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河市地方志丛书之四

窑粪。意羔嚣娄纛基霎编内蒙古临河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 9掣

1 9 9 2． 1． 3 j





， 十 ^j

’， ．：
i

、

，．

。
‘

，

责任终簿L．张树螺’毒攀和j，秦林■、。’．1i．《 ‘．
，。．

主?编：t’函忘哥，∥’三j+。j+j；1．’；o‘≯’；’，¨’◆ ．}

、编辑：刘玉成：高志昌 。f．
’．，w： ；+《

，’，

，．撰稿。刘玉成’杨 凯‘徐高升 张培亮’刘文清

⋯、，、√；转爱珠刘’’燕，。方二!勇 王 军。王建国t。，。 ‘一l
’⋯一。 张柱小 王尚仁 呼明才’、聂文才。郝文彩．。j 。，? ～．1

’‘ 一 ’^ ， l

r

1。。

，闻子善 朱振邦7贺文英 马清洁?’宋信义!o。’ j
．，．、『-‘，’一 一。 ．， -函膏‘·’：．一。。 习

、：，，一霉寸面设许；j张树恒，．、。：l ：，’ t|。，。‘+，0 。，_jt，’』 ’：：、j

：jj+』I?i』。：，J．{。、4’：：：j I：，．2：Ii，：{II：『：{；：；0：．≮：：l‘?jI：．≥I‘{．，I，jj，‘“j：。‘：j i+．‘I I!+f(]I：：；，4l：’。：jI：：?+i‘：，_。：，．．；j 参。 i‘· ．ii．：；0i二。lt，。一、≤，}，。．?：!：．：摹 ：7：”4：，；，I，t ：、_·‘!j：‘ ，I’‘“：j l，，-：：
j，．．·}：：：，j i。jI；。，， 。，，．i’?’'’》：：：乏?、。，：，—?!12．、：?：。，，?i：’．：：j』。，’』。：、·‘『|j．4{i it：。。2 tj‘

”。!?o√：j≯，i’∥0：批≯¨Io争；：_j0’．0≯；o·、：¨“。I r|、．0．

! ．^ {
一

．·’ ． 。十 ’。t ，。． ．

t’ ．√’1 ‘-
一、 o 。?， √‘_■． 。．

o一，‘“ ．，一 ’： h、

L
7，： ‘。’?。 。 ，”二}一：、。，． !：．

‘．+·’

p

j
¨

。

、、， j：。 ．4

’：

：。。 、．。
。，

』‘
‘。．

7

．一“。． 、

’‘ ㈡， 一

。 ～， j’



≈
‘ ’

-

≈ 1

～ ． 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

，f ●。／

+，+．。，
．

．一：

． ●
，

是国家对人民身体健康和劳动力提供

社会保障的重要事业o
～ ．1

，·

’

：一个地方的卫生事业’，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地区经济和社’‘

会文明状况。旧社会，临河贫困落后、缺医少药，直到解放，偌大’

个县，1政府末曾设立过卫生管理机构，。全县只有一所卫生隗，

4名工作人员，一听诊器，．。手术刀是最高级的诊疗器具， 呒病

床。诊治、司药、行政等拥挤在两间小土房内，等⋯⋯o人民共和

国成立四十多年，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临河的医疗卫生事业

和各项事业一样，’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盛世修志，实事求是地 ‘

整理1：记述临河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发挥其资治教化作用，‘并旁及后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市卫

生局早在1985年即决定抽出临河第一任卫生科副科长刘玉成大夫

等，着手征集，整理编纂《临河市卫生志》。他们在市卫生局的领

导和市地志办的指导、各级医疗卫生单位通力合作，大力支持下，‘

辛勤努力、不遗余力，历七个春秋，终于使这部志书面世了。市卫

生志的出版是我市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她以翔实的资

料，较为科学，系统的分类，简洁，明快的语言全面反映了临河卫

生事业的昨天和今天，预示了明天·，，
’

私有制下，因政治制度腐败，’经济和科学文化落后，人民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愚昧和贫困不知夺去多少不该早逝者的生命。共 ．．

和目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各级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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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防疫，保健机构，每年以巨额投资培养和提高各类医疗卫生·，”

人才，不断充实现代化医疗卫生设备o’设施。使临河的卫生事业以，

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在本市的历史上写下r了光辉的篇章，并对未 ‘、’

来事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七十年代，盟府搬迁到临 ．”，

河市区，卫生事业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网络结构，逐步形成较为成

熟的技术队伍，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现代化施医设备，成为全盟卫

生事业发展的中心oI过去取得的成就，基本上是在共和固建立后取

得的，因为县人民政府是在公有制，自维的发展状态下，领导该事 ．

业开始了自觉的大发展。一张白纸主要记述事业迅速发展的四十多

年．o展望未来，，事业的发展前景无限光明口征服人类医学禁区，到

达自由王国的彼岸，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事业发展的接力
● 。

棒将一代接一代，世代相传。事业一一后浪推前浪，今人胜古人，

获取更丰硕的果实将是未来的人们。让卫生战线的今人，后人，为

攀登医学的高峰艰辛地努力吧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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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市防疫站⋯⋯⋯⋯⋯川⋯．．．川⋯．．．⋯．．．．．．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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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梅人员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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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高层建筑；其它医疗用房均为砖木结构。充实医务人员，增添

} ’≈·． 了医疗设备，。医务人员发展到87人，比1950年增加10'倍，弱床增加

}- 到100张， 是1950年的25倍。奠定了今赤医院的基础o，．

}。
。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根据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天
“

． 津，‘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医务工作者组成“六·二六"医疗队先，

i 后深入本县广大农村，．．；为农牧民巡回治疗疾病， 培训“赤脚医

一 ‘生罗o’驻临，各大医院、县医院也曾多次组织“六·二六?医疗队巡

回农村牧区'．送医上门，为农、牧民减除病痛，把党的关怀送到人

：
-” 民的心里c：这支精干的医疗队伍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为乡村社培

养了大批初级医务人员，．并协助组建大队．(村)合作医疗机构，提

高公社?(?、乡。)卫生麂的医疗技术水平，为发展临河农村医疗卫生事
一 ?业做出贡献o， ．， 一 一 、

．

～ ：
：。

19 68年”先后将狼山、丹达、隆胜、；八岱4个公社卫生院扩建

．，。·≮为县直地区医院(．即中心卫生院)。县选派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和

医科大专毕业生到这些医院诊治，便利农+、牧民就近医治疾病。

：到1975年，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发展N 35个，．床位增到491张， 每万

’人平均拥有16张床位，拥有医疗技术人员263入，．每万人平，均有医

技人员8人。生产大队合作医疗站137个，卫生人员达689人。全县

． 上下形成4级医疗卫生网络。 。
． ，。。

一’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疗卫生战线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
’

革7，也进行相应的改革。在农村原大队合作医疗不能适应新生产

， 经营状况的要求而陆续解体。在贯彻多渠道，，．多层次、 “国家，

集体、个体一齐上"的办医方针同时，农村“赤脚医生"经考核合

格者发给行医证，准予个体行医9而后，私营诊所和个体行医者如



．．市医院门诊搂，市保健院病房楼，7 J’1诊楱，市医院门诊犬楼。营业 ，

．‘ 詹：扩‘犬医院规模，。增添了现代化医疗设备，人员增蓟钯．6人，^医

。‘院内设9个医疗科室，lo个箧拨科室，’8个职能科室，床位发展蓟．一 。

： 25i张。 设在农村的4个地区医院和各哆镇卫生院相继翻新房。‘

、舍，’诊疗用房和病房多数翻建为砖未结构7；‘并增设病床和先进医

． 痔蕃材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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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除设在临河市区盟属的，驻军的，农垦的’，铁路的等．
‘

．医疗机构外，本市乡以上医疗机构增到27个，箧疗卫生人员增到 一，

1145人0：平均每万人拥有医技人员27．6人广比1姚§华e每万人拥有

医技人员3．君人)提高．7；．6倍；全市共有床位62『2旅，’’每万人捕有1子

‘张，比1997牟方人拥有量增加以-7}6倍，1 19鹋华，?筌市门诊醚万人。

一’次，：住院工．08万人次。“从相关统计数字反映出临搿率万人门谬攀，
7

住院率皇卞降趋势。～
^： ‘。

，，， i就疫病而言，防患于未然尤为重要：’防量手治，+损防为主，建]

*党的医疗卫生』贯方钎。暗社会；、不曾设立专门防疫机构，许多可

，。以防范的疾病，因朱栗取预防措施；’葡造成恙果。囟患麻疹早遗

’和留下残疾者不许其数；卤患小儿麻痹赣残者也为数誉少，冗此种

．种，不葚枚举。’人民政府成芷初，：适逢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当年从

对付鲴菌战出发j成立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套，长期保留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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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夷党委和政府调动各界，’领导各方‘。以预防为主，对公丑、防。

凌治疗齐抓共管．．综畲治理收常设机构{1，957年成立昌防疫站。成．．

铀， 为卫生法执行、地方病：传染病防治和计划免疫专门组织{1958
’

年成立县妇幼保健站，为防治妇幼疾病，为其健康提供社会保障I’．

专门设窭的防治组织口， ，、．

j． -l

_．⋯鼠瘴。当地称之为“传头子癖矽，认为毒不治之瘴。．民国年’

问，临河曾发生过两次鼠疫瘸，分毅死亡l窑7^，$47人。．当年为消嚣、

鼠疫瘸源，竞将疫病匿百姓不分患否，统统圊圆，’断粮断水，浮活
‘

烧焉坶掉，而195曩年I；米仓县头道桥(1960年划归杭锦盾旗)、黄
’

． 羊木头一带发生腺鼠疫传染病，卫生防疫部门在党和政府领导下，： t

。’
调动各方面力量，采取一切有效防治措麓，很快控制疫病蔓延?：j‘

’’‘

治愈痰病患耆，秃_人感染此病死毒。。 ，+ ．|、

。，、。．

。

冬 霉毒，天花，霍乱等病曾是当地显见的传染病，1解放初政府争7

．取积极措施，‘派遣防疫人员，。免费予以彻底治疗，普遍予以接种疫 √

苗，、至今这些病症己基本绝迹，倘有发生亦会即刻控锏。 。。‘‘ ·

’

，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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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趔免疫是党和政府采取的一项根本防疫措施。人民政府成立

40多年来，为根除可能发生疫病，不惜耗费巨资，组织防疫保健人

员，坚持在全民，特别是幼儿中开展免费防疫，为保护儿童，少年

健康成长，进行大量有效工作ro一1949年至1986年(不包括1965—

。 1971年数据)，：接种牛痘，流脑，布杆，’百日咳、麻疹、炭疽、伤 ．

寒，一鼠疫等疫苗计123万人次， 服用小儿麻痹丸58．3万人次。传染

V 病发病率由五十年代3·85％，’下降到八十年代0．2％。 ’’。

总之，，I靥河解放4 0多年来，．卫生事业和其它各条战线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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