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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卫生防疫是关系居

民健康、民族兴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事业，在整个卫生事

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山东省环境卫生监测站

站志》的正式出版，是山东省卫生防疫战线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山东省环境卫生监测站站志》，以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

则，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山东省卫生防疫站(1953"--1991年)

和山东省环境卫生监测站(1980"--"1991年)发展历程；记述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两站在山东卫生防疫工作中取得的光辉业绩。建国以

来，山东省卫生防疫工作以尽快控制和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

传染病为重要任务，通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使卫生防疫工作取得 一

了显著成绩，在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两站广大干部职工艰

苦创业、勤奋工作，为防保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所有这些，在本志

书中都有详实的论述。经验可贵，值得一读。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坚持全社

会参与和专业防治机构相结合，这是山东省卫生防疫事业取得重

大成就的成功经验。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山东省环境卫生监测站站志》编纂工作

历时3年，数易其稿。在编写过程中，许多曾战斗在卫生防疫战线

上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十分关心，大力支持，做出了自己的贡
—Lh

献。

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字通畅，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部

门志。

编史修志，旨在资政。希两站职工，以史志为鉴，继往开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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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艰苦创业、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精神，同心同德，锐意改

革，积极进取，再展宏图，为发展山东卫生防疫事业，服务于经济建

设和人民健康，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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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是求事地

记述山东省卫生防疫站的历史和现状。内容突出地方特点、时代特

点，略古详今，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一

二、本志包括概述、大事记、-行政管理、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

卫生宣传教育与报刊、科学研究与人员培训、对外交流合作与国内

援助等内容。

三、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图、表穿插于文字之中。志内文字和

数字用法，执行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

的《简化字总表》，和该委员会等七个单位1987年1月1日发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

四、本志上限定为1953年，下限为1991年底，在部分内容上，

为了达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上、下限有适当上溯和下延。

五、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行文中第一次

出现时用全称，而后用简称。．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时

间，简称建国前或后。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定语，需

表明身份时，可以姓名前冠以职称。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夹注历史纪年。

七、本志资料取舍，主要以档案资料、文字资料为主，口碑资料

为辅，有据可查，全文不一一注明出处。

八、本志各种称谓均以当时称谓为准。

九、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扶持的政权，其名称前加“伪"

， 字。1 945年8月后，国民党山东省政权冠以“国民党”三字。





5．两站历届领导与省卫生厅有关处室的

负责人合影

6．两站现任领导合影

7．山东省卫生防疫站部分老领导研究史

志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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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世立站长陪同澳大利亚他器中

心专家考察幔潜他

3刘兴友副站长陪同世界卫生组织

顾问桑德宝博士考察医用辐射防

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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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食品卫生监督

7．对青岛炭黑厂周围居民健康体检时询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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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科技人员在资料壁阍读文献

29．两站总结表彰大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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