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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卫生志》(1 840m1988)第一辑

前 言

在中共济南市委、市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市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济南市卫生局对编志工

作十分重视，于1982年2月成立编志办公室，局属单位也成立了编写小组。两年来，我们得到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众多党内外有识之士的鼎力合作，共查阅各种文献和档案材料13000卷(册)次，

调查、采访口碑材料500余人次，搜集文字资料450万字，拍摄照片近千张。为了有利于领导和有关

部门尽快了解掌握我市卫生工作的历史状况，将资料变死为活，服务现实，也为下一步正式编写卫

生志“预制构件”，我们在局属22个单位全部完成院志和反复查对核实资料的基础上，于1983年lO

月着手编写专题资料，准备分五辑编印，约计30余万字。

本辑“济南市卫生行政机构组织沿革”分为四章十五节。简要介绍了1902年至1948年济南市

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的基本概况和市卫生局自1948年成立至1983年的机构沿革、科室设置、人员任

免、经费收支及所属单位情况。

修志是一项新任务，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尤其是建国前历代统治阶级对卫生事业极不重

视，形成并保存下来的资料既少又残缺不全，因此编出的资料很可能挂一漏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批评指正。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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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济南市解放前卫生行政

管理机构(1902～1948年)

济南市在1947年以前，未设专门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自

1902年至1946年先后由巡警总局、巡警道署、警察厅、公安局、

警察署及社会局等机构设科管理之。主要职责为：妓女检验、繁

烟、清道、预防注射等。1947年成立了省会卫生事务所，负责全

市医疗保健、传染病调查、卫生宣传等。1948年9月济南解放

后，被市军管会卫生部接管。

第一节 巡警总局

清末戊戌政变后，各省举办新政．京津一带首先创办巡警，

山东亦于1902年秋在济南设立巡警总局(局址设于后宰门关帝

庙)，由巡抚派候补道韩耀曾为总办，主管省会警务．并监督各县

筹办警察事宜。其组织极其简陋，局内仅设文案、书记等职员数

人，外部设区官、巡长、巡警等亦不过百余人，略具警察形式而

已。下设一个清道队，担任城内外道路扫除。1904年后．清政府

颁布新官司制，各省设置巡警道，山东省巡警总局遂改组为巡警

道署，职权与前略同，对卫生工作的管理仍限于道路清扫，惟人

员较前略有扩充。

第二节 警察厅卫生科

1913年．巡警道署改为省会警察厅(厅址设在院东大街旧济

南府署)，兼理胶济路矿及小清河警察事宜．由安仁首任厅长。

厅长以下设内勤、外勤、消防等三督察长，总务、卫生、行政、司法

等4科。每科设正、副科长各一人．科员4人。司书若干人。卫

生科掌管卫生警察、清道、防疫、官立医院等。

1929年5月．省会警察厅改为公安局．直棣民政厅管辖．至

1936年始遵部令改称省会警察局．隶属权限仍如旧。下设总务

科、行政科、司法科、卫生科、秘书室、督察处。卫生科主管事项：

道路、沟渠、水井之管理，医生、产婆、药品之管理及公共卫生检

查等。1929—1937年冬，陆续扩充两个清道队；警士教练所、医

务所、书寓查验所、产科学校各一。同期。济南政府于1929年设

秘书处，分三科。第一科有四股：社会股、总务股、事务股、卫生

股。卫生股主管卫生事项。

依照国民政府公布的《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中关于各省

设卫生处，各市、县设卫生局的要求。省政府于1929年开始筹设

卫生处，并规定卫生处、局尚未成立的地方应于市县政府或公安

局委用专任卫生人员．执行卫生行政业务。1930年5月9日省

政府审查济南政府呈请添设教育、卫生两局案，指令：“卫生局仍

应附属公安局，从缓添设”。故当时济南的公共卫生及医院设

置、取缔等事项仍由公安局卫生科管理。

第三节 市公署社会科卫生股与省会

警察署保安课第五组

日伪警察局于1937年12月29日成立，局址设于趵突泉前

街省立医专旧址。1939年2月改“局”为“署”．改“科”为“课”。

此时济南市卫生工作分隶于市公署社会科卫生股及省会警察署

保安课。社会科卫生股职责八条．即关于市立医院和诊疗所监

督管理、私立医院审查取缔、医师药师助产士审查取缔、中医牙

医、兽医及按摩针灸等营业管理取缔、公共卫生清洁检查、一般

卫生行政设计、防疫注射、卫生状况调查改善设施及宣传等事

项。省会警察署保安课第五组掌管卫生事项计19条，与社会科

卫生股职百J混淆。1943年警察署增设警察医院．并将清道队移

交市政府管理。两年后，又将所有卫生事务及妓女检查所移交

山东省卫生行政委员会办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省政府委任政务厅秘书林风楼为省

会警察局局长．于9月22日将伪警察署接收完竣．遂遵政府命

令将内部分别予以改组。除秘书室、督察处、侦缉队、消防队、清

道队等名称仍旧外．警务课改为总务科，保安课改为行政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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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课改为司法科，并应事务需要增设卫生科，成立城关、商埠两

处戒烟医院，改警察医院为警察医务所，又将划归卫生行政委员

会的妓女检验所收回，直棣于卫生科。

第四节 省会卫生事务所

济南市政府鉴于当时卫生管理职司混淆、权责分散的情况，

于1946年开始筹设省会卫生事务所，第二年4月正式成奇=。该

所奉命接收了省第一、二、三、阴民众诊疗所，于6月迁至经二纬

一路东兴里19号办公，同时兼办第一、二分所对外开诊。张兴

华任卫生事务所所长。所长以下分医务(保健)、防疫、总务三

科，职员30人。主要职责为：医疗保健、传染病调查、预防接种、

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卫生宣传等①。

第二章济南市卫生局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9月25日解放军华东军区济南

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济南实行军事管制。9月27日设立城

区军事管制分会，下设口牛部管理全市卫生工作，部长方春望。9

月28 l=l成立济南特别市市政府，从各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将军管

会的机构逐步过渡到政府的办事部门。10月31日撤消军管会，

解除对济南的军事管制．设立了卫生局等16个政府办事机构，全

市医疗卫生工作即由市卫生局管理。“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一度

掌权。1968年局机关人员被赶至“五七”干校劳动。此期由市革委

生产指挥部卫生组直接管理全市卫生工作。1969年下半年局机

关人员陆续返局，同年I 1月成立市卫生局革命委员会。1978年

12月市委撤销局革委，重新任命局级领导干部，实行党委领导下

的局长分．I：负责制．从此．全市I!生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市卫生局初建时．与教育局、民政局同在经二纬二路195号

(现市教育局址)办公。1949年下半年迁至经二纬一路148号

(现址)。1960年上半年迁至经二纬四路247号(现医学会处)，

1963年下半年迁同。现市卫生局办公楼系1982年新建。

第一节 任务宗旨

济南市卫生局是济南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是管理全市医

疗卫生工作的专业局．对市级医疗卫生单位实行党、政、业务的领

导，对区、县、工矿医疗卫生单位进行业务指导。并按照中央和省、

市有关卫生法规对全市符项卫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具体任务

是l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组织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城乡爱

国：I!生运动．搞好防病灭病．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做出贡献；积极做好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不断提高医疗技术

4

水平和1l生人员的医德素养，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搞好全市

医疗卫生事业规划和卫生队伍的建设，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管理范围

随着济南市行政区划的变化，市p生局的业务管理范围也

随之改变。1958—1961年撤销泰安专区建制时，济南市所属县

份曾达11个之多，各县医疗卫生工作均由市卫生局管理。市卫

生局历年业务管理范围详见下表：

市 县【市

年度
区 所属县(市) 划入时间 划出时间

1948．1l—1957 、／

历城县 3月

1958 、／ 长清、章丘县 9月

泰安、莱芜、新泰、宁阳县 10月

宁阳县 6月

新汶(市)、齐河、
6月

1959 、／ 肥城、平阴县

9月
长清县

(撤销)

历城、章丘、泰安、莱芜、

新泰、新汶(市)、
1960 、／

齐河、肥城县

平阴县 2月

历城县

196l 、／ 泰安(市)、章丘、

肥城、莱芜、新泰、 5月

新汶(市)、齐河县

1961．5一1978 、／ 历城县

历城县
1979一1983 、／

长清、章丘县 1979．1

①本章内容主要摘自解放前出版的有关文献资科。



第三节 党政领导

一、党委

解放初期，卫牛局机关及两个下属单位仅有十余名党员，局

设党支部。随着机构逐年扩大，人员增加，1949年12月建立党

总支(市政府机关党委第硼总支)，1954年9月29日成立中共济

南市卫生局委员会。1956年3月2只撤销局党委建制．成专局

党组。，将卫生局党总支移交市人委机关党委，局属单位党组织

先是移交各区区委，后成市医院党委管理之。1964年7月28日

卫生局重建党委，基层党组织关系在两年内陆续划归。

1070年5月25日中共济南市革委n生局荸委核心领导小

组成立。1976年1月23日撤销核心小组，建立中共济南市革委

卫生局委员会，1980年1月改称中共济南市卫生局委员会。

市卫生局历届党组织领导成员名单如下：

年度 党组织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书记 江守默 1948．1l 1949．Il
1948．1l 党支部

副牛5记 陈奉恭 1948．Il 1949．1l

书记 怡然 1949．12

副书记 陈奉恭 1949．12

1949．12 第四总支 委员 朱晓亭 1949．12

委员 李fi轩 1949．12

委员 林学英 1949．12

书记 怡然 1950．1l

副书记 白子 1950．1I

委员 孙忠民 1950．II

1950．1I 第四总支 委员 王瑞 1950．Il

委员 朱晓亭 1950．Il

委员 陈奉恭 1950．1l

委员 王纯年 1950．1I

书记 李德霖

副书记 朱晓亭

常委 徐兴兰

常委 刘廷相

常委 王纯年

常委 徐嚷
1954．9 党委

委员 段明强

委员 路r林

委员 彭新乍

委员 梁英岚

委员 刘槲清

书记 朱晓亭 1956．1

年度 党组织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书记 朱晓亭 1956．4 1959．4

成员 孙忠民 1956．4

成员 路子林 1956．4

成员 王纯年 1956．4

成员 徐兴兰 1956．4
1956．4．20 党组

成员 徐坚 1956．1l

成员 刘夫田 1958．4

书记 刘曦 1959．4 1959．12

书记 范景铭 1959．12

成员 毕鹰荣 1959．2

书记 朱晓亭 1961．10

副书记 常光顺 1961．10

1961．10．10 党组 成员 衣元良 1961．2

成员 洪波 1963．7

成员 郝煜之 19“．3

书记 朱晓亭 1964．8 1965．I

副书记 宋克 1964．1l

委员 常光顺 1964．IO

19“．7．28 党委 委员 郝煜之 1964．10

委员 洪波 1964．10

委员 手宗礼 1965．6

委员 曹悦中 1965．7

局革委 组长 尹家丰(军) 1975．5

核心领导 副组长 肖道军 1970．12

1970．5．25 小组 成员 张志毅(军) 1970．5

(以下简称 成员 王海卿(军) 1970．5

“核心组”) 成员 袁忠(军) 1970．10

组长 吴立民(军) 1971．1

剐组长 肖道军

成员 袁忠(军) 1972．3

1971．1．18 核心组 成员 朱中和(军) 1971．1

成员 李长远 1972．2

成员 周超(军) 1972．3

成员 洪波 1973．4

组长 肖道军 1975．4

成员 宋克 1974
1974 核心组

成员 李长远

成员 洪波

组长 刘||j1珍 1975．4

剐组长 徐洪德 1975．10

成员 宋克
1975．4．20 核心组

成员 李长远

成员 洪波

成员 汤涌 1975．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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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党组织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书记 刘同珍 1976．1 1977．8

副书记 徐洪德 1976．1 1978．12

副书记 高凤兰 1976．1 1978．12

委员 宋克 1976．1
1976．1 党委

委员 李长远 1976．1

委员 洪波 1976．1

委员 汤涌 1976．I

书 记 毕町钦 1977．8 1978．10

书记 宋克 1978．12 1983．2

离休

副}；记 王树本 1978．12 1983．8

任局顾问

副书记 李长远 1978．12

副书记 汤涌 1978．12 1982．12

离休

委员 洪波 1978．12 1982．12
1978．12 党委

离休

委员 王玉阶 1979．8 1982．6

调离

委员 党光顺 198I．5 1982．12

离休

委 员 李庆海 1981．12

副书记 王阶栋 1982．3 1983．8

调离

书记 李长远 1983．8

副书记 赛文生 1983．8

1983．8 党委 委 员 李效禹 1983．8

委员 李庆海 1983．8

委 员 日敏河 1983．8

二、局长

市卫生局的行政、业务等丁作由局长全面负责，副局长具体

分【。“文革”期间局革委正、副主任代行正、副局长职务。

历年局领导名单见下表：

年度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局长 白备五(兼) 1948．Il
1948

副局长 江守默 1948．Il

局长 自备五(兼) 1949．1l

1949 副局长 江守默 1949．5 调离

副局长 怡然 1949．5

1950 副局长 怡然

6

年度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局长 张景闵 1951．1l
195l

副局长 怡然 1951．8 调离

1952 局长 张景闵

局长 张景闵 1953．4

局长 华子修 1953．4
1953

副局长 李德霖 1953．4

副局长 白．继先 1953．4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李德霖
1954

剐局长 石继先

副局长 朱晓亭 1954．10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李德霖 1955．7 调离
1955

副局长 石继先

副局长 朱晓亭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石继先 1956．5 降职
1956

副局长 朱晓亭

副局长 孙忠民 1956．1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朱晓亭
1957

副局长 孙忠民

副局长 徐坚 1957．1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朱晓亭
1958

副局长 孙忠民 1958．I 调离

副局长 徐坚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朱晓亭

1959 副局长 徐坚

副局长 李德霖 1959．2

副局长 刘曦 1959．2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朱晓亭

副局长 刘曦

副局长 徐坚 l 9I∞．10 调离
1960

副局长 李德霖 19∞．10 调离

副局长 范景铭 19tm．3

副局长 农元良 1960．10

剐局长 孙忠民 19∞．7



年度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朱晓亭

副局长 刘曦 病休

196l 副局长 范景铭 1961．10

副局长 衣元良 1960．5 调离

副局长 孙忠民

副局长 常光顺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朱晓亭

1962 副局长 刘曦

副局长 孙忠民 1962．12 调离

副局长 常光顺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朱晓亭
1963

副局长 刘曦 1963．7 编外

副局长 郝煜之 1963．1l

局长 华子惨

副局长 朱晓亭 1965．1 撤职
1964

副局长 常光顺

剐局长 郝煜之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常光顺

副局长 郝煜之
1965

副局长 王宗礼 1965．6

副局长 宋克 1965．3

副局长 曹悦中 1965．7

局长 华子修

副局长 常光顺

副局长 郝煜之
1966

副脯长 王宗礼

副局长 宋克

副局长 曹悦中

革委会主任 贸胜美(军) 1969．1I

副事任 王邦礼(军) 1969．1l

1969
副书任 宋克 1969．Il

副主任 王树本 1969．1l

主任 尹家{三(军) 1970．5

副丰任 张志毅(军) 1970．5

副#任 f海卿(军) 1970．6
1970

副董任 肖道军 1970．12

副{三任 宋克

副t任 手树本 援外

卜济南市卫
JinanmhJ’．r●l●^

年度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主任 吴市民(军) 1971．1

副主任 朱中和(军)

197l 副毛任 肖道军

副主任 宋克

副主任 王树本 援外

主任 吴市民(军)

副主任 朱中和(军)

副主任 肖道军
1972

副主任 宋克

副主任 王树本

副主任 李长远 1972．2

主任 吴寺民(军)

副主任 朱中和(军)

副主任 肖道军

1973 副丰任 宋克

副主任 王树本

副主任 李长远

副主任 常光顺 1973．4

主任 肖道军

副主任 宋克

1974 副主任 王树本

副宅任 李长远

副主任 常光顺

主任 刘同珍 1975．4

副丰任 肖道军 1975．4

副丰任 徐洪德 1975．10

副主任 汤涌
1975

副董任 宋克

副末任 王树本

副主任 李长远

副主任 常光顺

主任 刘同珍

副}任 高风兰 1976．1

副丰任 徐洪德

副卜任 汤涌
1976

副董任 宋克

副}任 王树本

副E任 李长远

副董任 常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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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主任 刘同珍 1977．8 调离

主任 毕可钦 1977．8

副主任 肖道军

副主任 徐洪德

1977 副丰任 汤涌

副主任 宋克

副主任 王树本

副丰任 李长远

副上任 常光顺

主任 毕lI，钦 1978．10 调离

副{三任 徐洪德 1978．12 凋离

副主任 高风兰 1978．12 调离

1978 局长 于树本 1978．12

副局长 李长远 1978．12

副局长 汤涌 1978．12

副局长 常光顺 1978．12

顾问 刘曦 1978．10

局长 手树本

副局长 李长远

1979 副局长 汤涌

副局长 常光顺

顾问 刘曦 1979．4

局长 王树本

副局长 李长远
1980

副局长 汤涌

副局长 常光顺

局长 王树本

副局长 李长远
198l—

副局长 汤涌 1982．12 离休
1982

副局长 常光顺 1982．12 离休

副局长 李庆海 1981．12

● 局长 李效禹 1983．8

副局长 李庆海 1983．8
1983

副局长 吕敏和 1983．8

顿问 下树本 1983．8

第四节 科室设置

市卫牛局各科室是在局党委及局长领导下进行工作。以

1983年为例，科室设置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党群1二作设组织

科、宣传科、纪委、老干部科、工会、团委；二、行政、业务方面设办

公室、人事科、计划财务科、医政科、中医科、药政科、工业卫生

科、妇幼卫生科、防疫科。市爱卫会办公室和I订红十字会办公室

8

在卫生局办公。另外．局还曾没街道Il生科、知青安置办公室等

科室，fl『计划生育办公室也曾在Il生局办公。

一、党组织

(一)组织科

组织科的设置是随着局党委的成立、撤销而改变的。1954

年9月29日设立，1956年3月撤销，1964年10月恢复。1970

年又撤销，成立政工组。1978年I 1月撤销政工组。成立组织科。

该科历任负责人名单如F：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副科长 徐兴兰 1954．9
1954～1956 组织科

副科长 张静毅 1955．9

科长 刘文英 1964．10
1964一1970 组织科

剐科长 李义亭 1964．10

组长 洪波 1973．4

副组长 王玉阶 1972．7

副组长 刘文英 1972．7
1970～1978 政工组

副组长 张龙堂 1978．3

副组长 王志良 1978．3

副组长 郑以秀 1978．3

1978．11
科长 王玉阶 1979．8 1982．6

组织科 副科长 张龙堂 198I．12
一1983

副科长 王忐良 1981．12

组织科职责范围：

1．考察、调整局属单位领导班子，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

2．管理、任免、调配局属单位的中层干部，管理局机关工作

人员。

3．审查和处理局系统党、政、工、团行政干部有关党龄、伍

令、落实政府等问题．管理党政十部档案。

4．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搞好党员教育．发展新党员。接转

党员组织关系．统计、填报党员和局属单位中层以上干部报表。

5．接受、安排转业、退伍军人(党政T：部)。

6．做好统战、侨务、妇女等项工作。

(二)宣传科

宣传科设置情况间组织科。

历年负责人名单如下：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免时间

1954一1956 宣传科 科长 刘廷相 1954．9任

1964一1970 宣传科 副科长 李长远 1964．10任

副科长 郏以秀 1978．II任
1978．Il—1983 宣传科

科长 郑以秀 198I．12任



宣传科职责范同：

1．组织局系统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抓好广大干部、职工的

理论、时事学习。

2．对干部、职工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党员教育和

培训。

3．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4．组织新闻报道，堵训宦传通讯队伍。

5．配合’I：会组织开展比学先进竞赛活动和职工文体活动。

(三}纪委

中共济南市卫生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54年11月18日成

立，1956年3月撤销。1965年11月成立监察委员会。1970年

以后由组织部f J兼管纪律检查工作。1979年6月重新建立纪

委，为独市科室。

历届委员名单见下表：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免时间

书记 李德霖 1954．1l

副书记 徐兴兰 1954．1l

委 员 段明强 1954．1l

1954一1956 纪委 委 员 徐水礼 1954．1l

委员 冷世勋 1954．1I

委员 王十周 1954．1I

委 员 于纯年 1954．Il

书记 宋克 1965．II

1965一1969 监委 委员 洪波 1965．Il

委员 李义亭 1965．1l

书记 洪波 1979．6

(1982年12月离休)

副书记 刘文英 1979．6

1979—1983 纪委 委员 王玉阶 1979．6

(1982年6月凋走)

委员 李庆海 1979．6

委 员 上忠良 1979．6

纪委职责范围：

1．配合组织科、宣传科向党员进行遵守党章和党的纪律的

教育。协助党委维护、整顿党风．检奁局系统各级党组织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

2．维护党的民手集巾制．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枪杏党员和

党绑l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情况，I司违反党的纪律和败坏党风的行

为作斗争。

3．受理党员的申诉及对党组织的报告。

4．榆食、指导下级纪委的L作，审批下级纪委报送的案件。

(四)老干部科

1980年以前，n乍局的老干部安置T作I}I组织、人事部门负

责。由于近年来离、退休十部人数的大愫增加．1980年7月22

日市委通知Il生硒增设老十部科。1981年12月19日市文委党

卜济南市卫

组任命于志良为老干部科科长，局党委1982年8月12日任命宋

宪章为副科长。

老干部科职责范围：

1．负责审批和呈报干部离休报告。

2．组织非县、团级单位离休领导干部传阅、学习一卜级文件。

3．走访局系统离休领导干部，接待和处理离休干部来信

来访。

4．认真做好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处布置的有关工作。

l五)工会

局系统工会工作过去由市总工会卫生工会管理，“文革”期

间无人过问。1978年市工会恢复后成立了文教p生工会，卫生

局由政工组监管这项工作。为了加强局党委对工会工作的领

导，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198i年lO月30日市委正式批准恢复

局【会，编制2人(市工会编制)。1982年2月17日市总工会任

命赵元庆为工会主任，1982年8月27日任命郭成河为副主任。

工会职责范围：

1．在党委领导下，在局系统实施、推行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

制，逐步试行干部评议。

2．组织培训【会专职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

3．对广大职一r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组织职工参加政治夜校

和专业技术、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文

体活动。

4．关心群众生活，组织t会会员储金，救济困难职工．协助

行政部『J搞好民主分房，积极开办托儿所，办好食堂，重视妇女

“四期”保护，充分保障妇女权利。

5．做好局系统计划生育工作，组织检查评比活动。

(六)团委

1950年下半年局建屯青年圃组织。因全系统只有局机关有

3-4名团员．故设团支部。刘廷相、王在塘为正、副书记。1953

年扩大为团总支。1954年11月29日正式成立“中圈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济南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作委员会”。1964年11月

26日建芷“共青团济南市卫生局委员会”。1970年以后局政工

组兼管团的l：作，1976年12月1日重建团委。

历厢Ⅲ委持记名单如下：

年度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1954．1l 剐}5记 毕建华

1964．1l 书 记 刘文英

书 记 下广f_：

1976．12 剐15记 原忠瞬(4；脱产)

副15汇 杨逢荚(小脱产)

书记 王广f一

1979．5 副}5记 金沪样(不脱产)

副|5id 江炜璋(小脱产)

剐lS记 孙海燕
1983．I

剐IS记 张进(小脱，“)

9■疋：



团委职责范围：

1．对团员、青年进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情操、纪律和革命

传统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业务知识。

2．宣传、执行局党委和上级团委的指示和决议，围绕党的中

心任务和E作实际，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屯活动。

3．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下级团组织和团员的意

见、建议．正确反映团员、青年的思想、要求。

4．表彰先进．发展新团员，小断地向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

5．健全党的组织牛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监督团员

履行义务，保障团员的权利小受侵犯。

6．协助党委做好团干部管理工作．加强对团干部的培养和

训练。建立健伞团干部的考核制度，主动向党委和组织部r J提出

团干部的任免、调动建议。

二、行政、业务

(一)办公室

办公室是全局党、政T作的综合部门，协助党委和局长处理

日常【作。1953年以前为秘书室，1954年以后为秘挡科。1970

年成立办事组，1979年改为办公室。办公室历任负责人名单见

下表：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1948一1949 秘书室 秘书 陈奉恭

1950一1953 秘书室 主任 石继先 1953．4

副科长 扬书斋
1954_1959 秘书科

副科长 徐成章 1959．9

副科长 杨书斋 1961．12
1960—1963 秘书科

副科长 孙应秀 1961．2

科长 毛云生 1964．1l 1965．5
1964一1969 秘书科

副科长 袁希明 1964．Il 1965．2

组长 柳步迟 1975．4

副组长 窦明山 1972．3
1970～1977 办事组

副组长 张尽先 1972．7 1972．9

副组长 尹五珠 1972．7

组长 柳步迟

1978 办事组 副组长 陈连坤 1978．3

副组长 李翼 1978．3

主任 柳步迟
1979．1980 办公室 1979．2

副主任 陈连坤

主任 陈连坤 1981．12
t98l—1983 办公室

副主任 许文 1981．3 (来到职)

办公窜职责范围：

1．根据书记、局长的指示，负责党委会、局长办公会和以党委

和局的名义召开的综合性会议的组织、会务、记录工作。

2．参加局机关各科的工作汇报、总结等重要会议，汇集和积

累资料，根据各科提供的材料起草综合性的文稿。

3．修改以局党委和局的名义发出的各种文件。

4．统一管理文书、文印、印鉴、档案工作。

5．负责人民来信、来访的统一管理，催办工作。

6．协助局领导督促检查上级指示、工作计划的执行和落实

情况。

7．负责局系统的综合性会议，劳动等活动的组织工作。

8．负责局机关传达、食堂、房屋、水电、家具、办公用品、交通

工具的管理、维修，机关的信件投送、财务管理、计划生育、爱国

卫生、绿化美化等J：作。

(二)人事科

1951年前人事工作由秘书室兼管，1951年{殳人事科，1970

年撤销。人事工作由政工组负责。1979年政工组改为组织科，直

至1981年12月人事科与组织科分设。

人事科历任负责人名单如下：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1951 人事科 副科长 田荣轩

科长 田荣轩
1952～1953 人事科

副科长 王纯年 1953

科长 刘福清 1954．8

1954 人事科 副科长 徐兴兰 1954．8

副科长 王纯年 1954．8

科长 刘福清 1955．2

科长 芏纯年 1955．2
1955一1956 人事科

副科长 徐兴兰

副科长 尚宪中 1955．8

科长 王纯年

副科长 刘夫田 1957．8
1957一1959 人事科

副科长 尚宪中 1957．8

副科长 徐兴兰 1957．8

1960 人事科 科长 毕应荣 1960．9

1961 人事科 副科长 育桂英 1961．12

科长 洪波 1962．9

1962_1963 人事科
副科长 曹桂英

科长 洪波
1964一1969 人事科

副科长 王玉阶 1964．IO

科长 张龙堂 1981．12
198I—1983 人事科

副科长 于梅 1981．9



人事科职责范围：

1．负责卫生技术干部的培训、考核、晋升、调配和工勤人员

的招收、凋配。

2．接收和安排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干部、退伍军人(卫生技

术干部)，对使用情况进行考察。

3．负责大中专毕业生定级、定职、学徒工转正定级，日常工

资、福利费的管理。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职工奖惩及工资调整等。

4．选派和培训援外、援藏干部。

5．审查、办理职工退职、退休和子女顶替。

6．负责局机关和局属单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7．管理卫生技术干部档案，统计、汇总、填报干部报表。

(三)计划财务科

1953年以前计划财务工作由秘书室兼管，1953年设计划财

务科。1970年以后为办事组兼管，1978年恢复计划财务科。

历任负责人名单见下表：

年度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1953一1959 副科长 刘振亚 1954．8 1958．IO

1960_1963 副科长 徐成间 1960．9

1964一1970 副科长 相隆岗

计财组副组长 张尽先
1978

计财组副组长 王善福 1978．3

科长 张尽先 1979．8
1979—1980 1980．12病故

副科长 王善福

科长 王善福 1981．12
198l—1983

副科长 江忠省 1981．9

计划财务科职责：

计划财务科是会市卫生系统的计划财务综合部门，主管全

系统的计划、财务、基建、物资工作。

1．编制卫生财务、基本建设、劳动工资、物资供应计划审批

和呈报市、区、县各级医疗卫生单位的预决算。

2．负责全系统的财务管理、核算、分析、监督检查和业务

指导。

3．负责全系统的基本建设、物资供应、人民防空、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污染治理。

4．组织开展增产节约、修旧利废活动。认真抓好经济管理。

5．培训后勤专业人员。

(四)医政科

医政科于1948年11月设立．1952年与药政科合并为医疗

预防科。1955年8月跃政、药政分别设科．1964年12月防疫科

分设．医疗预防科改称医政科。1970年成立业务组统管全局业

卜济南卜所需
,ltlaanj／li

务工作．1978年业务组撤销，设医政组，1979年改为医政科。

历任负责人名单见下表：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科长 张满元 1948．1I 1949．1l
1948—195l 医政科

科长 石继先 1949．1l

科长 石继先 1952

科长 孙忠民 1953 1956．1

副科长 宁超 1954．8
1952一1956 医防科

副科长 刘锦秀 1954．8

副科长 李云绰 1956．6

副科长 刘夫田 1956．6

科长 翟碧文 1957．1l 1963

副科长 刘夫田 1957．8

副科长 宁超 1957．8
医防科

副科长 刘锦秀 1957．8
f1964．12

1957一1969 副科长 吴志友 1957．1
改为医政

副科长 程子灵 1961．2

科)
副科长 周培庆 1962

副科长 李长远 1963 1964．10

副科长 陈阜熙 1964．12

组长 李长远 1970 1972．2

1970一1977 业务组 副组长 李庆海 1972．7 1972．7

副组长 姜云 1972．7

组长 李庆海

1978 医政组 副组长 姜云

副组长 张连祥 1978．3

科长 李庆海 1982．3

副科长 姜云 1979．7

1979—198l 医政科
副科长 张连祥

副科长 孙振加 1979．6

科长 刘学堂 1982．3

副科长 张连祥
1982～1983 医政科

副科长 孙振加

副科长 部宪才 1982．8

医政科职责：

1．负责市、区、县各医疗、卫生、科研机构业务E作及农村卫

生机构、赤脚医生、乡村医生、大队卫生窀的管理。

2．负责市、区、县各大企业p生机构的医学科研、教学的组

织管理和协调，负责符级各类在职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业务考

核、赤脚医生、乡村医生、厂矿企业医生的培训和派出及接收进

修的协调，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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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巾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工作。

4．负责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医疗保健管理及公费医疗管

理，搞好划区医疗组织协调、转诊、疗养安排等。

5．负责各项体检任务(考生、招工、干部、征兵体检等)及计

划生育手术、技术指导l：作的管理。

6．负责慢性病(结核、麻风、精神病等)的防治管理l：作及市

区内街道地段防治保健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

7．负责转诊、会诊、组织抢救，接待处理有关医政方面的来

信来访，调查处理医疗事故、医疗纠纷。

8．负责组织I临u,t医疗小分队，为战备抢救、军运、春运及各

种会议服务。

9．负责济南地区卫生机构的卫生事业，医院工作统计及统

计人员的业务培训、技术提高等。

(五)中医科

中医科于1955年设立。1970—1978年撤销，由业务组

(1978年业务组改为医政组)负责中医工作。1979年7月4日

恢复中医科。

该科历任负责人名单见下表：

年度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科长 路子林 1955．8 1958．10

科长 刘铁 1956

1955一1970 科长 陈奉恭 1957．1 1958．1

科长 尹毅武 1959．7 1961．5

副科长 范乐林 1961．10 1970

科长 姜 云 1979．8
1979一1983

副科长 R国英 1981．3

中医科职责：

1．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和政府的有关法令。团结中西

医．组织两学中，加强学术交流。

2．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组织56岁以上老中医学术经验

的传授，搜集整理民间中医药传统经验及单方、验方并组织

推广。

3．负责中医药机构及其科研、教育机构的建立、整顿和

管理。

4．负责中医教育(在职、脱产或业余)，提高中医学术水平。

壮大中医队伍。

5．协助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中医人员的社会开业、坐堂行医

业务。

(六)药政科

药政科于1948年11月设立．1952年与医政科合并为医疗

预防科，1955年恢复药政科。1970年撤销．由业务组负责药政

工作。1978年没药政组，1979年改称药政科。

该科历任负责人名单见下表：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1948—195l 药政科 副科长 汤铭新

副科长 刘锦秀 1955．8 1957．8

梁福泉 1958 1958．10

1955～1970 药政科 尤士敏 1956．6 1970调离

闩汤月 1960．9

李庆海 1964

1978 药政组 副组长 路孝廉 1978．3

副科长 路孝廉 1981．12

科长 路孝廉 1981．12

1979一1983 药政科 副科长 王志清 1979年前任 1981．6

市中医院副 病故

书记

药政科职责范围：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药品的方针、政策、法令、法律、条例、

规定、办法．搞好药品管理工作。

2．组织开展I临床药学研究，提高药品质量，确定淘汰疗效不

确、毒副作用大的药品，组织新约的临床实验和验证工作。

3．制定药品标准规，鉴定审批新药，检查、监督全市有关单

位生产、销售、保管药品的质量及管理、使用情况。

4．负责市、区、县医疗单位大型医疗器械、农村公社卫生院

的医疗器械的更新装配计划和发放及全市救护车的审报计划。

5．负责各医疗单位的医药用粮、油、糖的计划工作。

6．配合公安、工商部门管理医药市场，取缔和查禁伪劣

药品。

(七)工业卫生科

1948年11月至1953年先后由保健科、卫生督导科负责1二

业卫生工作。1954年正式设立工业卫牛科。1956年6月8只撤

销该科．由医疗预防科兼管此项工作。1958年恢复。1962年又

撤销。仍由医防科兼管。1966年改由爱卫会办公室兼管，直至

1978年设立工业卫牛组，一年后改称工业卫生科。

该科历任负责人名单见下表：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1948．1l—195I 保健科 (见妇幼科)

副科长 崔伯成 1952

1952一1953 p生督导科
科长 崔伯成 1953

1954一1956 工作IU|-科 科长 彭新生 1955．2

1958一1960 I：作卫生科 副科长 李运绰 1958 1958．6

196l—1962 工作IUt-科 副科长 周培庆 1961．12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1978 I：作IUI-组 副组长 』：1i荣 1978．3．24

副科长 土li荣 1981．12

1979．1983 丁业卫乍科 科长 王氍荣 198I．12．29

副科长 赵明成 1981．3．20

工业Il牛科职责范嗣：

1．认真贯彻执行困家和有关部门的劳动卫生、劳动保护、职

业病防治、职业中毒等方面的政策、法令、规程和办法，并监督

执行。

2．制定全市统一的工业p生工作计划，并检奁实施情况。

3．指导全市各厂矿企业医疗预防工作及I：业部f】卫牛机构

的业务工作，有计划地组织对工厂企业劳动环境各种有害因素

的卫生学调查和监测。

4．根据《工业企业没计卫生标准》，对新建、改建、扩建、续建

工矿氽业的设计、厂址选择、施I：进行预防性的Ii生监督．对厂

矿企业进行经常性卫生监督与检查。

5．负责组织厂矿企业职业病、职业中毒的诊断、治疗及科研

工作；组织劳动Il生、职业病防治单位协助厂矿企业拟订劳动卫

生改善措施计划．并监督执行。

6．负责对接触粉尘及各种毒害的工厂企业的副食保健待遇

的审核工作。

7．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工业卫牛人员进行轮训和进修。

8．汇总伞市1：业卫生各项统计报表。

(八)妇幼卫生科

1049年l 1月至1951年由保健科负责妇幼卫生r作。1952

年正式设立妇幼卫牛科。1970年该科撤销，工作交业务组负责，

直至1979年恢复妇幼卫牛科。

该科历任负责人名单见下表：

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科长 汪平 1949

1949一195I 保健科 副科长 董l：军 1949 1950

剐科长 崔们成 195l

1952一1954 女l幼Iz乍科 副科长 李t：轩 1953．4

副科长 谭惠’! 1955．8

科长 谭惠鼍 1957．1 1958．1
1955一1959 女i幼巳尘科

剐科长 赵劲光 1955．8 1958．IO

剐科长 诸、!劳 1957．1

科长 洪波 1959．12 1962．9

1960一1970 女I幼n乍科 科长 l：纯年 1963．1I

剐科长 li 甲． 1960．9

卜济南市卫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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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科室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科长 李翼 1979．8 1982．12

1979一1983 妇幼n生科 离休

副科长 蒙翠五 1979．6

妇幼一n乍科职责：

1．贯彻I：级有关鱼j幼卫生工作的指示，向全市布置、检查、

总结妇幼卫乍I：作。

2．检查、督促全市各医院妇产科、小儿科的丁作。

3．对市辖区、县妇幼保健站和市妇幼保健所、儿童保健所进

行业务指导。

4．对伞市托儿所、幼儿园实行业务领导或指导。

5．组织开展全市妇女儿童保健、健康杏体、围产期保健、普

及科学接生、举办示范性托儿所、早期教育、智力测定、遗传咨询

等^L作。

6．有计划地组织妇幼保健工作的科学研究，培训妇幼保健

人员．提高女1幼保健水平。

(九)防疫科

该科于1949年在防疫大队的基础上设立。1953年8月26

日撤销，工作交医防科。1964年12月24 U恢复。1970年又撤

销．J：作交爱I!会办公室兼管．直至1979年重设防疫科(与爱卫

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该科历任负责人牵=；荦见下表：

年度 职务 姓名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科长 董翰廷 1949 1952
1949一1953

副科长 夏治今 1950 1953

1965～1969 (未任命负责人)

1979一1983 副科长 周描川 1979．6

防疫科职责：

I．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制定全市卫生防疫工作计划并

督促、检查、落实。

2．组织开展n乍防疫宣传教育和预防医学科研T作。

3．监督实施国家颁布的各项法规，根据有关卫牛法规条例、

标准提出计划、实施方案或细则．加强ll，#监督。负责全市食品

卫牛、环境Ii牛、学校p乍和放射I{牛管理。

4．负责急惟传染病、放射病、自然疫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的

防治、监测、控制和疫情管理，制订传染_Ifii监测控制计划并组织

实施，枪食落实防治措施．控制传染病的发，卜和流行。

(十)市爱卫会办公室

市爱Il会是往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负责伞市爱同p乍运动

的领导机构。1952年爱Il会成立后，其办事机构爱U会办公室

设在I{生局．作为硒的一个科审。

“文革”以胁．彳i继先、李德霖、华子修、朱晓亭等曾先后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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