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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卫生志》即将付梓，编辑室的同志专程到武昌找我，要

我为《杞县卫生志》写个序，我出于对杞县的特殊感情，就欣然动

笔写起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杞县搞医务工作。当时，

我们医院、卫生处以及所属机构的活动地区，，大部分是在杞县广大

农村。那时虽然处于日，伪，蒋夹击之中，但在杞县人民的大力支

持下，我们如鱼得水，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

务。因此，我对杞县的人民，杞县的土地、杞县的一草一木都有着

深厚的感情，并写了《河南睢、杞，太地区游击战争中的医疗保

证》一文，记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医务工作的史实，表示

我对杞县人民以及和我的战友，烈士们的怀念，这一史实．，已经作

为专章收入《杞县卫生志》，它必将激励这一富有革命传统地区的

人民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谱写新篇。这本书里还记载建国后的

医疗卫生工作，叙述了杞县医卫事业的兴盛发展以至工作中的经

验，对于我们医卫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以及当地党政领导都是十分有

用的。古语云’“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夥，我衷心希望读这本书的同

志能够有所启益，使杞县的卫生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更加昌

盛繁荣o

原冀鲁豫军区十二军分区卫生处长王可均

一 1986年4月20日写于武昌
’

(时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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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卫生志》始修于1982年9月，因当时编写人员未能如期

到齐，又无固定办公地点、用具，仅收集片断资料，即停顿下来。‘

1983年4月重议修志，落实了人员、办公地点、用具及所需经费，．·

停顿半年之久的《卫生志》编撰工作，又扎扎实实的开展起来。

1985年9月经省，市主管部门评审，县地方史志总编室修改及县编

委审议定稿付梓。历时二年有余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一

杞县地处豫东平原，有悠久的文明史，光荣的革命史，医疗卫

生事业，源远而流长，医林名人辈出，学术成就多有独到之处，对杞

县的发展昌盛，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旧社会

封建阶级统治时，医卫工作发展缓慢，疫病流行猖獗，r人民缺医少

药，一且得病，到处求神拜佛，．听天由命，而不免于死。民谣：

“乱坟岗上狗打架，荒山遍野白骨堆”o’实为当时的悲惨写照。一，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杞县医疗卫生机构由无到

有，由小到大，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至1985年底，县建有县

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卫生学校、药品检验所、

中医院，结核病防治所等。二十个乡建立了卫生院，联合诊所，行

政村卫生所遍布县境村镇，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医疗保健网。医疗技

术人员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医疗设备逐渐完善，人民健康益

有保障。把这一巨大变化收载入志，存史资治，教育人民之效．这

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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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卫生部门工作三十多个春秋，虽巳离休，但对卫生工作，

热爱如初．值此志书付印之际，聊志数言，以记其盛．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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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杞县卫生局局长

杞县《卫生志》领导组组长
’～’．h、一．一：：-、，一．一_．寸一．·7马宪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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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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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方史志为我国文化宝库之珍贵遗产．志之者，录一代一地之 ·

实，纂辑成文，存史资治，教育人民，展示后世，此志之大要也。

杞县地处中原，历史悠久。医卫事业，源远流长，以医名世者 ·

不乏其人，学术成就，多有独到。只缘前代统治者素轻此业，方志

虽繁，而医卫无篇，人员杂于方伎。方今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

设蒸腾日上，人心向治，国运昌隆，盛世修志，此其时矣o

1982年9月，我局始议修志，19 84年5月又委我总其事，乃与

同仁王宏远，朱成俊，孟庆林，孙文科等共为筹划，建立组织，分

工负责，搜集典籍，访问耆老，广征博采，继而约取，’至1986年4

月而书成，名日《杞县卫生志》o时限上起公元1368年，下限

1985年，详载杞县中华民国年间医事兴衰之迹，而特详于建国后三

十六年，甚于机构沿革，医事典章，痞病种类，防治事宜，医林名

人，学术成就以至民间卫生，土单验方，，市井谚语无不备载，并附 ◆

以重要文献，经验教训，共10篇31章52节约13万余字。籍以鉴古知

今，有裨当事，且为后人树立楷模。是则此书之成实收继往开来之 二 ．

效，非仅润色宏业也。

此志之修，皆众力也。县，局党政领导关心与支持，事赖以

兴，省，市、县总编室指导润色，篇目体例始备，诸同仁不痹劳

●



既成，行将付梓，

局长
李成功

组组长

年8月12日



编史修志是我国优良文化传统，且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所

必须。自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至1960年杞县共修志十二

次，卷帙之富，次数之多皆居我省前列。但其内容，涉及卫生甚

少，疫病附于灾异，+医学混于学校；药政归于慈善；名医杂于方

伎．实为一大阙略。 ．

本次修志，卫生列为专卷，由杞县卫生局主修，以《杞县卫生

志》编纂领导组，编辑组任其事，始于1983年4月，至1986年4月

成草，复经省，市主管单位及县地方史志总编室审议定稿。

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以新q刍

体例为规范；立足三新(新资料．．。新观点、新方法)，突出两个特

色(时代特色、地方特色)．断限原则上起于明初(公元1368

年)，部分篇章溯于起始，但下限均止1985年底。所载以辛亥革命

以来为重点，详于建国后三十六年，对杞县卫生事业发展历史．．工

作经验、疫病发生防治之规律，各加详述，旨在鉴古知今；展示将

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志篇目，首为概述，次为卫生机构；其下为地方病、传染

病；卫生保健；医疗事业；教育与科研；药政、药检，药品；医林

人物，卫生经济；大事记；附录；总为一述、一记，十篇，计三十

章，五十三节，十三万余字·



本志涉及面较广，时间较长，政策性，技术性很强，

不足，编者水平所限，错漏在所难免，敬希同志们指正。

编 者

198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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