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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鞍钢铁东医院是由一九四二年成立的伪满“鞍山昭和制钢所大病院”演

变而来，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态变迁，几经沧桑，史料无存，编写院史

志，并非易事。解放前史料全无，解放后资料尤其是一九七九年的前史料亦

几乎殆尽。所赖编写同志们，走访调查，反复核实，奋劲努力，终于写成《鞍钢

铁东医院(1949—1989)四十年史志》，在此向编写有关人员表示谢意。

本院自建国以来，在为鞍钢职工和家属及市民服务中不断发展提高，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得到长足发展，目前已形成规模宏大、设备较

新、技术先进、科系齐全，具有医疗预防、科研、教学整体功能的综合性医院。

于一九九二年进入了国家高层次医院行列，被正式命名为三级甲等医院。然

而，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本史志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今后医院发

展前进会有重要参与价值的。

本史志对本院前身作了简略追溯，主要内容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九

年四十年间历史概貌。虽因资料毁失，编写困难，然而经过努力，终于写成，

基本上反映了史实。但是，因资料奇缺，不足之处，实属难免。尽管如此，对后

来者也是提供了宝贵借鉴，是很有意义的。

量委会主誓 张景林
院 长

⋯⋯”

一九九五年五月



童七—工-
刖 百

鞍钢铁东医院前身“昭和制钢所”是1938年设计备建，1942年第一期

工程完工即投入使用。1945年祖国光复时苏军接收，国民党时期蒋军作城
防大碉堡。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时主楼已是百孔干疮，无法使用。
1 949年5月6 15鞍钢医务所(鞍钢医院筹备组)与辽南一专署总医院合并

成立了鞍山职工医院<现市中心医院地址)。1951年10月本院主楼修复竣

工搬迂过来正式开院，名为鞍钢职工总医院，五十年代后期改名鞍钢铁东医
院。

解放后，本院随着鞍钢发展而发展，在为人民服务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在历史上也几经“左’’右干扰，特别“十年浩动”中，医院发展受到阻滞，甚
至破坏，使医院工作受到极大挫折。

根据上级指示，编写院志，难度很大，“文革”中，在“火葬修正主义”口号

下史科烧尽，历年上报资料也因公司档案库火灾烧掉。因而，修纂院志，作为

志书很难符实，故名为“院史志"。本史志前三十年无资料可查，靠走访有关
同志，反复核对求实，多次修改，并两次打印“征求意见稿”(计约二十万字)，

送历任院长、书记、科主任及有关同志审阅，广泛征求意见。曾蒙毕之光、胡
桂馨、l李建型、张启堂、许侠君、宋同文、孙之光、林凡、孔克、王勤孝、钱协、

孙国月、陈桐、顾启湛、l塑堑送l、徐炳青、l萱童鲎|、兰淑卿、于世相、李家栋等
老同志的关怀，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为修改定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此，特
表示衷心感谢。总之，本史志的成功，是群体智慧的结晶，特别值得提出的

是：史志办的同志们冒严寒酷暑四处走访调查核实，走访人次数以千计。

本史志共分四篇十一章八十七节，约三十多万字(表格除外)，编纂过程

中在院领导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各科室领导大力支持下，院史志办和有关
同志积极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完成这部史志的编纂工作，为医院作

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然而，因资料奇缺，年时甚久，记忆有限和骗写者水平
不高，缺点乃至错误在所难免，请多加指正。

‰院蠹 黄林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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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事纪

1、一九四八年“二．一九”鞍钢回到人民手中，筹备恢复生产过程中即筹建了鞍钢

医务所。
’

辽南一专署总医院抽马宝绶医师等五名医护人员，带着一般器械和药品在该所开

始了工作。而后．从丹东(当时安东)调来原在昭和制钢所病院工作的日本博士和其他医

护人员．又从地方招聘来一些医护人员充实该所工作。1949年3月公司决定成立鞍钢

职工医院筹备组，任命徐德为院长．刘巍为协理员。
‘

2、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鞍钢医务所与新华医院(原辽南一专署总医院)合并，成立

了“鞍山职工医院”。

3、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三个后方医院集体转业来鞍钢

一批人员．充实了鞍山职工医院，相继调整了医院领导机构，任命干部。这年年底建立了

《鞍山职工医院规章制度和各类各级人员职责条例》。

-l、一九四九年六月闻，开办了“鞍山卫生技术学校”，学员100余人。

5、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鞍钢举行开工典礼，会后各厂大会餐发生集体食物中毒，

鞍山职工医院全体动员抢救治疗，无—例死亡。

6、一九四九年九月间，组织全院了职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

同时，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7、一九四九年年末，医院党组织向非党群众公开党组织和党员名单，召开了群众大

会．征求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

8、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医院职工中供给制改薪金制，全面定级评薪实行工薪分制。

9、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间，医院传达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从而青

年结婚．恋爱者多起来。

lo、一九五。年春．哈医大、沈阳中国医大分配来一批毕业生。

11、一九五。年初。在厂区成立了南部、西部、北部卫生所，隶属职工医院，与此同

时，建立了矿山医院和卫生所十余所，业务领导属职工医院。

12、一九五O年八月毕之先院长《鞍山市卫生局长兼职工医院院长》向全院传达了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和重要方针政策。

13、一九五。年十月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王斌部长、白希清副部长等来鞍，视察

鞍山职工医院时在全院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和指示，对于医疗卫生建设给予了极大的
支持和鼓舞。

1．4、一九五。年末．鞍钢组建了“鞍钢卫生处”，职工医院不再领导基层医疗卫生单
位。 ．

15、一九五O年末铁西医院修复竣工，1951年1月开院，鞍山职工医院改名为鞍
山铁东职工医院。 ．

．

16、～九五。年开展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全院职工积极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这
——．1～



年冬季开展反美帝细菌战斗争。
1 7、一九五一年春．开展“社会镇反”运动，职工医院进行了“人事清查”和“清查反革

命”的工作。这年，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转变医疗作风的教育活动。

18、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国际护士节”，医院召开了庆祝大会，号召学习南丁格

’尔和战争年代牺牲的白衣战士李兰丁光辉事迹，表奖了模范护士。

19、一九五一年九月本院主楼基本修复，十月开始逐步搬迁10月28日大部分迁

过来雨开院。定名为鞍钢职工总医院。

20、一九五一年东北地区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与此同时医院开展了“反贪污、反

浪费”斗争。

2l、一九五二年一月，全国性“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本院进行了“三反运动”，相继

开展了“民主补课”。

22、一九五三年初，开展了“三大任务”教育(三大任务是：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继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年，还组

织了全院职工学习讨论《宪法草案》，开始学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选民登记。

这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定生效，组织庆祝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

23、一九五三年，实行了“保护性医疗制度”和“计划治疗”的试点工作。这年，于培礼

从北京调来本院。

2_l、一九五四年四月间本院改名为“鞍钢铁东医院"。这年，医院新建门诊竣工，对炉

山门诊迁到新址，后改名为“鞍钢铁东医院门诊部。

25、一九五四年医院托儿所新楼竣工，托儿所从主楼内迁到新址。中医整骨所撤消，

在主楼内成立了“中医骨科病房”。这年，肺科病房迁出。

． 26、一九五五年本院成立了肃反办公室，开始了肃反工作。这年，邸廷耀主任成功地

进行了本院首例角膜移植术。 。：

27、一九五六年医院党组织由分总支改为党总支委员会。这年七月中医进医院，本

院成立了“中医研究室”，药局相应增加了中药部分，并设了煎药室。

28、一九五六年三月间，由上海调来庄熙明、徐炳青、陈桐、俞济安、郑育瑚、顾启湛

等高级医师到本院工作。

2q、一九五七年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本院有十六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30、一九五七年间宋同文院长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医院工作会议。这年十一月，鞍钢

铁东、长甸和北部门诊部及下属的地区妇幼保健站和工厂卫生保健站划归本院全面领
导。

31、一九五七年夏季．邀请吴阶平来本院讲学和示范手术。这年，还举行了学术论文
宣讲会。这年．再次实行总住院医师制。

32、一九五七年十月在鞍山市第一次医学学术讲演会上，由徐炳青、王志鹏等宣读

论文“大叶性肺炎1044例临床分析”，这篇文章刊登于《中华内科杂志)1957年9月，

开创了鞍钢医务界在国家级医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先例。

33、一歹k五八年初，卫生处与本院实行“处院合一”，名为鞍钢总医院，这年春号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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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乡．有曲跃堂、李桂兰、邹其斌等同志下农村锻炼—年回院。

3．1、一九五八年春．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从而揭开了“大跃进”序

幕。这年五月间，以本院为主抽出70余人和全部设备，支援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一所医

院。这年．抽调100余人及部分重要医疗设备支援了酒钢。

35、一九五八年鞍钢立山医院建成开院。四、五月间本院抽调300多人去立山医院

工作。产科二病房和儿科三病房全班人员调去立山医院。

36、一九五八年秋全民大炼钢铁中本院抽成批人参加大炼钢铁到年末结束。

37、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誊．麻疹大流行，并发症多，死亡率高，医院尤其是

门诊压力很大，实行24．小时连班制，医院在大礼堂开设临时隔病房设床50张，抢救

治疗麻疹并发症患儿．降低了病死率。这年，医院门诊迁到主楼内，门诊部楼另作他用。

38、一九五九年九月份处院分开，医院恢复党总支。这年“双革”、“除害灭病”等群众

运动．从一个高潮接着又一个高潮．仍是连续大干，苦战的一年。

39、一九六。年初．“反右倾”中，本院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斗争，并错误

的处份了一些党员。 、

_lo、一九六。年春，全市组织了对百万人进行多种疾病普查．本院先后与市一院、第

一疗养院共同普查了厂内职工和地区居民35万人次，年终总结时本院被评为市先进

单位。

_Il、一九六。年八月八日，鞍钢三个医院共派出80多人的医疗队(本院30人)赴

辽阳唐马塞等水灾地区为灾民医疗救护和防病治病，十二月结束。这年，全市住房大调
整。

．12、一九六。年八、九月间，在天灾“人患"压力下，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鞍钢职

芷和家属出现大量浮肿、营养不良、小儿佝偻病、妇女闭经、子宫脱垂等疾病，本院抽出

大批医护人员投入浮肿等疾病的防治工作。

43、一九六一年×月，门诊从主楼迂出，恢复了医院门诊部。这年，开展了“新三反”

运动。 ’

44、一九六二年铁东门诊部撤消。北部门诊部及其下属工厂保健站划归立山医院全

面领导。这年，医院主楼全面大修，并将汽暖改为水暖。

45、一九六二年四月，党员干部去鞍钢党校轮训，为期—个月，恢复了党的正常民主
生活。

46、一九六三年一月·医院改为县团级建制，成立了院党委、设监委、组织科、宣传

科、武装科。

47、一九六三年六、七月间，进行了精简，动员部分职工退职、退休和还乡。这年九

月，调整了工资，是1956年以来较大的一次升级面。还进行了忆苦思甜，开展了社会主

义阶级教育。

48、一九六四年大学解放军、学大庆。党委书记孙之光调走，赵明调来任党委书记。

院机关改为政治处、医务处、院务处。这年，开展“专案”，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又掀起了

一次极“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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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宋同文院长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医院工作会议。

50、一九六五年第一季度进行了“小四清”、“煞歪风”把敌情扩大化。下半年开展“四

清运动”。混淆了敌我界限，极“左”思潮又达到—个高峰。
5l、一九六六年五月。我院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断肢再植手术。

52、一九六六年五月间传达“五．一六”通知．六、七月间开展“四大”(即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天)震动全市的“八．二

八”事件在本院暴发，医院全面动乱起来．十年浩劫开始了。

53、一九六七年“八．一七”对本院实行军管。

5_l、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本院成立革命委员会。七月海城镁矿工宣队进驻本

院。

55、一九六八年五月．院机关精简，办机关精简学习班，而后机关大部分人员下放劳

动。七月派孙国月为队长共九人组成的医疗队去盖县杨屯公社。八月十二日院门诊部

支解分散，门诊医疗任务压到基层保健站改成的卫生所，(1969年又恢复了院门诊部)。

56、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实行“政治建院”，各科打乱混合编连，开大会发旗帜。这年

十月齐大山矿火药库大爆炸．本院抢救治疗了十三名危重伤员。

57、一九七。年走“五七”道路，干部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院有51名同志到农村
插队。

58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间，我院进行整建党，恢复了党组织机构和党员组织生活，改

选了新的院党委会

59、一九七—年八月本院派出抗洪医疗队赴海城西四公社为灾民防病治病。

60、一九七二年抓整顿，进行改章进制，通过试点，三定一改，重新建立健全了全院

规章制度和各级人员职责(岗制)。但是，不久又反回潮，被搁置起来。

61、一九七二年，我院首次派了出国医疗队员，林秀、王智慧同志参加赴也门共和国

医疗队。

62、一九七二年，我院耳鼻喉科首次施行全喉切除术。

63、一九七三年二月，《医药资料选编》刨刊，(后定名为《鞍钢医药：})。首次发表了韩

安国“应用绒毛细胞染色质妊娠早期予测胎儿性别50例初步报告”文章。这年9月，

中华医学杂志刊登了这篇文章，1975年2月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刊登了韩安国“应用

绒毛细胞性染色质予测早期孕胎儿性别276例总结”文章。

64、一九七五年二月，海城发生地震，本院派出三批医疗队奔赴灾区抢救伤员、防病

治病。同时，院内收入了大批伤员进行抢救治疗。这年六月间医院举行了“六．二六”

指示发表十周年庆祝活动，举办了展览会，召开了庆祝大会。

65、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医院掀起了追查所谓“反革命政治

谣言”运动。

66、一九七六年“七．_-／k”唐山大地震，本院派出三个医疗队赴唐山灾区抢救伤

员。除本院内收治大批唐山灾区伤员之外，还承担了第一疗养院开设的临时医院的全部

任务。总共收治了200多名重症伤员，到年底结束。这年八月，又派出医疗小分队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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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赴唐钢抢修队．进行医疗救护和防病治病。

67、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清查与“四人帮”反革命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977年初

公司党委派以曲忠富为组长，刘振山、许明辰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本院深入进行清查

工作。

68、一九七七年百元以下工资的职工进行了工资调整。

69、一九七八年冬开始平反工作，共平反冤假错案117人，其中，改正错划右派

17人．至1979年春基本结束。

70、一九七八年韩安国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予测早期孕胎儿性别鉴定”荣获大会

科技成果奖。

71、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院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学

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为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作好思想工作，转好弯子，并制订了计划。

72、一九七八年．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了医院体制和机

构。与此同时．通过试点，又重新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和职责(岗制)，印制成册，贯彻执

行。

73、一九七九年成立了鞍钢医学情报研究室，公司委托铁东医院代管。

74、一九七九年进行了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晋级工作，有121．名晋升为主治医师。

75、一九八。年初．较大规模地调整了职工工资，是1978"～1979年两年指标，调资

面在40％以上．主治医师以上给予加标。

76、一九八O年十二月．我院首次在低温体外循环下进行心脏直视手术，房间隔缺

修补成功。

77、一加＼一年一月引进一台1250毫安的日本岛津X光机，按装调试投入使
用。

78、一九八一年一月我院首次为冠心病患者安放临时心脏人工起搏器。这年，开展

了心室造影术。 ．

79、一九八一年二月，成功的抢救了一例心脏骤停35分钟的病人，该患者患急性

广泛性前壁及隔面心机梗塞，伴有严重-I>律不齐。

80、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是本院修复开院三十周年纪念日，进行了庆祝活动，

办了展览，出了《论文汇编》，请有关专家教授来院讲学，邀请了各地院友归来，召开了庆

祝大会。

81、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吴英恺教授来我院指导工作。

82、一九八二年八月对一例急性心肌梗塞病人埋藏按装心脏人工起博器，同时(八

月)在低温全麻体外循环下直视做了先天性心脏病(法鲁氏三联征)根治手术成功。

83、一九八二年三月，我院被评为公司精神文明单位。

84、一九八三年七月，公司经理殷渊同志来本院公布院新领导班子，党委书记齐书

谦，院长彭守君。

85、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韩安国研究的“绒毛剥皮原位贴片细胞培养法”经鞍

山市科委鉴定会通过技术鉴定，认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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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一九八三年五月，在体外循环下成功地做了一例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法鲁氏
四联征)根治术。

87、一九Jk．--年九月间，骨科陈绍群等施行颈椎前路间盘摘除植骨融合术获得成

功。

88、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El，张国治、侯尚权等开展了本院首例同种异体肾移植，术

后生存21天．死亡于颅内出血。

89、一九八三年十--B，王金祥等研究的命名为“鞍钢火针”通过市级技术鉴定，认

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90、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El，“铆钉式缝合法”治疗实质性脏器破裂等五项技术，通

过了市级科技成果鉴定，认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9l、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七日，成功地进行了心脏二尖瓣置换手术，属国内先进水平。

92、一九八四年六月．《冶金医学》杂志创刊号出版。与此同时，《冶金医学情报通

讯》创刊号也出版。这两个刊物是冶金系统委托我院办的。．

93、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美国友好参观团(12人)来我院参观，九月二十日英国设

非尔德市政府二名官员来院参观。

94、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El，应意大利巴维亚大学邀请，韩安国赴意大利参加了

“早期胎儿产前诊断的国际讨论会”，在会上作了“绒毛予测胎儿性别十年随访报告”的
论文宣讲，受到赞誉。

95、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院领导班子调整，党委书记田忠元，院长田宝安。这年六

月．医院成立侨联小组。

96、一九八五年六月间，炼铁厂发生煤气中毒．我院立即组织人力赴现场救护，并收

入院44名，抢救110多个小时．全部脱险治愈出院。

97、一九八五年七月，医院新建门诊部竣工启用开诊。

98、一九八五年九月二日，召开了七届三次职代会，讨论并通过了《院长工作条例》，

开始实行院长负责制。

99、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鞍钢召开了科技成果鉴定会，邀六名专家、教授参加，对

黄景春研制的“先异食管扩张器”进行技术鉴定，认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100、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本院获市科协表奖，评为优秀论文25篇(一等奖2

篇、二等奖23篇)。

101、-二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院党委召开整党动员大会，田忠元书记作了动员报

告，公司整党办公室巡视组穆主任作了重要讲话。

102、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本院被授与“省文明医院’’荣誉称号。

103、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七届四次职代会讨论通过了1986年工作

计划．1986年财务计划、经济责任制方案、住房分配方案及咨询工作和基金分配方案。

并进行了民主评议干部。 ，

104、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鞍钢工会主席齐宝纯同志为我院挂“省文明单位"
金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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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西德慕尼黑大学临床医学院Moafrod Eadro来院参

观访问．访问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韩安国主任出席“胎儿诊断专题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了解绒毛胎儿性别鉴定十年随访结果，并与被访儿童合影留念。

106、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举行了鞍钢附企铁东门诊部开诊典礼，这天下午英国
设非尔德市代表来院参观。

107、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鞍钢公司经理李华忠、党委书记张羽来我院对老知

识分子(已退二线的老主任医(药)师)重新聘任为科学技术责任主任，并进行了座谈。

108、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司刘文成经理、杨宝兴书记在本院俱乐部召开了

鞍钢卫生系统医德教育动员大会，号召树立社会主义新院风。

109、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院党委召开了整党总结大会。这年六月十八日召开了

“白求恩杯”竞赛动员大会。

110、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我院举办了第五届职工体育运动大会。

111、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Itl，院党委召开了党代会议，代表们听取、讨论并一致通

过了党委书记田忠元同志代表院党委作的"1986年党委工作报告”和纪委书记南国栋

同志作的“1986年纪检工作情况的报告”，并选举了田忠元、韩安国、周毓丽三名同志为

出席公司第三届党代会的代表。

112、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本尼崎市日中友好协会访问团来我院参观访问。

113、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El，公司组织了首次义务献血，我院田宝安院长、田忠

元书记、刘永志副院长等领导同志带头献血。

114、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司工业普查检查团来院检查验收，我院被评为

工业普查优秀单位。

115、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院召开了第三届科协代表大会。

116、一九／状年十二月一日，本院新建干部病房竣工，正式开诊投入使用。
117、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一日，召开了1987年第一次院管会全委会，讨论审议

1987年度医院工作规划及科室体制调整方案。

118、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院党委召开了1986年“两先—优”总结表彰大会，

表彰了先进党支部5个，先进党小组11个，优秀党员39名，优秀政治工作者33

名。2月25---27日召开了1987年度政治工作会议。’

119、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召开了“双增双节”动员大会。

120、一九八七年五月四日，全院千名职工直接听了广西前线英雄人物谢汉球的英

模事迹报告。
1 21、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召开了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

122、～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市政协委员来我院视察工作。

123、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举行赵明同志(原院党委书记)遗体告别仪式。

124、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召开了科技大会，奖励了1985"*1986年优秀论文。

胸外、急诊科、护理部、药荆科作了经验介绍。孙国月、王怀昌、张希庆、吴金文作了专题

发言。

一10—



125、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院长田宝安代表我院参加“公司企业内总承包签字

仪式”．田院长在承包合同上签了字。

126、一九八七年十月五日，召开职聘工作动员大会，田宝安院长作了动员报告。

127、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召开了第八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工会工

作报告，并选举了景波等25人为第八届院工会委员会，经审查委员会审查并经大会通

过了经费收支情况的报告。

128、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了职工代表扩大会议(237人参加)，民主评

议了副院长刘永志．以72．5％的信任票通过。

129、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研究引进的CT机到货后筹备组装事宜。

130、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了1987年总结表彰大会，表彰了先进科室

6个．先进班组38个，先进个人461名。

131、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院党委召开了1987年“两先—优”表彰大会，表

彰了先进党支部6个，先进党小组11个，优秀党员38人。

132、一九八七年度外事活动：

1、1987年1月19日，日本每日新闻旅行交通会馆营业所小泽德先生来我院访

问。 ．

2、1987年5月14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塔兹总医院长社德先生来我院参观。

3、1987年5月30日，英国设非尔德市友好城市委员会主席默恩夫妇及前首席

宣传官威格雷先生来我院参观访问。

4、1987年7月7日，日本槐花协会代表团一行25人来我院参观。

5、1987年7月8日，日本神户钢厂职工医院客人(花岗道治)来我院参观。
6、1987年10月16日，日本每日新闻旅行交通会经营所所长水泽先生来我院访

问，将日本国槐树花会友好参观团于本年7月7访时录相带，请水泽先生带给日本槐

花会上板洁通先生。

133、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举行铁东医院首批医疗经济承包签字仪式，有内科、干

诊科、中医科、骨科、妇产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中部门诊部、预防中心等十—个科

室与院领导签定了医疗经济合同。

134、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司陈世南、刘文成副经理等领导同志来为我院挂

置鞍钢职工医专附属医院牌匾。

135、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召开共青团鞍钢铁东医院第九次代表大会，团员代表
1 15人。讨论并通过了团委书记王浩同志作的工作报告、团费收支使用管理报告。提出

了“争做合格共青团”的倡议书，并选举产生了共青团鞍钢铁东医院第九届委员会。

136、一九八八年(1月31日至2月14日)以付家文副院长为团长、张家齐、程

野(兼翻译)为团员的医疗保健考察团应日本神户制钢所神钢医院副院长长花岗道先

生邀请赴日本七所医院进行考察。

137、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朝鲜平安北道医学参观团来我院参观。

138、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召开了1987年科技成果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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