台山商会简介⋯⋯⋯⋯⋯⋯⋯⋯⋯⋯⋯⋯361

第四节华侨港澳人物传略⋯⋯⋯⋯⋯⋯⋯⋯⋯⋯⋯⋯363

章工贸企业

第一节卫生服务公司⋯⋯⋯⋯⋯⋯⋯．．．⋯⋯⋯⋯⋯⋯384

第二节卫生印刷厂⋯⋯⋯⋯⋯⋯⋯⋯⋯⋯⋯⋯⋯⋯⋯384

第三节三合制剂中心⋯⋯⋯⋯⋯⋯⋯⋯⋯⋯⋯⋯⋯⋯385

第四节下川王府洲游乐中心海卫楼⋯⋯⋯⋯⋯⋯⋯⋯386

章医疗保障
’ ～

第一节公费医疗⋯⋯⋯⋯⋯⋯⋯⋯⋯⋯⋯⋯⋯⋯⋯⋯387

第二节农村医疗⋯⋯⋯⋯⋯⋯⋯⋯⋯⋯⋯⋯⋯⋯⋯⋯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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