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韭=9型=9，～盐=9j99

口监．呻人氏喾鹰毒



日照市人民医院
1949—1999

日照市人民医院志编纂委员会

1 999年9月

+———■L▲

J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为我院题词

匡争互以乏互，毛二天&健奄服声以z，午．
璧多人乏的一言一务毛夸{!；-向南人．哥忍高人

主弓握．乏彘乏嘎乏．女糸警玄取墨迄纯舷宇
f．孥力提芳膳参考主术·n时叠二卞箩圣i乞睃

务笆聿·永峰蠢人的f宅,It．-J．j6I住复-逢§人乏画
迁
≯

饥

司法部部长、原日照县委书记高昌礼题写院名

习．I唆辛人民逢阮妻



院徽设计说明

日照市人民医院院徽为圆形，经过圆心的空白线条

代表地平线，其上方红色．象征初升太阳，下部蓝色是

大海的象征，太阳与大海的组合则体现了“日出初光先

照”的日照特征。中央置以医院标志，意寓医务人员对

病人的热心、爱心、细心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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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取事从1948年建院前期起，下限至1999年6月。

二、本志采用编年体，以时间先后，分章、节、目三层次，图表随

文穿插。首设概述、中设专志10章、末设大事年表。记述了医院

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业务，人文等方面史实。

三、本志入传者，为医院历任主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本地有

一定影响的医林人物。

四、集体与个人荣誉，仅收录受地市政府及相当级别以上的表

彰与奖励。

五、为避免琐碎，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它各章节未能容纳的重要

事宜，列入大事记，不另设章节。亦有个别内容在大事年表中作了

简要重复，以保持史实的连续性。

六、本志内容主要录自市档案局所存资料、1964年整理的<院

史考证录>、1984年编写的<日照县人民医院志>、本院统计资料和

各科提供的材料，部分注明了出处。某些年份资料残缺，故有的事

宜记述不详。



序

五十年前，我院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炮声中诞生了。半个

世纪以来，伴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步伐，医院由小到大，

逐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国家三级医院和全市的医疗、教学、科

研、急救中心。

医院有蓬勃发展的今天，经过了几代人的艰辛努力。“盛世修

志”，在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编纂出版了《日照

市人民医院志>。在编写过程中，参照1964年整理的《院史考证

录>和1984年编写的<日照县人民医院志>，追根求源，广征博采，

力求资料翔实，丰富内容，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

观地记述医院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历程，以期达到以史为鉴之目的。

‘回顾过去，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市委、市政府决定

我院东迁新市区的建设工程已经启动，医院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

遇和挑战。我们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下，全院广大干部职工必将团结一致、负重奋进，努力创造

医院更加美好的明天。

编写此志过程中，修志人员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了大量工

作，各科室及许多老同志给予了热情支持，提供了许多资料，在此

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因经验不足，时间仓促，加之有的资料不

全，年久失考，谬漏之处难免，企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党委书记

院 长 互名松
199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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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日照市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日照县立医院，创建于解放战争后期。

1949年1月，根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县人民政府以大众诊疗所

为基础组建起日照县立医院，1950年整编后改称为日照县卫生院。当时，急、

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和营养不良性疾病遍及全县，广大人民生命健康受到严重

威胁，卫生院迅速投入到防治天花、黑热病、伤寒、麻疹等疾病的斗争之中，有

效地控制了疫情蔓延。同时，根据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精神，为了降

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确保妇婴安康，积极开展了培训接生员、助产员

和改造旧产婆等工作，在全县广泛推行了新法接生，使妇女产后感染的发病率

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7月1日，日照县卫生院改称日照县人民医院，其主要任务便转

为以医疗为主。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人民的健康

水平普遍下降，一些传染病开始回升。医院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派出医疗队深

入农村，并且增设群众病房，扩大了业务范围。同时组织职工生产自救，改善

了住院病人和职工的生活，使当时发病较多的水肿、干瘦、小儿营养不良、妇女

闭经等疾病得到早日控制和治疗。

1963年，山东省卫生厅确定日照县人民医院为省重点县医院。在人员、

设备、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充实和加强，配备了救护车、显微镜、万能产床等价值

4万元的救护医疗器械。相继分配了两批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并有一批城

市下放医生来院工作，技术力量得到了加强。使医院的医疗质量达到了一个新

的水平。直到文革前的这一阶段，是医院稳步发展，医疗质量迅速提高的一个

重要时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内乱”，破坏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领导干部

挨批斗。知识分子受打击，规章制度被废弛，医疗质量明显下降，医院的发展受

到严重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重新走上正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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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得到落实，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调动和发挥，技术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日渐提高。1979年省卫生厅将日照县列为卫生建设三分之一重

点县，先后为医院拨发了500毫安的X光机、人工肾、心向量机、脑电图机、纤

维胃镜等价值15万元的医疗设备和40万元的基建经费，促进了医院的建设。

1984年以来，医院坚持推行改革，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完善了

院、科两级负责制和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调动了全院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

性，促进了医院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原临沂地区历次医院工作检查中，成绩均

名列前茅。至1989年，全院职工增至407人，开放床位320张，价值千元以上

设备100余台，固定资产462万元，建筑面积2．3万m2。

1985年5月，日照撤县设市，医院改称日照市人民医院。同年，病房大楼

投入使用。1987年被评为全省卫生系统先进集体，授予文明医院称号。

1989年11月，地级日照市正式对外办公。1990年5月，市委、市政府任

命了升格后的医院领导班子。为尽快缩小与兄弟地市医院的差距，按照市委

提出的“高点起步、跳跃发展”的工作方针，坚持以医疗为中心，加强医院各项

建设。按照卫生部制定的医院分级管理标准，加强内涵建设。同时，多方筹集

资金添置了CT、彩超等高档设备，医疗技术水平提高迅速。

1994年，调整后的医院新班子坚持“医为民，德为本，科技兴院”的办院方

针，重视人才培养和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加强业务人员培训，强化“三

基”训练，顺利通过省卫生厅三级医院评审验收。被确定为三级乙等医院。

1996年6月，市委、市政府再次调整了医院领导班子。进一步贯彻“发展

才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努力提高整体服务水平，逐步

实现了管理上水平、设备上档次、技术上台阶，医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科学管理，从严治院。在院、科两级负责制的前提下．推行以科室成本核

算为基础。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试行干部竞

争上岗，择优选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调动了干部职工工作、学习积极

性。实现了全院计算机网络化，使医院管理向现代化、科学化进程前进了一

步。

坚持科技兴院，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努力造就一支技术过硬、素质优良

的专业技术队伍。目前，在职职工739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72

人，中级222人(含硕士研究生12人)。注重业务建设．抓好医疗服务质量，不

断开展新技术项目，扩大服务范围，以精湛的技术和优质服务吸引病人。相继

开展了各类脑瘤切除、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电视腹腔镜手术、永久性心

脏起搏器的安装、冠状动脉造影、二尖瓣狭窄球囊扩张、肝癌介入治疗、断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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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指)再植、全髋置换、晶体植入、玻璃体切割、角膜移植、种植牙、喉癌切除咽喉

再造、各类肿瘤放射治疗、超声引导下组织活检与介入治疗等一批先进技术，

各科逐渐形成专业特色，多项技术达到同级医院先进水平。历年来，共获省、

市级科技进步奖36项，主编业务专著7部，参编21部，在国内外专业刊物发

表论文635篇。

加强硬件建设，奠定发展基础。先后按装了中心吸引、中心供氧及自制医

用氧系统，新建制剂供应楼、放疗中心楼、影像中心楼等。1998年医院建筑面

积达5万m2，开放床位540张，固定资产5276．73万元。同时，积极筹措资

金，添置先进的医疗设备，已拥有磁共振、螺旋CT、大型数字胃肠机、美国

ATL数字化彩超、HP彩超、腹部专用B超、彩色经颅多普勒、人工肾、直线加

速器、模拟定位机、后装治疗机、三维X刀等整套肿瘤放射治疗设备、全套内

窥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体外碎石机、电脑牵引床、前列腺激光治疗仪等万元

以上设备200余台(套)，先进的诊疗设备，保障和促进了技术水平的提高。

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病人至上的原则。两个文明一起抓。坚持不懈地加强

医德医风建设，不断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努力塑造医院和医务人

员的良好形象。1998年门诊量为30万人次，出院人数1．6万人次，业务收入

6300万元。1995年被评为全省卫生系统职业道德建设先进集体、模范爱婴医

院。

50年来，日照市人民医院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诞生，伴着社会主

义建设的步伐而发展，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几代医务人员的不懈努力，

由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医院和全市的医疗、教

学、科研、急救中心。

1998年，为适应沿海开放城市和新亚欧大陆桥桥头堡建设要求，经市委

常委会和市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在新市区新建市人民医院。这是我院发展史

上一次新的机遇和新的起点，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医院新址医疗区占地

190亩，生活区93亩，总体建设规划业已完成，病房大楼于1999年6月破土

动工。我们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全院职工

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战胜困难，顺利整体东迁。不久的将来，将以“高楼

层、大绿地、开放型、花园式、现代化”的新姿，为全市人民提供更加便捷、优良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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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人民医院志

第一章 医院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建置沿革

解放前，群众的医疗条件极差，散居社会各处的民间游医，技术水平低下，

诊金药费昂贵，广大人民群众无钱求医问药，加之封建迷信乘机作祟，身染疾

病，只得求神拜佛，听天由命。1948年4月，日照县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医

治战争创伤，改善群众医疗条件，即着手创办我县的卫生事业。同年10月1

日将原县政府机关卫生所扩充为大众诊疗所，由医生3人，护士2人，会计兼

司药1人组成，备有药柜1个，药箱2个，药品百余种及刀剪、止血钳、注射器

等简单医疗器械。隶属县卫生科领导。这是人民政府在我县最早建立的医疗

机构之一，也是日照县人民医院的雏型。

1948年冬，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为迅速接收滨海专区医院迁

移后留下的伤病员，并使人民群众尽快摆脱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迫切需要建

立一所人民自己的医院，进一步担负起全县的防病治病任务。为此，滨海行署

在百废待举、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拨发北海币2000万元，由县政府在大众诊疗

所的基础上，经短期筹备，并接收了坚壁在丝山一带的原联合国救济总署和平

医院的病床200张(后调沂水专区医院150张)，甲种器械包一个，于1949年

1月1日正式组建了日照县立医院。工作人员38人，床位50张，院长由县政

府卫生科科长兼任。同年十月整编后定员32人，床位30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好转而斗争的号召，

按照上级部署，为精简机构，节省人力物力，于1950年4月进行第二次机构整

编。同年六月改称为日照县大众卫生院。

1950年9月，为全面贯彻“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的卫生工作方针，医院

的主要任务转入了卫生防疫与妇幼保健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又进行了第三

次整编，同时改称为日照县卫生院。

1957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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