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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盛世修志，古今如此。我县自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建置以来，已有1400多年的

历史，虽曾编修过几部《富顺县志》，但编修《卫生志》，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

一次。修好这本志书，既能保存资料，又可作今日借鉴，对子孙后代的创业革新

也大有裨益。

富顺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人口上百万的大县。卫生工作是全省的重点装备县

之一。1958年曾以农村卫生先进县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接见。自50年代以来，组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现己奠定坚实的

基础，为在我县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奋斗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县，区．乡三级医疗卫生机构星罗棋布，过去那种患病无医可求，拜神信鬼．听

天由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这一代将卫生部门的工作业绩编修成志，

这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宝贵遗产o

万事开头难，编修《卫生志》首先遇到的是资料匮乏。然而，编修人员历尽

千辛万苦，走遍全县各地，动员上上下下，发函外地索求，上成都，到泸州，赴

宜宾，去自贡，抄材料，寻口碑，历时两个年头，抄录近3 0 oyi字的史料，为完

成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业绩——《富顺县卫生志》奠定了资料基础。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志书质量虽非上乘，但它总算是一个好的开

头。今天它能展现在全县卫生工作者的眼前，相信同行们会倍感亲切。

让我们了解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我县卫生事

业的发展开创新局面l

许国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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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富顺县卫生志》，是富顺县广大卫生工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向疾病作

斗争的一部生动历史。志书详尽地记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卫生机构从无到有．

卫生人员从少到多、技术水平由低级到高级，医疗设备从简陋到精密的发展变化

过程。志书还记录了清末、民国年问多次发生疟疾、天花．霍乱、麻疹等瘟疫的

史实，其面积之广，死人之多，危害之大，凄惨之状，不堪回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卫生事业的方针政

策，使全县卫生机构从几个增至百余所，人员从百余个增至二三千，病床从近十

张发展到千余张，并从上到下建成县，区。乡，村防治结合的农村医疗卫生阏，

从根本上改变了富顺昔日缺医少药就医难的境况。疟疾防治巴达到中央卫生部要

求的控制指标。回顾往昔，瞻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强信心，更好地沿着改革

开放的路子奋勇前进l

编修组的同志们，不辞辛苦，克服霹难，历时数载，终于完成了这部《富顺

县卫生志》的编纂，铅印成书，传之后世，确属可喜可贺o 。

王建华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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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30多年来，我县卫生事业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得到很大的发展，人民

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寿命有显著的提高，我县的

卫生工作者为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建国前四川省记载：。富顺板桥、永年．永安一带素为疟疾山区．每年夏秋，

成片流行，患者常数万至十数万，有的合门尽染，一家死亡达十之八九，劳动丧

失，田园荒芜。。当时，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瓜儿肿，懒黄病；爬坡

累，难活命．’表现了钩虫病的危害。据建国初期对我县农村钩虫病的普查，感

染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发病率百分之四五十．至于其他传染病如天花、霍乱．

伤寒、痢疾、白喉、 。流脑。、麻疹等，也常有发生和流行。那时候群众被疾病

所苦又无法就医的境况，为我们这一代人亲眼所见o《富顺县卫生志》真实地记

载了那些可悲的历史事实。

建国后，人民政府带领人民同疾病作斗争，同封建迷信作斗争，同不讲卫生

的坏习惯作斗争。我县卫生工作者和广大群众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

积极开展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医学教育和科研活动。经过30多年的

努力，先后建立健全了县、区、乡、村四级医疗。卫生，保健网。卫生队伍，医

疗设备成数十倍的增长，防止了许多地方病、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救治了无数

受疾病折磨的群众，从而保障了广大人民的健康，延长了寿命，为四化建设作出

了可贵的贡献。《富顺县卫生志》也真实地记载了这些可喜的历史实事．

写史修志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记事，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过去i看到现

在，看到经验，看到教训，获得启迪，获得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把我县的卫生工

作做得更好．我深信新一代的卫生工作者，将借鉴历史，开辟新的未来，干出比

我们这一代辉煌得多的事业。

参加编写《富顺县卫生志》的同志们通过辛勤的劳动，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

的事。在此谨向编写《富顺县卫生志》的同志们和有关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

张文湘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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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张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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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侈!I

，

．一、编纂宗旨；以记述全县卫生事业的发展史实为日的，意在存史、资政、

教化，为未来提供制订卫生事业发展规划的依据，使子孙后代了解历史，并在前

人艰苦创立的基地上开拓创新。

二、编纂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猎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忠于史实，据实直书。

三，史料搜集：遵循广采博收原则，以抄录本县档案馆现存资料为主；去成

都、泸娴，宜宾、自贡等地查阅、摘录有关资料；发动县、区两级医疗卫生单位

撰写史料长编；召开各种座谈会，走访有关知情人搜集和考证口碑资料。

四、篇日设置。以类系事，横排竖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章、节、目

的层次进行排列。上限1911年，下限1985年≥大事记列至1987年．

五，编写体例：按记，述，志、图、表、录，考的体例进行。用语体文，记

述体进行编写。遵循业务术语能看懂的原则．

六．记述范围；重点记述卫生事业发展史实及其业务特征，对厂矿，企业、

学校自身设置的医疗机构，未作详尽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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