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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自己动手，讲究卫生，除

害灭病，提高健康水平，寓爱国之情，文明之志于活动之中，用群众卫生

运动的方法改变城乡卫生面貌，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是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一大创举。

南京市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亲自关怀、领导下，

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积极组织协调下，在南京数百万群众的踊跃

参与下，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同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出现过众所

周知的曲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爱国卫生工作以除害灭病为中心，以改

善广大城乡的卫生状况为目标，取得了可喜进展。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

势下，爱国卫生运动又继续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开展全民健康教育，

坚持农村改水、改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可以预料，今后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爱国卫生运动将继续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盛世修志，将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四十年的经历如实记录下来，是

老一辈爱国卫生工作者的夙愿，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南京市爱

国卫生工作的老领导、老前辈的关怀下，在有关人员的努力下，《南京爱

国卫生运动志》终于问世了，这是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者的心愿，是

我市爱国卫生工作的又一硕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南京爱国卫

生运动志》能尽棉薄之力，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过去，深刻地认识今

天，科学地指导明天。

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进一步贯彻“政府组织，地方负责，



部门协调，科学防制，群众动手，社会监督"的爱国卫生运动方针，在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由于编志人员水平有限，虽殚精竭力，亦不免拣芝丢瓜，繁简失当；

又由于爱国卫生工作档案资料流失甚多，加之时问仓促，难免挂一漏

万，疏漏重点，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朱庆生

1991．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应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以达

“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

二、本志记实叙事，述而不评，立足当前，详近略远，记事起自1949

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下限至1989年底。

j 三、本志以当前爱国卫生各项工作为基础，参考历年工作主要内

容，横排类目．纵写史实，其结构依次为章、节、目等。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以志为主体，同时采用记、图、表、照

片等多种形式。
’

五、附录部分着重收取解放以后各时期南京市发布的对全市爱国

卫生运动有重大影响的有关文件。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为市爱卫会、市档案馆、市卫生局保存档案，

《南京卫生年鉴))1987----1990年版等，此外尚有部分资料由有关区县及

基层单位提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
-_

畦：
舅事 e

一九五二年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合影，f下)

七十年代，城区结合环境清扫送肥下乡。

一九六。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

视察五老村卫生工作。(左)

一九五二年，南京市获全国爱

国卫生运动模范城市奖旗。(下)

全国特等卫生模范鲁大妈



(上)市委第一书记彭冲给卫生

先进单位五老村授奖。

(右)环卫工人在清扫街道。

一九五八年九月邵力子率中央卫生检查团来我市检舟

(下)六十年代初，省卫生检查团来我市检查。f下)市委书记何冰皓等参加五老村清理环境改造家园的劳动



五十年代初的环境消毒工作(下)

一九五二年爱国卫生运动中，居民在

清理“垃圾山”。(左)



五卜年代初，市民制定的爱国卫生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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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村自五十年代起坚持卫生保洁制度．(左J

七十年代环境卫生仍保持较高水平(下)

八十年代河道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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