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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佛山市卫生志》问世了，这是我市卫生工作的一件大喜事≥

本志书记述了清光绪七年(1881年)至1985年间佛山医疗卫生事业

：甜t ．的兴衰历程，是一部全面反映我市卫生事业发展的志书。

I．有居徽象露篇篇铉黧圣淼皇
少、设备简陋的西医院和私人开业的中医生，以及药铺的坐堂医生。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医
-

。

疗卫生事业飞跃发展。至50年代后期，仅十年时间，就建立了一

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等机

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佛山的经济建

／ 设蓬勃发展，城乡医疗卫生工作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各种传染性
冀 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部分传染病已被控制或被消灭。由于长期坚

0 持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市容美化，环境整洁，因而多次被省

评为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城市，并曾获“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红旗市"

的光荣称号口医学卫生科研取得一定成果； “下水道曲管防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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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参加全国卫生科研成果展览； “钩端螺旋体病的研

究”，应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卫生部邀请作学术交流； “登革热病

毒分离”． “稻田皮炎病因调查”， “利用储粪池沼气发电”，均

获全国科学大会荣誉证书或奖状。医疗卫生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但也有令人难忘的历史经验教训，医疗卫生条件还需不断改

善，技术队伍素质还要不断提高。

本志书以事实为依据，遵循历史的轨迹，对佛山医疗卫生管

理机构的沿革，疾病流行的情况，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健康

水平的提高，以及医学教育的不断前进等诸方面作了翔实的记述。

编印此志，将使人们有可能更好地了解佛山卫生事业发展的全貌，

激发人们的奉献精神；同时，它也将为今后进一步研究佛山医疗卫

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可信的资料。

王稔年

1 988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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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佛山是一座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老而现代化的城市，位于广东

省珠江三角洲腹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交通方便，工商业比较发达，素有“小广州”之美称。
佛山市，在建国前属南海县，手工业发达，是我国“四大名镇竹

之一。自鸦片战争后，佛山手工业产品不断受到洋货排挤。民国初

期，军阀混战，时局不稳，不少富商迁往港澳，生产受到影响。尤

其是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从1938年至1945年，占领佛山长达
七年之久，破坏特别严重。不少人死于战乱，更多的人四处逃难，

大片居民住宅区成为废墟，到处颓墙断壁，杂草丛生，全镇人口由

民国初期的30多万人降至8万多人，实属空前浩劫。

1946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佛山镇的医疗机构有“广东省立

第三医院”、英国教会创办的搿循道医院一、人民群众捐资兴办的

善堂、佛山镇公所拨款举办的赠诊所，还有私人开业的中西医生、

助产士以及药店。

建国初期，。广东省立第三医院一改为。南海县实验卫生院一，

。循道医院?‘仍归教会管理。人民群众问医求药，除这两间医院

外，‘大部分依靠当时私人开业的一百多名中西医生。当时佛山全镇

除11条马路有正规下水道外，一其余大街小巷全是明渠或石板渠排

水，有13，000多户人家靠渗井排水，大量蚊虫孳生，卫生条件极
差。1 95 1年3月，’佛山镇改为佛山市。佛山市人民政府设立卫生

科：次年，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后逐步建

立医疗：卫生、保健及环境卫生管理机构，推行预防接种，迅速消

灭了天花、霍乱两种烈性传染病(佛山非鼠疫区)，并逐步控制了

新生儿破伤风、白喉、乙型脑炎、小儿麻痹症等危害儿童健康的急
性传染病。 ．



I 958年开始，大力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中心的

爱国卫生运动。从卫生基本设施入手，清理沟涌，根治下水道，改建

不合卫生要求的公共厕所；对城市粪便、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平整

道路，美化环境；提高人民卫生知识水平，培养人民卫生习惯，订

立卫生公约，制订《卫生罚则》，使全市人民爱清洁、讲卫生蔚然

成风。大街小巷经常保持干干净净，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卫生面貌。

1960年3月获得“全国卫生红旗市”的光荣称号。
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干扰了正常的工作和制度，在

医疗卫生单位提出“医、护、工、休(医生、护士、工人、休养

员)．．条龙”的工作方法，破坏了医生、护士、工人的正常分工，

造成医疗质量下降，传染性疾病上升，整个卫生事业遭到严重破
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卫生部门敢于提拔技术

人员担任医疗、卫生单位的领导，提高管理水平。佛山市政府成倍

增拨卫生经费，还额外拨款增加基建，更新设备，使医疗、卫生工

作又有新的发展。同时，中共佛山市委、市政府加强对爱国卫生运

动的领导，逐步恢复各项规章制度，增加卫生设施，使金市卫生面

貌得到恢复和发展。

据统计，1985年金市有卫生人员2，879人，平均每千人有卫

生人员9．1 8人；设有病床1，760张，每千人有病床5．5张，比1949年

增加1 0．6倍，为建国初期3．3 1倍。而且区域分布合理，保健成网，

市容整洁美观，污水排流通畅，人民健康水平提高，寿命明显延

长。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全市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新气象，成为全国十个明星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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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 951年，美国统治集团在侵略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并

把细菌弹投掷到我国的国土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号召金国人
民：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

的细菌战争。”佛山市于1952年3月成立“佛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由何武市长兼任爱卫主任，下设

办公室，领导全市人民开展以疏通沟渠，清除垃圾、消灭蚊子、苍

蝇、老鼠、跳蚤和虱子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并积极推广预

防注射。此后，每届政府都以市长或副市长兼主任，积极开展此

项工作。其中，1958年一一1960年和1976年一一1982年两个高峰

期，做了较多的卫生基本建设和组织管理工作，在多次评比中，获

得全省第一名。1960年3月被命名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红旗市”o

在1978年的全国卫生科技大会上荣获锦旗、受到表彰。。
1 984年，佛山市管辖的地方划分为城区和石湾区，两个区都成

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城区爱卫会主任钟强，下设10人编制的爱
卫办公室，并有10名卫生监督员。石湾区爱卫会主任林广垣，办公

室工作人员3人。

1986年，市爱卫会办公室升格为处局级，抽调市卫生局副局长，
主管医师林汉荣为办公室专职副主任o

‘

第二节卫生局

195 1年3月，佛山市人民政府成立，下设卫生科，分医政、药



政、预防保健和环境卫生四个股。工作人员七人。办公地址在

路(现莲花路)市政府内。

1959年1月，市卫生科与市卫生防疫站合并，改名佛山市

局，人员约45人，分设医药股、卫生股、防疫股、人事秘书股

市东上路市卫生防疫站旧址办公。1 962年又站、局分开。卫生

制八人(另有二名副局长为事业单位编制)，设人事秘书股和

股。局址设筷子路19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下简称“文革”)，1 969年，卫生

名佛山市卫生系统革命领导小组，下设政工股、医药股、秘书股、

和武装部。
1 983年6月，地、市合并，佛山市卫生局和佛山地区卫生局合

并为佛山市卫生局，设局长室、党委办公室、人事科、科教科、医政科、

药政科、预防科、妇幼科、中医科、秘书科、图书室，同时还代管公

费医疗办公室，干部42人。局址在富民路14号。

原佛山地区卫生局
1 952年，珠江专员公署卫生科由石岐迁往江门，成立粤中行署

文教处卫生科，1953年粤中行署由江门迁佛山大福路，1954年撤销行

署改称佛山专署，下设佛山专署文教处卫生科，1 957年设佛山专署卫

生局，1 968年一一1 969年“文革”期间改名佛山地区卫生战线革命

领导小组，1969年末改名佛山地区卫生局，1983年6月地，市机构
合并，改名佛山市卫生局。

1 984年1 1月，城区和石湾区，各设区卫生局。城区卫生局设在

莲花路城区人民政府内，编制lo人，局长黄树荣，副局长卓永光、
林光汉，设人事秘书股、业务股，并代管公费医疗办公室。石湾区

卫生局设在石湾区人民政府内，编制六人，局长许丽萍，副局长陈
焕标，设医政股、人事政工股、．财务办公室，并代管公费医疗办公

室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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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佛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人员更迭表

职 务 爱卫会职务 姓 名 任职时间(年)

市 长 主 任 何 武 195l一1957

市， 长 主 任 邓振南 1958——1965

副市长 。副主任 王 灿 1958——1965

副市长 ‘副主任 宋荣贵 1959—1965

革委会副主任 主 任 宋荣贵 1973——1979

副市长 副主任 钟 强 1980一1984

市政府顾问 副主任 赵瑞德 1980—1983
●

市 长 主 任 于 飞 1980—1984

副市长 副主任 钟 强 1980——1984

吾Ⅱ市长 副主任 杨 坚 1980——1984

副市长 主 任 宋荣贵 1984——1986

副市长 主 。任 欧阳洪 1987——

·5‘



附二：佛山市卫生局(科)领导人员更迭表

机构 名 称 职 务 姓 名 任职时间(年)
．

市卫生科 科长 何光洪(兼) 1951—1952
·．j

"

科长 招丽贞 1953——1954
"

副科长 周兰 1951—1954
∥

科长 周兰 1955——1955
”

副科长 陈伟 1955——1958
"

何洪铎 1955——1956副科长
市卫生局 局长 周 兰 1959—1960

卧

第一副局长 吴士良 1959—1962
，，

副局长 陈伟 1959—1960
|I

副局长 程忠祥 1961—1969
聃

局长 陈伟 1960一1966
卫生。文革"领导小组 组长，副书记 陈学仁 1966——1969

"

组长 李才 1969——1976 。

"

副组长 刘希正 1969——1971 ●

”

副组长 陈伟 1970——1975’ ’

”

副组长 程允桃 1972——1975 ，

”

副组长 邓伟存 1972—1975
l} 副组长 邢铁骅 1975——1976

市卫生局 局长 赵胜德 1976——1980

H 副局长、局长 陈伟 1976—1983
，， 副局长 何洪铎 1976——1983

种 副局长 李婵 1973—1979
l} 副局长 姜立德 1974——1983

" ．副局长 黄竹芳 1978——1983

" 副局长 黄树荣 1981——1983

(地市合并后的市卫生局) 局长 王稔年 1983——

" 副局长 陈伟 1983—— ．‘

” 副局长 林汉荣 1983—1986
，， 副局长 钟其弼 1986——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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