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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意义重大，既可为我市医药卫生工作提

供史料，又能作为今后开展医药卫生工作之借鉴。为

此，我局在市政府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详

今略古，详市略县为编写原则，组织人员分赴南京、

上海、南昌，宜春等地，广泛收集资料，并将其分门

别类，建卡归册。尔后，理出纲目，划分章节，指定

专人编写，统一审稿。如此历时两载，几经评议、修

订、易稿，．终以记、志、。传、图、表等形式，编纂成

书。是书虽为粗俗，但尚能真实地反映清末、民国时

期以来，我市医药卫生事业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过程，

使近百余年之卫生史免于失散。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之时间匆促，书中记述不

全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故有望卫生界同道以及

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实感谢之至。

在编写中，得到上级领导暨诸行家多方指正，不

少同志辛勤协助，谨此一并致谢。

陈荣华

1987年9月7日

l



编 写说 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

点、新方法、新材料纂集成书，力图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三者的统一，以突出时代气息、地方风采、专业特色。

二、全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多种体裁叙

事、记人、志物。通篇以志为主。方法上则以时序为经，事

件作纬，横排竖写，纵横穿插，分门男q、类，以昭全貌。
’

三、本志时限，上自1873年，下至1985年。全篇以中华

人民共和固成立后医药卫生为重点，详今略古，通合古今。

四、所志区域以1983年复市后行政区划所辖一县一区为

境。因分宜归属时间较短，且已有卫生专志，故本志以原新

余县为主线进行编纂。大凡复市前的历史事件，有关统计数

字皆以原新余县为对象记述统计，复市后则以详市略县原则

。处理，有关统计数字除已标明者外，均为全市总数。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市档案馆、统计局，。财政局、省

档案馆、宜春地区卫生局等单位，少数摘自南京，上海等地

‘裆案馆。亦有部分资料系基层卫生单位和个人提供。

． 六、为更好地再现历史原貌，本志精选了部分历史原件

集录于后。选用的原则：(1)必须是本地自己的；(2)必

须是重要的，有一定影响的；(3)能反映医药卫生历史状

况的。 ，

七、人物志鄙分本着“生不立传’’原则处理。对当前有

一定医学贡献，或在省级以上部门表彰过的医界人士，则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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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予以介绍。

形式记述，有关称谓尽力采用历史

于记述，部分地方采用了当前习惯

成立前、后，通常写作建国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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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地方病防治⋯⋯⋯⋯⋯⋯⋯⋯⋯⋯⋯⋯(67)

’第八节传染病防治⋯⋯⋯⋯⋯⋯⋯⋯⋯⋯⋯⋯(72)
。

，。第九节爱国卫生⋯⋯⋯⋯⋯⋯⋯⋯⋯⋯⋯⋯⋯(89)
‘

弹三章医疗保健⋯··：⋯⋯⋯⋯⋯⋯⋯⋯⋯⋯一⋯(93)
’

7笫一节医疗机构⋯⋯⋯⋯⋯Ⅵ⋯⋯⋯⋯⋯⋯⋯(93)

，一，市人民医院⋯⋯⋯⋯⋯⋯⋯⋯⋯⋯⋯⋯⋯(94)

， (一)建置沿革⋯⋯⋯⋯⋯⋯⋯⋯⋯⋯⋯⋯⋯⋯⋯⋯(94)
‘

‘=)科室设置⋯⋯⋯⋯⋯⋯⋯⋯⋯⋯一⋯⋯⋯⋯．．．(95)

(三)领导更迭⋯⋯⋯⋯⋯⋯⋯⋯⋯⋯⋯⋯⋯⋯⋯⋯(97)

(四)人员病床⋯⋯⋯⋯⋯⋯⋯∥⋯⋯⋯⋯⋯⋯⋯⋯(100)

’<五)医事活动⋯⋯⋯⋯⋯⋯⋯⋯⋯⋯⋯⋯⋯⋯⋯⋯(104)

<六)医药设施⋯⋯⋯⋯⋯⋯⋯⋯⋯⋯⋯⋯⋯⋯⋯⋯(106)
’‘

_(七)院房建设⋯⋯⋯⋯⋯⋯⋯⋯⋯⋯⋯⋯⋯⋯⋯⋯(111)

! <八)医院制剂⋯⋯⋯⋯⋯⋯⋯⋯⋯⋯⋯⋯⋯⋯⋯⋯(112)

√ ．，<九)财务收支⋯⋯⋯⋯⋯⋯⋯⋯⋯⋯⋯⋯⋯⋯⋯⋯(113)
， 二、市中医院··：：⋯⋯⋯⋯⋯⋯⋯⋯⋯⋯⋯⋯··(117)

。(一)沿革概况⋯⋯⋯⋯⋯⋯⋯⋯⋯⋯⋯⋯⋯⋯⋯”(117)

(二)领导更迭⋯⋯⋯⋯⋯⋯⋯⋯⋯⋯⋯⋯⋯⋯⋯⋯(118)

(三)科室设置⋯⋯⋯⋯⋯⋯⋯⋯⋯⋯⋯⋯⋯．．．⋯⋯(119)

： <四)人员病床⋯⋯⋯⋯⋯⋯⋯⋯⋯⋯⋯⋯⋯”．．．⋯·(120)
一 '(五)设 备⋯⋯⋯⋯⋯⋯⋯⋯⋯⋯⋯⋯⋯⋯⋯⋯(122)

‘

；： I(六)医事活动⋯⋯⋯⋯⋯⋯⋯⋯⋯⋯⋯⋯⋯．．．⋯⋯(122)

． ·(七)药材加工和制剂⋯⋯⋯⋯⋯⋯⋯⋯⋯⋯-．．⋯⋯(123)

(八)财务收支⋯⋯⋯⋯OO O．D OO⋯⋯⋯⋯⋯⋯⋯⋯⋯⋯(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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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宜县人民医院⋯⋯1·⋯“⋯⋯⋯．．．⋯．．．⋯(126>

四、分宜县中医院⋯⋯⋯⋯⋯⋯⋯⋯⋯⋯中j·?(127>

五：乡：镇卫生院⋯⋯⋯⋯⋯⋯⋯⋯⋯⋯o m oile(127>

’(一)沿革概况．⋯⋯⋯⋯⋯⋯⋯⋯⋯⋯⋯⋯⋯⋯⋯．．．‘127 y

(二)医疗设施和医技水平⋯⋯⋯⋯⋯⋯⋯⋯⋯⋯⋯(140 y

(三)财务管理⋯⋯⋯⋯⋯·：⋯⋯⋯⋯⋯⋯⋯⋯⋯⋯·(141>

云、茛跌病伤治敢⋯⋯⋯．．⋯⋯··：⋯⋯⋯⋯⋯·(142)

七、村级卫生组织⋯⋯⋯⋯⋯⋯⋯⋯⋯-。⋯⋯··(143>

八、个体开业⋯⋯⋯⋯⋯⋯⋯⋯j⋯⋯⋯⋯⋯··(144)

第二节医疗制度⋯⋯⋯⋯⋯⋯⋯⋯⋯⋯⋯⋯⋯(145>

一、免费医疗⋯⋯⋯⋯⋯⋯⋯⋯⋯L⋯⋯⋯⋯·(146>

二，公费医疗⋯⋯⋯⋯⋯⋯⋯⋯⋯⋯⋯⋯⋯⋯(147>

三，统筹医疗⋯⋯⋯⋯⋯⋯⋯⋯⋯⋯⋯⋯⋯⋯(149)_

四，劳保医疗⋯⋯⋯⋯⋯⋯⋯⋯⋯⋯⋯⋯⋯⋯(150>

五、合作医疗⋯⋯⋯⋯⋯⋯⋯⋯⋯⋯⋯⋯⋯⋯(150>

六，巡回医疗⋯⋯⋯⋯⋯⋯⋯⋯⋯⋯⋯⋯⋯⋯(152>

第三节干部保健医疗⋯⋯⋯⋯⋯⋯⋯⋯⋯⋯⋯(153>

第四章中医⋯⋯⋯⋯⋯⋯⋯⋯⋯⋯⋯⋯⋯⋯⋯(155)．

第一节中医事业的发展”⋯⋯⋯⋯⋯⋯⋯⋯⋯·(155)．

一，民国时期的中医事业⋯⋯⋯⋯⋯⋯⋯⋯⋯(155>·

(一)新余县中医诊疗所⋯⋯⋯⋯⋯⋯⋯⋯⋯⋯⋯⋯(155》

(二)私立新余中医学校⋯⋯⋯⋯⋯⋯⋯⋯⋯⋯⋯⋯(156)-

(三)私立新余中医针灸学校⋯⋯⋯⋯⋯⋯⋯⋯⋯⋯(157>

二、建国后中医事业的发展⋯⋯⋯⋯⋯⋯OO'D⋯(157)-

第二节执行党的中医政策⋯⋯⋯⋯⋯⋯⋯⋯⋯(162>

第三节‘中医队伍的发展⋯⋯⋯_⋯⋯：⋯⋯⋯”(163>

第四节 中医专著与民间验方的收集整理⋯⋯⋯(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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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一····r⋯⋯“··(173)

．一～一，占幼保健机构人员情况．：⋯⋯．⋯：．．j⋯．：⋯(174)
二、妇幼卫生事业费⋯⋯⋯⋯··⋯⋯⋯⋯⋯⋯·(1 74)

， 三、房屋建设及医药设备⋯⋯⋯⋯⋯⋯⋯⋯⋯(175)

．． (一)院房建设⋯⋯⋯⋯⋯⋯⋯⋯⋯⋯⋯⋯⋯(175)

(二)医药设备⋯⋯⋯”⋯⋯·⋯⋯⋯⋯⋯⋯⋯(179)

第三节妇女保健⋯⋯⋯⋯⋯⋯⋯⋯⋯⋯⋯⋯⋯(179)

一、新法接生推广⋯⋯⋯⋯⋯⋯⋯⋯⋯⋯⋯⋯(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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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儿童保健⋯⋯⋯⋯⋯⋯⋯⋯⋯⋯⋯⋯⋯(187)

． 第五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93)
t ’

、

．第六章厂矿医疗⋯⋯⋯⋯⋯⋯⋯⋯⋯⋯⋯⋯⋯⋯(】97)

第一节概述⋯⋯⋯⋯⋯⋯⋯⋯⋯⋯⋯⋯⋯⋯(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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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江西二化职工医院⋯⋯⋯⋯⋯⋯⋯⋯⋯(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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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分宜电厂职工医院⋯⋯⋯⋯⋯⋯⋯⋯⋯(21 3)

第八节铁坑铁矿职工医院··‘⋯⋯⋯⋯⋯：⋯⋯⋯(213)
‘，

‘第七章药品管理⋯⋯⋯⋯⋯．．⋯⋯⋯⋯⋯⋯⋯⋯·(215)

第一节药政管理⋯⋯⋯⋯⋯⋯⋯⋯⋯⋯⋯⋯⋯(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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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新余县立医院成立，承办全县卫生行政事也，

管理全县医药，实施医疗工作，推行环境卫生、种痘、预防

注射及妇婴卫生等事项。当时战乱频繁，疫疠横行(尤为霍

乱)，天灾人祸，连年不息，诸般卫生工作开展缓慢，或仅

一纸空文，流于形式。新余县卫生院至1949年还局促于县城

皇庙内，除门诊四张简易观察床外，未有病房床位，每天门

诊平均6人次，医药人员四名，药品(包括红汞，胶布、注射

。用水等)只有七十五个品种，医疗器械，除一般常用的几把．

剪刀、镊子和几副注射器外，最大的足一个白铁皮蒸馏器和

一个煮沸消毒器。医疗工作无论城乡都以民问中医药为主，

其形式为开铀行医、坐堂看病、在家诊病、走村串户，摆摊

看病等。全县有中医314人，中药铺119个。1938年，县设有

救济院、教养院各一所，收容82人(含婴幼儿)。

1941年，新余县成立“非常时期新余县中医诊疗所”，

服务对象主要为本地民众以及抗战时各地踊来之难民。是年

疫病流行，县商会募捐银元800元，配制一批膏、丹，丸、

散，对难民及患疫病者施药送医。
’

1942年，成立“新余中医专修班"，校址设章家祠，．招

生二期共60人。1943年改为“私立新余中医学校"，校址迁

西门周家，学制三年，授课15 J'q，在校毕业者计39人。
。

．1945年，成立“中国针灸学校(社)一，招生26人，学

习一年，校址设原新余中医学校。． ． ：’

1946年，成立“北平国医砥柱社新余分社砂，’属研究中

医之群众组织。 、
’一。| ．

．

：
．’

’i949年7月14日新余解放，成立了新余县人民政府，。接

收了民国时期的旧卫生院。为了确保广大劳动群众身体健

康，促进卫生事业发展，在省卫生厅和专署卫生行政部门的



指导下，认真贯彻“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一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1950年7月成

立“新余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团结医药卫生人员及负责对

全县中西医药人员登记管理，颁发执照，加强医药人员政治
、

学习，提高科学知识，改进旧有作风，参加卫生宣传，防疫。

工作，取消巫神治病及贩卖假药。1951年在农村基层开始建

立第一批国家医疗卫生机构——洋津、观巢，沙陂、江东，

蒙山五个医疗卫生所，举办种痘、接生员谢练班，积极开展．

爱困卫生运动，推广种痘、预防注射、新法接生等工作。
‘

1952年县人民政府，按照中央卫生部(52)医字第794

号发布的“县卫生院暂行组织通则”的规定，7充实加强了县

卫生院，担负全县卫生、防疫、医疗预防及初级卫生人员训
、

练工作，领导所属区卫生所及其它卫生机构，．同年6月，县

人民政府设立了卫生科。主管全县卫生行政。为了充分发挥

’民间医药的作用，方便群众就医买药，1953年5月根据卫生部：

“关于组织联合医疗机构工作者协会’’规定，在广大农村先：

。后建立了三十二个联合诊所。同年6月，召开了全县巾医代．

表会，认真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嗣后，对联合医疗机构几，

经整顿，使之配合县卫生院、所，为新余县的人民医药卫生

事业作出了贡献。 ．

，

1956年私营药店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各地诊所也随．

之成立公私合营国药业。1957年，新余县人民委员会发出了

_“新余县中医安排方案"。同年4月，中医，药统一划归县．

卫生局领导。县卫生局旋即召开了各合营国药业负责人和中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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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号入经常化。同时分别成立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各合营国药店都转为公社医院，．

’各地相继建立了公社产院134个，休养床281张，参加产院的

．接生员223人，普及推广“一卧三消毒"的新法接生，贯彻

“三调三不调"的挂牌制度(即月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

一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紧接着在新余县委除害灭病

指挥部的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

卫生运动，做到了每个大队有卫生村，每个生产队有公共厕

所；组织了120名医药卫生人员，集中十台显微镜，全面开展

。了搿六病普查黟(即“钩虫病、丝虫病、疟疾、头癣，甲状

隙肿、性病’’)，查出了病人23690人(其中钩虫病17523人，

—丝虫病129人，疟疾3364人，头癣2340人，甲状腺肿252人，

性病82人)，实行边查边治(免费)，查一片、清一片，同
年8月，在新余县城中医联合诊所的基础上筹建了新余县中医

院。与此同时，新余县钢铁厂、花鼓山煤矿相继成立职工医。

5脘。
。

。
’

1959年3月26日，新余县红十字会筹备会成立，接着，
‘

各公社相继成立了红十字会基层委员会，先后发展会员5000

人，建立红十字会卫生站64个，红十字会诊所一个，普遍开

展除害灭病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并培训红十字卫生员，组织

各项卫生急救以及义务献血等。

．同年，筹建新余县麻疯病防治所，收容自萍乡转回原新

：余的麻疯病人。 、 ＼

1960年9月，新余市成立，各级卫生医疗机构的人员、

-设施进一步加强。市人民医院，。从】￡；97置的98人；增耷157

．人，一些医疗器械如200毫安X光机，立式高压消毒器等得到

充实，并新建了两幢三层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此外，为继承

一
． {



祖国医学遗产，成立了中医温课委员会及中医函授辅导站，

招收了中医学徒57人。在广大农村兴办了全托幼儿园57个r

托儿所2200个，加强了学龄前儿童的卫生保健。 ．

1961年，全市全面开展了“三病一(即浮肿、．子宫臆
垂、闭经)普查，并进行了免费治疗。同时健全充实了卫生j

学校，增加了班次，扩大了招生，以加强卫生技术人员的培‘

训提高工作。1963年9月撤市恢复新余县，1961年全面进行‘

了社会主义教育，整顿了各级卫生医疗机构。 ．

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余医药卫生受到了严重冲击和破：

坏，县卫生局，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县人民医．

院，县药材公司合并成立了新余县医药防治站，各医疗卫生一

人员下放农村，卫生保健等预防事业处于瘫痪状态。在此斯。

间，发生了新余县自建国以来最大的传染病流行。即1966年．

发生钩端螺旋体746例，1967年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6282。

例，1972年发生小儿麻痹症897例。直接影响人民身体健蘼
和生命安全。1970年3月，县医药防治站解体，恢复县卫生

局和原来的医疗，防疫、保健机构。1972年，开展了麻疯病：

普查，查出病人105人(其中瘤型25人，结核型80人)，勘
先后送进县麻疯病防治所隔离治疗。此间，掀起了大办合作：

医疗，大办中草药的群众热潮，到1975年，全县257个大队，

队队有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发展到683人，农民看病服药，

免费。为了指导和推广草医草药，县有关部fi

验方汇编》。
。

医疗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超越农村经济条件

几经调整，改为医疗站(所)，实行谁看病谁一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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