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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地分两处；院部座落在古楼区山货店

街，南临寺后街，北临徐府街，东邻南书店街，西邻中山路，占地
’

16亩，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门诊部原设于南关五福路街，于1979

年迁址东郊，改名为第二人民医院分院(以下简称分院)，院址在

汴京路东端路北，西邻沙岗寺，东靠39243部队营房，北邻开兰公

路，南邻化肥厂生活区，占地78亩，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由于

分院设有皮肤专科，病人多来自市郊和开封、通许、杞县、‘尉氏、

兰考等附近各县，省内外远路患者常有就诊。 。 i

医院创办于1 951年，距今已有三十一年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 ．。

领导下，经过多次整顿，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办院方针，医院不断发

展壮大，其问经过两次合并，三次更改院各。 “文革"十年动乱，

医疗秩序受到很大干扰。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调整、改革，整

顿、提高的方针，’医院各项制度得以恢复，业务建设迅速发展。

1982年病床已达500张，职-V_712人，其中医务人员526人，已成为

一所有临床、医技34个科室的综合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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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发展示意图

． 注。方框内年代，指该机构建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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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工人医院的产生和变迁

1950年，开封市总工会为了解决职工就医困难，由工会劳保部负责，。聘请了几位医

务人员，在自由路西段路南的工会劳保部前院，成立了诊疗所，’取名为工人诊所。不久

旷了



又在所内设立十多张病床，随改名为工人医院。经市工代会二次会议决议，1951年经协

商与私营更生、慈惠两医院合并，在山货店街的更生，慈惠医院旧址，正式成立了开封

市工人医院。医院分南，北两院。南院的前院诊病，后院办公，北院为病房。全院共有

民房46间，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1952年接收了位于中山路的光华诊所。1953年联合了

市直第一门诊部，在南关民享街建立了第二门诊部。

院长由卫生局长韩锡钻兼任。有医生10人，护士11人，护理学生20人，全院共有职

工68人。

第二节：职工医院的组成

1951年，开封市合作总社为解决社干就医难，在新街口消费联合社内成立了诊疗

所。不久根据社代会决议，(将合作诊所扩建为医院。)经动员协商，接收了寺后街私

营寿民医院及维铭医院的的部分人员，还吸收了一些个体开业医生，加上上级分配来的。

转业医护人员，1952年将合作诊所改名为社员医院。由于医院和合作社性质不同，市联

社将医院交市政府卫生科领导，于1953年与市直第三门诊部合并，改名为开封市第二人

民医院。 ，

‘1954年，市卫生局为加强全市医疗卫生工作的整体规划和统一领导，决定将工人医

院和第二人民医院合并，定名为开封市职工医院。院部设在山货店街。1956年在山货店

街路东的原省体委和文化干校1日址自建病房楼一幢，另在南院设骨科，皮肤科病床50

张。1958年，在甫关五福路路北，自建门诊楼一幢，面积1，800平方米，1959年第--t-j

诊部由民享街迁此，改称市职工医院南关门诊部。设病床70张(皮肤科40张，综合病床

30张)二1963年将山货店街路西旧门诊房拆除，建门诊楼一幢，占地面积l，100平方

米。1966年东院又建一幢病房楼。基本上形成了一座位于山货店街，包括路东的病房，

鬣，路西的门诊部和南关门诊部在内的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医院。

第三节：第二人民医院的建立和发展： 、

● ● ●
． ．

1975年，市卫生局为使市属各医院名称规范化，职工医院更名为第二人民医院。当

时全院有病房楼两幢，门诊楼两幢，共4300平方米。另有旧平房若干闯，做药械物

品库房和行政办公及医技科室使用。新旧房屋共计6，000平方米，医院全部占地面积约

10，OOO平方米。

1975年，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为方便在汴所属企业职工就医，在东郊汴京大道东

头路北着手建立工业医院，总面积46，990平方米左右。1979年门诊楼建成，收归市

有。南关门诊部迁此，暂称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郊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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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与发展

第二章医疗工作

第一节 内 科。·

，

·内科是我院历史最长的科室之一。早在更生医院时期，就设立了内科。工人医院成

立后，作为三大科室(内、外、眼)保留下来。当时门诊专科对外，住院与别科合作

(全院当时共有综合病床30张)。1951年建院初期仅有科主任1人(行政、业务不

分>，医生(医师、医士不分)3人。工作时门诊、住院不分，每天上班先查病房后看

门诊。实行半日门诊工作制，下班后科室留1人值班，次日不休息也不补假。每日就诊

患者近百人次。当时医院尚无供应室，各类医疗器械，敷料、注射器等都由科内自做和

消毒。 。

t·
’． t’；

j

．1954年工人医院与原市第=人民医院合并，‘张芝芳主任调走，王进惹接任科主任职

务。医生增加至7人。病房独立，设床位30张。配护士长1人，护士8人。工友2人。，

门诊量每天百余人次。南关门诊部配医生2人，每天接诊二，三十人次左右。

’i 1956年医院病房北楼竣工。内科床位扩大到48张(其中有皮肤科7张>，门诊病人

每天可达150人次左右。当时除科主任负责全科业务，行政工作外，设科秘书1人，协

助科主任处理科内行政事务和领导科室政治学习等。护理工作除科护士长外，另设总务

护士1名，负责科室护理日杂工作和物品被服的领发，‘保管事项。

1958年医院废除了半日应诊制，改为全日门诊。每日门诊量增加至二百人次左右，

。南关门诊部每天也达七、八十人次，合计全科每天门诊病人近三百人次。这时全科医生

已有14人，其中病房除主任外，病房配住院医生3人，其他医生均去门诊上班。住院医

生和门诊医生半年或三个月轮换一次。南关门诊部新门诊楼于1958年落成，另设病床20

张，配住院医生2人，门诊医生4人，病房医生与门诊医生换班与院部同。

1968年病房南楼竣工投入使用，内科病房迁移新楼。床位增加到59张。

1979年东郊新院址部分建成，南关门诊部奉命撤销，搬迁东郊，成立开封市第二人

民医院东郊分院。设立内科病床60张，后又增加老干部病床20张。这时全院内科共有病

床129张。门诊量每日高达四百余人次。 ，*

现内科有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11人，医师19人，医士2人，共计33人。其中

正式大专院校毕业者23人，经过进修已达大专水平者9人。全科共有护士25人，其中护

士长、副护士长各1人。工友4人。 ·

医疗设备

1954年时，医生给病人诊治，除了问、触、叩、听之外，仅有体温计，听诊器，血

压计等简单器械及院辅助科室陆续配有X光机一部，心电图机一部、显微镜等检查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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