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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恭城瑶族自治县卫生谚

《恭城瑶族自治县卫生诘》

工作人员

县卫生局：钟云芬邓文娟刘敏娟

县地方诘办公室：何菊英王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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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瑶族自治县卫

生局作为全县卫生行政

主管部f J，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行使对全县公

共卫生事业的行政监管

职权。图为建筑面积达

1700平方水，于2000年

3月投人使用的县卫生局

综合楼。

团结、务实、富于开拓精

神的县卫生局领导班子。(从左

到右副局长、局党组成员黄

桂军、剐局长、局党组成员林

森、局党组书记、局长何毅、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钟克华、

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黄晓

渡、局党组成员、爱卫办主任

黄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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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医院作为金县医疗服务中一L,}il技术指导中心，于2000年1月通过区卫生厅“一级甲等医院”评

审。罔1为建嘲初期征用周谓桐作县人民医院的天门。罔2、3为利用国家扶贫资拿加地方财政口d套资金新建

的该院门诊大楼和医技楼。图4为该院住院人楼。(分别于2000年6月、2001年6月和1998年9问投入使用)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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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巾医院于1990，寸由腺城厢乡』j生院扩建而成，2000年2月已通过区卫生Jr和I墨一}|医

药管理局“：级甲等一{·医医院”评审。罔I为扩建前的城厢p生院病房楼，罔2为扩建后r

1999年底投入使用的住院大楼。图3为该院投人近60万元购置的电磁波体外碎廿装置。

蜘却．面萱哑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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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桂林市卫生局和区卫生厅推荐，恭城瑶族自治县被列为卫生部／联台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

目——200卜2005周期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强化项目建设单位，于2001年7月在全县正式启动，图

为全县项目肩动培训班会场。

国家卫生部项目办官员在县人民政府唐秀珍副县长(左四)，县卫生局何毅局长(左五)陪同下

到村卫生所检查指导项目实施情况。



图2：全县“120紧急救护系统”于2001年9月正式组建，

为及时有效地抢救重症病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图为120紧．

急救护小组紧急出动。

图1实行卫生资源合理开发，促进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技术支持，优势互补。

县卫生局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积极倡导成立了以县人民医院为核心的“恭城瑶族自

治县医疗联合体-o对全县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实行集团化管理。图为县卫生局局长

何毅(左)、县人民医院院跃周志华(右)共同主持联合体成立揭牌仪式。

图3：县卫生防疫站作为全县卫生防疫技术指导中心

和五大卫生检测中心，于1998年通过自治区技术监督

局计量认证评审。圈为该站检验人员对县城生恬饮用

水源采集检测标本。

图4：县妇幼保健院于2001年8月顺利通过“一

级乙等妇幼保健院”评审。图为该院儿保医生开

展罂幼儿生长发育监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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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建设和完善，全县三级医疗网点已建立健全，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为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瑶乡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

图2利用自治区人民政

府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资金及自筹资金

新建的莲花中心卫生院

产科楼(2002年7月投人

使用)

图1：县人民慝院外科手

术工作情况。

尉3全县实行乡村卫生服

务一体化管理后，村级卫

生所建设进一步规范，办

医条件显著增强。图为平

安乡臣塘村卫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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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诘”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恭城瑶族自治县卫生诘》的出版，是全县卫生

事业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多年的意愿。·

医疗卫生工作是一项严格地运用科技原理和方法造福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社会事业，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缺医少药，卫生诘的编写更是一个

空白。建国53年来，恭城瑶族自治县卫生事业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县委、县人

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不仅在医疗设施、妇幼保健、防疫治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绩，而且在卫生行政管理、卫生行政执法、农村改水改厕、创建卫生县城、乡、村和乡村卫生服

务一体化管理、卫生体制改革、劳保医疗及医药管理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促进了恭

城瑶族自治县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
‘

通览《恭城瑶族自治县卫生诘》，深感欣慰。{恚中收载若干原始资料和图片，不但为本诘

增添了色彩，而且薄古厚今，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还起到了存史、资治、借鉴、教育等作用。本

i志编修人员，治学严谨，工作甚勤，深查细访，走遍全县，精神可嘉。本诘以卫生文化遗产留传

后世，也以修诘精神激励后人．

欣然命笔，以此为序．

2002年7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

事求是地记述恭城瑶族自治县卫生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诘由概述、大事记、专诘、附录组成，以专诘为主，辅以表、图、照片．专诘遵从“事以

类从，类为一诘”的原则，设10章35节，节下设目、子目．

三、本{去沿事物的始末记述，上限因资料占有状况而异，下限至2000年底，个别大事要

事延伸至2002年。

四、记述用语体文。

五、历史纪年：建国前用旧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六、历代行政区划、机构按当时称谓．

七、度量衡单位除加以注释外，均用国际标准制．

八、统计数字，原则上以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用卫生部门统计数字。

九、本诘资料，出自旧县诘、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概况资料、调查报告及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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