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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卫生防疫站于1 9 5 2年5月1日成立。三十多年来，在。预防为主”卫生

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有了很大发展，在防病灭病．改善卫生状

况，增进人民健康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纂《站志》的目的就是把锦州市卫生防疫站所

走过的路程记述下来，为卫生防疫站今后的发展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站志》编纂工作开始于l 9 8 6年6月，由于参加编志同志的积极努力和站党政

领导的大力支持，从收集资料到写成初稿，仅用半年的时间，1 9 8 7年1月进行集体

审议，全面修改和补充定稿．在《站志》编纂过程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原则，全志共分

概述、历史沿革，组织机构，传染病防治、虫媒消杀、公共卫生、科学研究与技术培

训、卫生防疫站管理、大事记等八章二十七节。

修志工作是一项文化建设工程项目，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编写《站志》

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工作，加上资料．人力，水平、时间有限，志书中难免有遗漏和不

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锦州市卫生防疫站站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五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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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锦州市卫生防疫站建立于l 9 5 2年5月．是锦州市的综合性卫生防疫专业机构，

位于锦州市古塔区保安街人民路与宜昌路交界处，与市结核病防治所，市制药--j。、市

燃料公司及古塔区保二小学毗邻。市防疫站的房舍是辽西省卫生防疫站于l 9 5 3年惨

建的二层楼房，连同以后的扩建和市药品检验所移交的房舍，总面积为l 2 0 0平方

米。

防疫站机构设置为细菌病流行病，病毒病流行病，免疫、虫媒消杀．疾病统计、环

境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微生物检验．总务等l 0个科和1个办公室。食品卫生

科对外名称锦州市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全站共有职工l 3 1人(包括集体所有制职工

4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l l 2人，占8 5．5％，行政管理人员1 0人，占7．6％，

工人9人，占6．9％，拥有固定资产5 0万元，l 0 0 0元以上仪器4 0件，其中万元

以上6件，汽车3台。

锦州市卫生防疫站是锦州市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予防为主方针，

应用现代予防医学理论，技术进行予防、控制和消灭疾病，改善卫生状况，增进人民

健康的卫生事业单位，足予防医学领域内多学科的综合性专业机构，根据国家和地方政

府颁发的有关卫生防疫法令，法规、条例，办法执行监督工作，因此又是卫生监督机

构，是锦州市卫生行政部门的参谋机构，是锦州地区卫生防疫的业务技术指导中心，其

主要任务是：开展以防病灭病为中心的疚病的控制。监测、监督。科研．培训和卫生宣

传教育工作。

市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随着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健康的需要不断增加，人员素

质显著提高，现有高级卫生技术人员2名，主管卫生医师主管检验师1 4人，其中l 2

人是1 9 5 7年至l 9 6 3年期间高等院校毕业生，现均担任站、科级领导职务，平均

年令5 0．5岁，有卫生医师、检验师2 7人，这批人员平均年令4 0岁，多数经多年

的工作实践，已具有独立工作能力，有的担任科，组领导职务，是卫生防疫站业务工作

的骨干力量，有卫生医士，检验士6 8人．平均年令31．5岁，在全站l 3 1名职工中，

中共党员3 8名，占2 6％，共青团员3 3名，占2 5．2％，省．市劳动模范3名，

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授予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的l 1名。

锦州市卫生防疫站迄今己有三十三年的历史，三十多年来，卫生防疫站虽然几经波

折，但终于巩固下来，并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

下，通过全站职工的积极努力为消灭或控制疾病，改善卫生状况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傲

了大量的监测．监督、科研、培训和卫生宣传等工作，不仅战胜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

争，并消灭或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黑热病，疟疾．流行性斑疹伤寒、

回归热等8种传染病，基本上控制了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伤寒和副伤寒，钩端

螺旋体病、流行性乙型脑炎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流行，城乡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善．

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锦州市1 g 8 5年人口平均寿命已由解放前4 3．4岁，增加列



第一章历史沿革

1 9 4 8年1 0月l 5日锦州解放，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

l 9 4 9年8月l 5日辽西省人民政府奉东北行政委员会指示，决定在阜新、锦州、义

县等地设立检疫所及消毒站，l 9 4 9年9月8日锦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锦州市检疫

所和消毒站，设医士，防疫员，消毒员等共l 5人，同时成立锦州市防疫委员会，下设

总务，防疫，宣传，交通封锁，环境卫生，检查等6个组和化验、隔离、健康隔离3个

所及1个防疫队，主要任务是负责以鼠疫、霍乱，天花为重点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和发动

群众开展大清扫，清除旧社会和战争遗留的垃圾，污物，改善卫生面貌。1 9 4 9年

l 2月锦州人民政府颁发了《公共卫生管理规则之处罚细则》；I 9 5 2年初美帝国主

义对我国和朝鲜悍然发动细菌战争，锦州市及锦西，锦县，兴城，绥中从3月4日开始

相继发现大量的异常虫情，锦州市人民政府和市防疫委员会，大力发动群众扑杀毒虫，

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其后根据政务院决定，锦州市防疫委员会

改为锦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9 5 2年3月2 6日锦州市人民政府颁发了《消灭传染病媒昆虫防止传染病流

行》的通告，为了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锦姘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锦州市

卫生防疫站。

锦州市卫生防疫站子l 9 5 2年5月1日正式成立。市防疫站以市防疫队和市军需

食品检验室为基础，吸收部分开业医务人员计3 9人，站址在锦州市古塔区阜康里4 8

号，由市卫生科副科长刘景斌兼任站长，史洪实任秘书，设有卫生防疫，消毒、检验、

行政管理等4个组，共有卫生技术人员3 1人。
? l 9 5 3年1月经政务院l 6 7次会议批准，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东

北卫生防疫总站和辽西省卫生防疫站派出l 3名卫生技术人员充实锦州市卫生防疫站的

业务领导和技术力量，其中有两名担任副站长。由于人员的增加和工作需要，l 9 5 3

年8月1 0经上级批准原4个组改为4个科。卫生防疫科设工矿卫生，食品卫生，学校

卫生，环境卫生和防疫等5个组，消毒科设虫媒调查，消毒两个组，检验科设细菌检

验．理化检验两个组，行政管理科设秘书，总务两个组，l 9 5 3年末市防疫站共有职

工5 8人，为提高工作人员的的业务水平，两年中共选派9名卫生技术人员到中央，东北

总站和省站进修。l 9 5 3年9月上级决定市爱卫会办公室与卫生防疫站合署办公，站

长兼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1 9 5 3年全站事业经费九亿六千七百万元(相当于人民币

9 6 T 0 0元)每名职工平均经费合人民币1 5 5 9元，当年购买汽车l台，自行车8

台，扩音器，显微镜．冰箱和照相机各l台．

建站初期．根据边建站边工作的原则，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指导，建立健全基

层卫生组织，主要任务是防治麻疹、痢疾，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传染病，同时参照《东北

地坯卫生防疫站]：作条例》(草案)，开展厂矿，食品、学校和环境卫生的一般调查舒

理工作．

一3-



l 9 5 3年l 0月锦州市人民政府批转了《锦州市卫生防疫站工作暂行条例》，明

确了市卫生防疫站的性质和工作职权等问题，为卫生防疫站的工作开展刨造了良好条件．
1 9 5 4年l 1月市卫生防疫站由原址迁到原辽西省卫生防疫站旧址．1 9 5 4年

卫生部颁发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工作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人员编制，规定了卫生防

疫站的任务(职责)是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锦州市卫生防疫站定编

6 0人，l 9 5 4年市防疫站建立了站长领导下的站务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各项规章锚

度．卫生防疫站的管理和各项业务工作逐渐进入了正常轨道。各级党和政府不断加强领

导力量和卫生技术人员。充实防疫队伍。仪器设备不断更新，卫生防疫站的建设和各项

业务工作迅速发展．

由于卫生防疫站建立时间较短，这个新兴机构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尚未被人们认识．

所以在。大跃进”期间曾与爱卫会办公室、市卫生局防疫科。三合一”，造成行政管

理、群众运动和业务技术不分．多数工作是从事行政管理和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影响

了卫生防疫站的专业技术人员钻研业务技术的积极性．

1 9 6 3年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卫生部颁发的

《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件》，市卫生防疫站进行了调整与充实，与市爱卫会办公室，

市卫生局防疫科分开，先后有l 0名大专毕业生充实到卫生防疫站，l 9 6 5年全站共

有职工6 5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 7人(医师及相应职称者2 2人)，职工人数比

l 9 5 3年增加1 0．7 6％，其中医师增加5 4．5％，房舍、仪器设备经费都有增

加，卫生防疫站的管理及各项业务工作均有很大进展．1 9 6 5年卫生防疫经费

l 3 7 0 0 0元，每名职工平均经费2 l 0 0元’比l 9 5 3年增加3 4．3场。

这一时期，全面深^地加强了传染病防治和各项卫生工作的监督指导，紧密结合卫

生防疫工作的实际需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卫生防疫工作业务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挫

折，刚刚稳定并有所发展的锦州市卫生防疫站也受到了严重摧残．卫生防疫站被当作修

正主义产物遭到批判，卫生防疫人员在防病灭病中所取得的成绩被全盘否定，～切有效

的管理制度．都被加上。管．卡．压”的罪名予以废除，建站后多年积累的技术档案、业

务资料和图书大部分散失。l 9 6 8年4月，卫生防疫站成立。革命委员会“．原来的

5名站领导干部均被停止工作“靠边站”，接受。批判”．同年6月开展所谓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有l 1名同志(站领导．医师、工人)分别被打成。走资派”， 。现行反革

命”等实行“专政”．1 9 6 8年l O月1 0日市卫生防疫站被撤销，全体人员合并劭

市第一医院。总务，会计和检验人员分到市第一医院有关部门，余者均编为市第一医院第

三连(称防疫连)，中层干部全部被撤职，1 9 6 9年1 2月有9名职工被下放农村“插

队”，l 9 7 0年8月又有4名从事卫生防疫工作多年的卫生技术人员被下放到郊区卫

生防疫站，在此期问卫生防疫工作基本停止，致使。四害“回升，有些已被控制的传染

病又有流行。1 9 7 0年3月重新恢复建立了锦州市卫生防疫站，但在人力、设备和工

作方面都远远达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l 9 7 3年5月4日市卫生局批准防疫

站设总务，检验，防疫，劳动卫生，卫生等5个科和1个办公室。市防疫站重新建立后，

主要工作任务是贯彻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重点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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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灶，改厕、改圈，改水．改环

境)和钩虫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普查防治。除此以外．还开展了医学昆虫动物调查。

大气污染调查．1 9 7 2一l 9 7 3年根据国务院和卫生部的指示，开展海洋，河水污

染调查；对全地区两万余名学生的结核病．沙眼、龋齿、慢性胃炎、蛔虫症、脊柱弯

曲、视力下降等多发病进行了调查防治。

粉碎。四人邦”之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l 9 7 8年党的十一届三申

全会之后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锦州市卫生防疫站也重新得到了

迅速发展。

1 9 7 7年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项工作常规．技术操作

规程。基本上做到了科室有职责，人人有岗位，工作有常规，监督有标准，改变了有

章不循和无章可循的局面。I 9 7 9年卫生部颁发《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进一

步明确了卫生防疫站的性质与任务，并明确提出卫生防疫站是负责卫生防疫工作的监

测，监督，科研，培训的专业机构。l 9 7 8年建立站资料室，对技术档案、业务资料

和图书进行整理，1 9 8 2年又重新修订完善了卫生防疫站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职工

考核记分评比办法。建立了站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全站科研选题、设计、科研成果审

定，卫生技术人员的业务技术考核等工作。1 9 7 9一l 9 8 5年，共有3 4名卫生技，

术人员分别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主管医师、医师．医：}及相应职称，随着卫生防疫工

作的发展，卫生防疫站科室也有较大变动，先后成立了食品卫生科、环境卫生科，学校

卫生科和虫媒消杀科。并经卫生局决定将卫生宣传科分出，成立了锦州市卫生科学教育

所，将劳动卫生科和防护科分出，成立了锦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将地方病防治科分出成

立了锦州市地方病防治所。

1 9 8 0年以后，为适应国民经济发腱的需要，市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仪器设备

和经费不断增加，l 9 8 5年全站职工总数1 3 1人，比1 9 6 5年增加50．4％，其中

卫生技术人员增加5 8％，医师以上职称者增加47．6％。l 9 8 0年至l 9 8 5年平均

每年经费3 l 5 0 6 7元(每名职工平均经费2 4 0 0元)比I 9 6 5年增加5 6．5％。

站领导班子经过3次调整与改革，l 9 8 5年4月经过全站职工的民主选举由市卫生局

任命站长，实行站长负责制，党总支保证监督。这一时期。按照《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

条例》要求，大力开展了卫生防疫工作的监测、监督、科研、培训，使全地区的卫生防

疫工作超过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有2 5项预防医学科研成果居国内或省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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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一节科室设置与人员分布

锦州市卫生防疫站设有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细菌病流行病、病毒病流

行病，疫情免疫、微生物检验、虫媒消杀，行政管理等9个科和1个办公室。

各科室的职责范围：

一．细菌病流行病科

1．认真贯彻国家《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做好细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监测监

督指导，分析流行因素，掌握流行规律，提出防治措施，参与组织指导落实和效果评

价。

2．发现鼠疫、霍乱和其它细菌性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及时深入疫区协助指导县区

站做好疫区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理。

3．负责医疗单位消毒、监测，监督指导。

二，病毒病流行病科

1．认真贯彻执行《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做好病毒性传染病监测监督指导，分析

发病流行因素提出防治措施，参与组织指导落实和效果评价。

2．发现病毒性传染病流行时，及时深入疫区协助与指导县区站做好流行病学调查

和处理。

三，疫情免疫科

1．依据国家《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做好疫情统计分析和上报工作，定期发布

疫情简报．监督指导县区防疫站和医疗单位做好疫情管理工作。掌握全区历年人IZl资料

和传染病发生死亡情况。

2．认真贯彻执行卫生部《予防接种工作实施办法》掌握人群免疫水平，做好计划

免疫的年度计划及接种率调查，纽织与指导计划免疫的实施，进行接种率调查，免疫效

果观察和异常反应调查处理工作。

3、负责天花、白喉，百日咳、脊髓灰质炎4种传染病的监测管理，发现疫情及时

调查处理。

四。环境卫生科

1．调查掌握当地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环境污染情况，研究有害环境因索对居民健

康的影响，提出改进意见。

2．加强饮水卫生管理，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所辖地区进行水质监测，发现问题

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并监督实施。

3．依据国家有关条例，法规、标准对工业企业和城乡规划住宅卫生．会同有关部

门进行予防性卫生监督。

4．对改水管粪和生活废弃物处理进行技术指导和卫生学评价。

一6一



5．负责对影剧院．游泳池、浴池，理发店，旅店等公共场所进行经常性卫生监

督． ．

五、食品卫生科
‘

1．根据国家《食品卫生法》，对食品企业、饮食行业、集体食堂，农贸市场、食

品原料．加工包装，贮存、运输，销售进行经常性卫生监测监督。对新建，改建：扩建

的食品饮食单位进行予防性卫生监督。 ，

2．根据国家食品卫生法和卫生标准对本地区生产的食品和外来食品或食品原料

卫生质量进行监测监督。 ，

3．识j查掌握本地区工业“三废”、农药、放射性物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霉

菌毒素对粮食蔬菜和其它食品的污染情况，提出防止污染措施并监督实施。

4．掌握饮食行业从业人员的继康状况，加强健康管理．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卫生

知识培训。

5．掌握金地区食物中毒情况，调查研究中毒原因，提出予防措施；对重大和少见

的食物中毒，要深入现场，协助与指导县区防疫站进行调查处理。

6．调查研究城乡不同人群的营养状况和膳食，提出合理的营养建议．

7．负责食品卫生微生物和理化检验工作。

六、学校卫生科

1．调查掌握城乡学生的生长发育状况和常见病多发病的患病情况，研究影响学生

健康成长和发病的因素，提出改进措施。

2．组织与指导医疗单位和校医，保健教师进行学生健康普查，开展卫生宣传潘

动，培养学生卫生习惯，做好视力保护和其它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

3．监督指导各学校改进教学卫生，体育卫生．协助教育部门培训、考核学校卫生

人员和保健教师。

4．对新建．改建，扩建的校舍建筑进行予防性卫生监督。

七、虫媒消杀科

1．调查掌握本地区医学动物、昆虫种属分布、生态习性，制订防制措施．

2．组织与指导县区防疫站做好蚊，蝇，鼠的定期监测，研究除害的有效方法，傲

好涂害的技术指导。

3．协助县区防疫站做好异常虫情的调查处理，与流行病科密切配合，做好虫媒动

物性传染病的疫区调查处理。

八、微生物检验科

1．负责流行病．免疫．虫媒消杀、学校卫生科提出的微生物检验任务．

2．引进和碰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方法，制订微生物检验规程．开展检验方法的科

学研究工作。

3．负责对县区防疫站微生物检验工作的技术指导，协助解决微生物检验工作中的

疑难问题。 ’

九。办公室

1．协助站长管理全站行政业务工作，负责全站工作计划总结的起草，审核各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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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的文件。

2．经常深入科室了解业务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当好站长参谋。协调各科室

i作和站长交办的有关工作．

3．负责全站来往文书的处理，公章管理，负责打字以及：文书档案。科技档案管理

工作。

4．协助站长召开站务会议和县区防疫站站长会议，负责记录整理．督促检查站务

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

5．负责科研管理，协助站长检查了解科研进度落实情况，做好科研成果上报与推

广交流工作。

6．负责组织全站业务学习，组织安排业务干部进修培训．

7．负责图书资料，报刊的订购管理，情报资料的收集，交流等工作。

8．负责办理来往有关业务事宜，负责人民来信来访者的接待工作。

9．负责全站的人事管理，劳动工资．安全保卫，计划生育和对职工进行遵纪守法

的宣传教育等工作。

十．总务科

1．负责汇编全站经费的予决算，协助站长检查经费予算执行情况，办理日常经费

收支和审核报销工作。

2．负责全站基建和房屋，车辆，家俱的管理与维修，保证车辆完好及正常运行．

3．负责药品，器材、设备的订购、供应、管理和维修等工作。

．4．负责取暖．电气。上下水的管理与维修工作和劳保用品．卫生用具．办公用品

的采购，保管与供应工作．

5．负责管理站内经常性卫生工作，做好站容整顿和门卫安全工作。

6．负责实验用动物的采购、饲养和供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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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党群组织

从建站开始，为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怨政治工作，逐步建立和健全己党组织和工会，

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三十多年中，站党组织为适应政治形势和卫生防疫工作的需要．根

据上级党委的部署。领导和组织全站职工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活动，

加强了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提高党员、

干部、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完成卫生防疫各项工作，起到了有力的促进

和保证作用。

一、觉的组织机构

l 9 5 2年，建站初期，防疫站党的组织为市政府卫生科党支部的一个党小组，组

长侯永富，右觉员6人．

1 9 5 b年成立市卫生防疫站党支部，党支部书记王玺岩，有党员7人．

1 9 5 7年改造市卫生防疫站党支部，李实忠任党支部书记，有党员12人。

l 9 6 1年市卫生防疫站同市药品检验所，市卫生队建立联合党总支，匪柱国f任党

总支书记。市卫生防疫站设党支部，党支部书记由‘王柱国：兼任，有党员14人．

l 9 6 8年市卫生防疫站同市第一医院合并，市卫生防疫站属第三连队，设党支

部．1l王柱国任党支部书记，有党员14人。
1 9 7 0年市卫生防疫站从市第一医院分出，要重建党支部，张兆勤任党支部书

记．有党员4 3人．

1 9 8 1年，市卫生防疫站建立党总支，选举产生站第一届党总支委员会，委员5

人，张兆勤任党总支书记．下设3个党支部，有党员43人。

l 9 8 4年，调整站领导班子，选举产生站第二届党总支委员会，委员3人，王兴

富任党总支书记．下设4个党支部，有党员4 1人。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3 0多年中，站党组织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围绕党的各时期中心任务，开展各项

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活动，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清理

。左”的思想影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着重点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上来。对职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形势任务和时事政策教育、理想、纪律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端正党风和纵

正行业不正之风等一系列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提高职工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能力，对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保证卫生工作改

革，促进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l 9 5 3年对职工进行整顿思想和纪律的教育，开展忠诚老实教育运动和反对官僚

主义的斗争．教育职工正确认识卫生防疫工作的性质和作用，热爱和安心卫生防疫工

作，教育干部发扬民主，改进领导方法．

1 9 5 4年，组织职工成立学习小组。学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l 9 5 5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对职工进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爱护国家财产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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