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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图为我市市民参加环境卫生大突击活动情况。

7．图为我市机关干部参加环境卫生大突击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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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j匕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志》在开放改革期间出版。本志希望能通过爱国卫生运动

这一侧面来反映北海市解放以来的时代轨迹，并对今后工作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北海市自1952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来，至今已有41年的实践，在各级党委的

领导和各级政府的组织下，协调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称爱卫会)各成员部门齐抓共

管，动员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在移风易俗、除害防病、改善城乡卫生状况，提高人民健康

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爱国卫生工作是一项全社会共同参与，全民受益的公益事业，具有很强的群众性、

社会性和科学性。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深人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理论的确立，越来越显示出爱国卫生工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爱

国卫生工作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必不可少，要不断分析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

决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运用新机制、新方法加强对爱国卫生工作的管理，创造最

佳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北海市经济建设。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市志办直接指导和各方面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的指导和

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加之时间仓促、资料不全，难免有遗漏、错误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

宁 铿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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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海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陲，北部湾东北岸(东经108050’一109047’，北纬

2(P26’-21055’)南、北、西三面环海，海岸线50013公里，距市区大陆南面20．2海里(航

程36海里)有涠洲、斜阳二岛。地形南北狭，东西长，地势从北向南渐缓倾斜，东北、西

北为丘陵，南部沿海为台地和平原，南流江下流冲积平原，沿海多港滩。全市总面积

3337平方公里，其中市区275平方公里，合浦县3062平方公里，岛屿面积26．63平方公

里。地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如春。年平均降雨量1600毫米，年平均

气温22．6't20

北海市与海南省隔海相望，邻近东南亚各国，背靠大西南的云、贵、川诸省，处于大

西南、海南及东南亚的中枢，地理位置优越，并有天然深水港。

北海市是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也是广西主要渔业基地。全市分海城区(设东街、中

街、西街、海角、地角五个办事处)、郊区(设高德、侨港、涠洲三镇，西塘、成田二乡)、合

浦县(设廉州、西场、南康、公馆、山口、石康、常乐六镇，环城、党江、沙岗、福成、乌家、营

盘、白沙、沙田、石湾、曲樟、闸口十一乡)，全市总人口1277799人(其中市区219107人，

合浦县1058692人)。

解放前，北海是帝、封、官控制的一个据点。法、英、德、日、美等国都在北海设领事

馆、教堂、医院、育婴堂和学校．，清洁卫生很差，环境污秽，疫病流行，鼠疫、霍乱、天花连

年流行，据有关资料记载，罗列氏目睹的一次鼠疫剧烈暴发：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

年)3月末始发至6月初终息。罗列氏推测，这次鼠疫暴发，在北海25，000居民中，病

死数约达4000--5000人。据有关资料记载，北海鼠疫由清同治六年(公元867年)年至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共发生了28次，并认为广东省鼠疫最早记录年代为清同治

六年(公元867年)年发现于北海，是全省鼠疫疫源地。其他传染病和地方病如疟疾、

痢疾、伤寒和丝虫病等，也是年年有病例发生，疫病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特别是丝

虫病对郊区劳动人民危害极大，马栏、驷马、龙潭等村是重点疫村。1954年，在驷马村

开展丝虫病调查，全村760人，发现有丝虫病体症者21人(占2．76％)，在病人家属74

人中，检出微丝蚴患者14人，阳性率达18．9％o当地老农回忆说，70、80年前本村已

有此病。北海环境卫生很差，垃圾遍地，沟渠不通，城乡都形成了大量蚊蝇孳生地，蚊

蝇密度很高，疫病连年不断，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灾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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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舛9年12月4日北海解放，党和政府很重视卫生工作。市军政管理委员会刚建

立，即指派于部专管卫生。组织发动群众大搞环境卫生，铲除清扫积存的垃圾污物，抓

紧“清洁队”工人清扫街道和收运垃圾工作，使街道卫生面貌得到初步改观。1950年5

月，市人民政府成立后，设卫生科管理全市卫生工作，调派干部发动群众大搞卫生清洁

活动。1952年，侵朝美军使用了细菌战，并波及东北。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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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夏问，全市人

民在市党委市政府领导下，积极响应号召，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反细菌战

争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

在爱国卫生运动逐步深入的同时，还开展了防治传染病、地方病、预防接种和消杀

灭除四害——蚊、蝇、鼠、麻雀(后改为蟑螂臭虫)及饮服行业——饮食、旅业、理发业等

卫生管理，大力贯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促进人民保健事业的深入开展，保障人

民身体健康o

40年来，北海市的爱国卫生运动，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50年代，是爱国卫生运动兴起年代。1952年，北海人民和全国一样，响应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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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号召。在市

党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开展了以反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大搞环境卫

生，疏通沟渠，填平洼地，清除垃圾污物，铲除蚊蝇孳生地，消灭苍蝇蚊子。同时开展了

种牛痘、打防疫针和传染病调查防治工作，使全市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

由市政府卫生科出面，组织发动群众，大搞环境卫生，荡涤与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污物垃圾o 1952年5月，开展了以反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2月7

日，成立了以张华(市委书记兼市长)为主任委员和有关部门领导和专业人员共35人

的“北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具体领导卫生运动的开展，使卫生运动更有领导、有

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持续开展下去。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了消灭“四害”、

除害灭病、讲卫生的任务要求，全市人民立即掀起了卫生上纲要活动，大搞环境卫生，

铲除蚊蝇孳生地，消灭蚊蝇老鼠和麻雀。

1958年1月，根据广东省委和合浦地委的指示，北海市由市委书记挂帅，副书记兼

市长张克新亲自抓，提出把北海市变成“四无”市的奋斗目标，各级党政组织层层发动，

党员、干部带头，深入组织群众打一场除四害讲卫生的人民战争，全市再次掀起除四害

讲卫生新高潮。人民群众人人积极参加，消灭四害，大搞环境卫生，美化

����x







个、改良牛栏32个、建沼气池78个，总容积4402．50，涌现出一批新农村典型，如农丰

新村东等o

同时，全市每年均能依次开展元旦、春节、五一节、夏秋季、国庆节⋯⋯等卫生突击

活动，平时坚持贯彻卫生制度，使爱国卫生运动能沿着突击与经常相结合的轨道发展

下去。

四

80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各级党和政府加强了爱国卫

生运动的领导，及时健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机构o 1982年3月，市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进行了调整，由副市长黄成连为主任委员。1984年，北海划为全国沿海

开放城市，北海升格为省辖市，1985年4月，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再次调整，由曾伟

强副市长为主任委员并健全与充实常设办事机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下

称爱卫办)，设有常务副主任、督导员和专业干部共6人，着手大抓卫生治本，市政建设

增大基建投资，兴建了较系统的下水道和新型的公共厕所，大规模扩建自来水设施，加

强卫生法制建设等，使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o

1980年元月，市政府发出《关于继续整顿社会治安、交通市容秩序的通知》，大力

开展了整顿工作o 3月，市政府转发市卫生局《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

理条例)意见的报告》要求各有关单位认真贯彻o 1981年3月，自治区总工会、共青团

区委会、妇联、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发出《关于响应中

央九单位(在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的通知》o全市积极响应，由各对口单位

联合转发文件，在全市大力开展了文明礼貌活动o 1982年1月，北海市人民政府颁布

了《北海市食品卫生管理暂行细则》，并从2月1日起实施。3月1日，中共北海市委发

出《关于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通知》。这是第一个“文明礼貌月”，围绕治理

脏、乱、差三方面安排活动o 1983、1984年每年的3月均继续开展此项活动，市爱卫办

与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下称文明办)紧密配合，开展了多次全市性环境清洁美化突击活

动，市党、政、军领导亲自参加，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齐动手，打扫卫生、清除垃圾污物，

并逐步推行“门前三包”责任制，获得较好效果。结合“文明礼貌月”活动，大力开展以

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改变了城乡卫生面貌o 1983年，国家颁布了

《食品卫生法》(试行)，北海市按规定于7月1日开始执行，使食品卫生走上法治轨道。

1983年升级为地区级省辖市和1984年定为全国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以来，北海

市的爱国卫生运动有了较大发展，卫生基本建设资金投入加大，使供水、排水、公共厕

所建设和环卫处机械运输大大加快，能坚持健康教育活动，进一步创建文明卫生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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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街、巷)，每年均能按季节和大节日，有计划地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

运动，并取得较好成绩o 1984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南宁市召开自治区爱卫会扩

大会议和全区卫生工作会议。北海市由副市长曾伟强带队，市卫生局、爱卫办、防疫

站、市人民医院、二医院领导参加会议，听取了全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总结和工作经验

介绍c『会议表扬了北海市爱卫会成立“市容卫生执法队”的做法，部署了今后爱国卫生

运动工作。同年8月8日，自治区编制委员会发出《关于地、市、县爱卫会办事机构的

通知》指出自治区、地、市、县爱卫会要设置办公室，并明确了爱卫办为各级爱卫会的常

设机构。同年年底，北海市人民政府即确定市爱卫会办公室为独立核算的正处(县)级

单位o 1985年7月，北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在全自治区五市爱国卫生工作大检查评比

中，荣获第二名。同年，北海市政府根据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暂行)》规定，决定将原由市爱卫会组建的“市容卫生执法队”划归城建局管理，并更名

为“城管队”o 1986年4月，北海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施于《北海市市民文明公约》、《北

海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管理办法》和《北海市市容、环境卫生“十不准”暂行规定》的

通知。同年12月，在北海市举行沿海开放城市爱国卫生工作第二次经验交流座谈会。

1987年12月，自治区爱国卫生检查团在北海市检查卫生，肯定北海卫生的成绩o

90年代以来，北海市各项建设突飞猛进，掀起了“北海热”o卫生基础设施也有较

大发展，供水排水工程大规模建设，食品卫生行业基建和装修越来越高档，服务性行业

的发廊、旅店也趋于高档化，给加强卫生管理和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创造了有利条

件o

1991年4月，市爱卫会办公室向市人民政府提出报告，建议作出《关于创建卫生城

市的决定》。市政府办公室批示“进一步修改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重报审批”o市爱

卫会办公室在市人大科教文卫委指导下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并提请市爱卫会全会讨论

同意。整理出：①《中共北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卫生城市的决定》；②《北海市

创建卫生城市规划》；③《北海市除四害管理暂行办法》；④《北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暂行办法》；⑤铀匕海市市容环境卫生守则》；⑥矧匕海市爱国卫生监督员守则》；⑦《北海

市创建卫生城市公厕建改和管理达标工作方案》；⑧《北海市创建卫生城市除四害达标

工作方案》，报请中共北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审定批准。1992年4月，是全国第四个爱

国卫生月，北海市根据《国务院关于爱国卫生工作决定》(国发[1989]22号)和自治区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通知》(桂政办[1992]8号)文件精神提前于3

月份进行，重点做了如下工作：一是开展宣传教育；二是搞好门前“三包”，门内达标，彻

底铲除蚊蝇孳生之地，清理污水塘；三是组织干部职工群众参加卫生突击月活动。同

时认真贯彻《北海市爱国卫生管理责任和制度》，实行每天一小扫，周末一大扫，每逢星

期三、六洗街道，并定每月25日为突击日(清除污水、污物、杂草、堆积物、消洒室内、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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