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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年临邑县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消毁万斤有害食品

l 984年6月庆云县发生副霍乱流行，卫生局正即医疗

防疰^晶奔赴现场



德州地区第一居红十字会领导成员与省红十字会领导合

影，前排吉起：陈祖义、许启尧、张松林、省红叁秘书长孟德

宏、地区行署副专具马荣珂及部分领导同志

I 984年乐陵县发生副霍乱流行引起各级领导高度重摁，

左起if-睦县副县长高沉卿、省卫生盱副厅长张宏生，地区卫生

局副局长李昶亮，乐随县卫生局局长王洪德共同研究防治措

施。



趋州卫校学生在上实硷课

地区妇幼锞缱所在进行妇幼宣体硬化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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