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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i- 富

温江卫校座落在闻名中外的都江堰所在地的灌县城南奎光塔旁。校园占地82．5亩，一条

笔直的水泥大道横贯南北，将其一划为二。右侧杉、樟、楠、柏，佳木繁荫，掩映着门诊

楼、教学楼、教学办公楼、行政办公室、大礼堂等主体建筑；太礼堂后面是职工生潘区，这

里有三幢职工宿舍楼，有幼儿园、教工食堂等生活设施。左侧宽敞的运动场和分布在运动场

北、东、南三面的口腔楼、学生宿舍楼、食堂，招待所等建筑。校园内一年四季绿树扶疏、

繁花似锦，有苗圃，有花径，有鱼池，有小溪，布局合理，幽雅宁静，是读书学习的好环

境。

从1960年-'-'1982年的二十二年间，学校由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所较完善的审等卫生

学校。截至1982年7月，学校共有教职工194人，为建校初期的三倍，其中讲师18名，主治医

师16名，教员37名。设有西医士、卫生医士、护士、妇幼医士等专业。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

国家培养合格的中级医护人员。二十二年来，已毕业学生2，721名，他(她)们中的大多数已

成为温江地区卫生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员工正奋发努力，埋头苦干，争取为四化建设作出新

的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二十二年来艰苦创业的历史，从中吸收经验教训，将激励我

们更加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鞭策我们把医学教育搞得更好，为温江卫生学校校史添写新的光

辉篇章。

《温江卫生学校校志》自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着手编写，历经筹备，宣传，搜集整理资

料，文字编写，复核，至一九]k--年九月写出初稿。一九八五年三月再次修改、补正，至一

，九八五年六月定稿。其间五次易稿，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始成。全志共十章、十四节、五万余

字。记述的起迄时间，是从一九五八年秋“温江医专”建校起，至一九八一年底止(个别资

料记述到一九八二年七月)。

由于学校多次搬迁，资料散失，搜求困难，编者水平所限，不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请

予指正，以利今后续“志’’。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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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概i二：。+专述

四川省温江地区卫生学校建于1960年7月。她的前身为“四川省温江专区医学专科学

校詹，1958年9月经温江地委及专署批准筹建于温江专区人民医院内。1960年7月，省卫生

厅批准建立“四川省都江卫生学校”并迁往广汉办学，“温江医专臻即附属于卫校。1961年

夏季，经省卫生厅批准，学校更名为“四川省温江卫生学校"，。t 1962年12月I f奉命迁灌县原

“都江专科学校"校址。1979年改称“四川省温江地区卫生学校?。。 ， -

1960年-、,1982年，学校先后共招生3，127人，其中西医士专业三十_个班l，287人，中

医士专业一十四个班610人，护士专业一十九个班784人，助产士专业三个班130人，卫生医

士专业二个班91人，妇幼医士专业三个班123人，中药剂士专业一个班40人，放射医士专业

一个班20人，社来社去班一个40人。：i971年～1977年，各专业学制为二年翩<个别班次为二

年半，参见第五章第三节“温江卫校时期"有关内容)，社来社去班为一年制。1978年以詹

各专业学制仍恢复为三年制。1971年"--'1976年，实行推荐招生，1学生来源系上山下乡的“知

青，，，t977年恢复统考招生后，学生来源为应届和往届高、初中毕业生：学校实行部颁统一

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倪良、身

体健康的中等医药卫生人员。二十二年来，学校毕业学生总数为2，721人(含1961年"一1962年

医学专科班毕业的66人)。毕业生分配去向，除少数分到专区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专属厂矿

医务室外，大部分原则上分回各县卫生局，由各县掌握分配到具体单位(全民或集体所有制

医疗卫生单位)。1967年以前曾有少数毕业生支援省级单位和甘孜州。

1962年底，学校由广汉迁灌县城郊塔子坝时共有建筑面积7，41lm
2

9到1981年底为

15，889m 2。有实验室1l闻(包括解韵，生理、生化、药理、病理、儿科、妇产科、外科、

内科、护理、五官、中医)，教学医疗设备初步配套，并拥有一定的电化教学手段(如电影

教学)。百元以上的教学医疗设备价值××万元。图书馆藏书达2l，517册。1981年底有6个

专业(西医士、卫生医士、妇幼医士、助产士、护士及中医士)学生470人。

1971年秋季，学校开办了门诊部、药厂，门诊部附设痔漏科简易病床30张，日平均门诊

人次为230人次左右。1958年初建“医专’’时，正式在编教职工7人，1960年“都江卫校’’对

为65人，1962年底迁灌县时为89人，至1981年底共有教职-'-'工183人，其中教学人员106人，教

辅16人，工人28人、行政人员33人。

·1。



第二章!◆：建校荫全嚣医疗卫生和

医学教育概况

a955年～姻韶每，；温江专区下属17个县，总人口多够oo万人。全区有县以上医疗卫生舰构

!讴献丑韭行玫祝关)共53个，其币县疆蕊；黼介．：专区医院1个、省疟疾防治队1个(璃
常驻单位)、专区钩防队1个j(即专区防疫站前身)、县卫生防疫站(组)r17个、县保健站

前个。县以下甚疗卫生机构(包括区、乡医院)423个，其审区卫生所4f9个、联合诊所374
一二

脊。包括私人开业的4，5s6人在内，全区共有医务入员7，362)＼(西医890人、中医6，472人)。

医务人员币’绝大多数属初，中级技术人员，，全区大专院校毕业生仅45人，古整个医疗卫生人
⋯；i、 ■。j+、· ’ ’

氨总数灼孑，8缅钆， ：。。。．。．， ．，。㈨+～t： ’
‘

，，。王9邸年以前i。除专区医院和各县县医院不定期举办短训班培养初、中级卫生人员外，全

区擞有■企歪筑鹣医学救有帆构。1959年秋，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j建起了全区第一所医学

教育辘莉—o温江警奁医学专科学校；(简称稿温江医专黟》．

·2·



第三章温江专区医学专科学校

筹建经过筒述

1958年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各

行各业都在大上快上，卫生工作也不例外。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经温江地委和专署研究
督

决定，在温江地区开办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参见原件摘抄一“温江专区医学专科学校关于开

办经过的报告")。

1958年上半年，温江专区文教卫生局首先对建校作了初步设想。在“温江专区卫生工作

规戈U(草案)”中提出：为了“扩大医生队伍，提高技术水平，扩大医疗，专区拟举办一所

设有外、妇产、公卫三个系的医学专科学校，教员由专区医院的医师担任，为县医院和乡村

医院培养技术力量"(参见原件摘抄二)。同年9月2日，中共温江地委宣传部给地委常委

会议“关于专区筹办大学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拟办医学专科学校(原件称“医学班")

一事，并建议“逐渐发展为医学院”，同一天经地委常委会讨论同意，并决定将“医学班"

由专区医院负责开办(参见原件摘抄三)。至此，筹建医专一事，即由地委宣传部和专区文

教卫生局积极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克服了无教职工和设备上的困难， “采取了先上

马后加鞭的办法，⋯⋯终于在1958年11月10目开学了”(见原件摘抄一)。由于学校未纳入

国家招生计划，因此只在全区卫生系统内部招收了在职学生47人(实际毕业为35人)，为医学

专修科，简称“专l班”(下同)，学制三年。学校暂设办公室、教务科，除正式任命一名

教务科长外，其余工作人员则由专区文教卫生局和专区医院暂抽少数人维持。任课教师中，

基础课、临床课由专区医院的医师兼任，普通课由温江中学教师兼任。

1960年7月，四川省都江卫生学校建于广汉县城关， “温江医专"即附设于该校，成为

卫校的附属医专班。1963年3月，中共温江地委决定停办医专班，并对未毕业的学生作了适

当安置(参见第四章第一节有关内容)。至此， “温江医专”即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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