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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卫生志，在旧中国的工矿企业中无以借鉴。建国后，工业卫生工作者在毛东泽

思想指导下，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开封卷烟厂卫生所，遵照上级指示精神编写《工厂卫生志》。以反映该所的治所宗

旨、历史沿革、隶属关系及其现状。并且卅多年来贯彻以“予防为主”的方针，明确为

职工、为生产服务的方向。历年来配合有关科室不断地改善作业环境和劳动条件，提高

职工健康水平，促进卷烟生产的发展所采取的措施都有记载，供现领导和后人参考。

开封卷烟厂卫生所志，上限1953年，下限198垂年。全书分十三章六十二节，附件十

---N。‘该志收资编写过程：除所内积累资料外，又经回忆座谈、内查外调，翻阅档案。

据此编写初稿后，该厂有关科室的同志和学校杜树威老师提供意见，再次修改而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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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卷烟厂简介、

开封卷烟厂是开封市的老工厂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厂址：位于市南郊，繁塔寺西

街，北倚陇海铁路，南与乡政府为邻，东有药厂，西临公路与铁路苗圃对峙j，附近有：
● ●

繁塔、禹王台公园风景区；距火车站、汽车站不远、交通方便、地址适中，为较理想地
、 ，’

卷烟生产基地。全厂有职工两千二百余人，厂房面积为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二平方米。年
‘

产卷烟三十余万箱。产品有：汴京、+开封、如意，I=I乐等十多种，行销全国各地。

开封卷烟厂，历史悠久，实力雄厚，技术精良，品种繁多，适应市场能力较强。历年
p

．

以来为国家的税收、财政、创造出大量的财富。就一九Jk．-"年的年产值，为两亿零七百

六十七万余元。为国家累积资金做出了贡献。 ·．

开封市经济，在旧社会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是达官贵人，上层人物的消费城市。

卷烟行业星罗棋布、多为手工生产。林清大水旱烟庄的历史追溯到前清乾隆年间，机器

卷烟，只不过五十余年经历。一九二七年，上海人朱银山开创大昌烟厂。沦陷期’日本

人，于包府坑，西半截街兴办华北烟厂。国民党第二方面军金城烟厂继后。抗战胜利
’

后，开封有大小烟厂四十家。开封解放，各家烟厂盛衰不定，一九五。年三月九日，开
～ ～

封烟厂创立，规模很小，几经发展，于一九五六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由十三个单位

合并为公私合营开封烟厂。文化革命中又改为国营开封卷烟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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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_)开封卷烟厂座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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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开封烟厂生产区简 图．李致中撒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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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开封卷烟厂卫生所沿革

开封卷烟厂是卫生所的前身，是开封烟厂医疗室。创建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

改为厂保健站，一九八。年易为卫生所，以至现今。早年开封烟厂位于本市省府西街，

当时人数不多，没有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强劳动力由犯人充当，职工尽做一些管理与

技术工作。工人染病就医于私人诊所。后改为公安局的医疗室。由于工厂初建，房屋狭

窄，许多车间全是临时性席棚，设备简陋，‘防护性差，作业环境，尘土飞扬，工人工作

／＼小时，吸入大量的烟尘’。因此，。卷烟工人，患呼吸系统疾病，如肺病较多，在医疗条

件差、治疗不及时，造成死亡。曾受到市领导机关的批评，河南日报的揭露。一九五三

年迅速成立了第一个医疗机构。医疗室建立的同时还设简易病床与工人治疗休养。

，一九五四年开封烟厂迁南郊繁塔寺，．厂房初具规模，．成为地方国营开封烟厂，医疗

室改为厂保健站，(市委正式批准在案)。保健站有内外科，还有卫生室为女工冲洗治

病，月经排牌，推行新法接生等妇幼卫生工作。刘金玉为当时的卫生室负责人，助产士

李秀美同志继后，他俩多年以来担当了女工卫生工作。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对私有烟厂进行改造。私营益中、龙华i正义、义丰、振

兴、大明和水旱烟庄林清太，胜利铁工厂，建东布带厂等与地方国营开封烟厂合营。之

后杞县新华烟厂，，兰考县烟厂也先后并入开封烟厂。命名为“公私合营开封烟厂”最后

东郊造纸厂一并并入烟厂。共计有十三个工厂单位组成烟厂。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

大放卫星、办卫星工厂等大跃进的形势下，．卷熠生产一跃再跃，公私合营开封烟厂原来

职工总数不足千人，一跃而为～千六百二十四人。医疗设备和人员大事扩充；除原开封

烟厂、新华烟厂与私营益中烟厂医务人员以外，又从军队转入，街道吸收着若干人员。

至此全厂医务人员达十四人。

一九六O年，自然灾害三年中，贯彻了以农业为基础，缩减了人员，支援农业，医

务人员有所减少。一九六五年经济方面有了恢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九七

六年结束，十年动乱经济文化技术各方各无重大进展。一九七八年以来，则开始飞跃，

生产工人的增加，生产翻番，医务人员和工人一样大批的增长。在医疗质量方面也有相

当的变化。一九八四年卫生技术人员有三十二人，还有会计一人，共计三十三人0

厂卫生所设有：内、外、妇和中医科。辅助科室有：药房、化验室、X光室、，1、3,电

图、超声波、注射室和会计室十一个部门。其中大型精密仪器，X光机、心电图机、超

声波、电冰箱、进口显微镜、光电比色计和高压消毒器等主要设备，又救护车一辆。卫

生所业务由简到繁，从一般到特殊。起初抵做些门诊治疗，逐渐设立病房；收容内外科

病人进行治疗。门诊工作趋向预防保健工作并开展预防性科研和医学教育工作。对工人

进行各种普查研究，女工、儿童均有普查分析≯报导。．

解放三十余年，卫生所全体同志在党委和上级指导下；工厂卫生工作方面，积极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移风易俗改变厂貌厂容，特别是一九八二年以来开展了五讲

、



四美三热爱活运。努力参与改变职工的精神面貌。对生产二技术，工艺等方面，实行了
?

卫生监督。针对烟尘、有计划的消灭和减少有毒有害因素。组织人员不断检查车间的卫

生安全，在调查基础上，发现妨害工人健康和不安全因素，建议有关部门与车间采取有

效措施，控制机器和其它事故的发生。预防职业病、多发病、季节病的流行，减少发病

率，提高工人出勤率，为完成国家计划服务，多年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附：历年主要负责人名单

1953--1954 医疗室

1954—1957保健站

1957一1964 ，， ”

1964—1967 ，， ”

1970—1974 ，， ，，

1975～1984卫生所

沈志强

。孔令武

孔令武、李致中

李致中

李国太

李致中

第一节卫生所的地理方位

开封卷烟厂卫生所。进厂北大门，向南约五十公尺，路西一所四合独院，这就是厂

的卫生所。院内绿树成荫，南北各有六间排房，东屋两问，西屋三间，厂的大门临路，

坐西向东。全院十七间房占地面积三百。一平方米余，实用面积为二百五十一平方米。南

邻机井院，北为厂工会，西有食堂、路东有托儿所。卫生所大门与之相对。距车间，科

室很近，工人与下班是必经之途，服务部集中此处。工人及厂外的家属，来卫生所门诊

看病都十分的方使，对服务生产也非常有利。

第二节卫生所工作人员状况

’全所有卫生技术人员三十二人。其中：医师七人，·中医师二人、医士九人、检验员

三人、护士长和护士四人，药剂士三人、保健员四人。另有会计一人。共计：三十三人。

性别：男性八人，女性二十五人。男女比例1：3，女性多于男性。

年龄：20一25岁六人，26—30岁八人，31—35岁六人，36—40岁五人，4l～45岁二

人，46～50岁五人，50岁以上的一人。平均年龄为三十四岁。

化化程度：大专院校毕业者四人，中等毕业学校专业者十四人，高初中学校毕业者

十四人、小学一入。。近年来为培养专业人材、送十人去卫校培训现已毕业。

卫生技术职称：主治医师一人，内科医师五人，中医师二人，放射科医师一人，医

士八人，妇科医士一人，护士长和护士三人。有五人没有职称。目前已有80％以上的

医务人员取得了技术职称、有了中专以上专业技术水平，有两人在校学习，四人待培训

进修。，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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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行政系统

卫生所属行政科一个部门，行政管理归行政科，业务方面有独特的一面。因为上有

对口业务局——童生局，．下有自己业务范围，执行上级机关指示，常以厂领导面貌出

。现；在执行行业卫生j劳动安全、预防保健任务时又与厂工会、安技科、劳资科以及有

关生产方面的科室发生横项联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厂爱卫会的工作中，卫生人员既
是一员又是参谋助手。爱卫会常设机构是卫生所。近三十年卫生所归属问题，隶属J长

室、秘书科、行政科等，尽管如此，其业务具有专业性质，医疗卫生保健的范围。

第一节医务人员职责和要求

1、卫生所长：要精通本所业务撼术，理论知识。掌握1—2门外交。秉承领导意

图、管理行政、业务技术，制订工作方案，业务计划，经费开支、人员思想的动向，组

织政治业务学习，教育职工、提高素质，并不断的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提高效率。

2、主治医师：要精通业务，熟谙技术，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对所长负责，制订

医疗予防计划和工作方案，指导下级医师工作，培养各级卫生人员，考核业务技术能力

和政治品质。每年要有一定的科研项目并出成果，掌握1—2门外文。

3、医师：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负责医疗予防技术工作，有较高的理论水平，精通本

业务，能带领下级医师(士)完成医疗工作计划，指导下级业务，考核工作能力，努力

完成所担负的任务，擘握一门外文。
‘4、医士：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负责所担任的医疗卫生工作、努力学习，熟练业务

掌握本科业务技术，团结同志，参加门诊值班和各种防疫接种工作。

6j护士长：对所长负责，管理行政业务技术，要精通理论、护理技术、分配护士

工作、安排门诊、分排班次、与医师合作管理本所医疗护理技术工作等，教育护士?指

导下级、完成任务，不断提高理论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掌握一门外文。

一6、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在上级医师、技师、药剂师和护士长的指导下，进行各科

室所分给的任务。并积极完成所担当的工作，努力学习、提高技术和工作能力。参加门

‘诊、值班，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宣传卫生知识。提高职工防病能力，指导下级医务人

员，帮助病者就诊就医，通晓本科业务。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7、初级卫生人员；在上级医务人员指导下，参加门诊、值班和负责所担当的工作

任务，参加予防接种和医疗工作。注意消毒，严格操作规程、防止意外事故发生、负责

清洁量生、热心为工人服务、尊重同志、爱护病人、努力提高政治业务技术水平，为人

服务要有较强的事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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