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度市南岸匝街生志

重度市南岸匾衔生志编纂委员合
．一九九三年三月



’主 任

委’员

．顾．问

√主 ．审

+副主审

重庆7tr南岸区卫生志

：．编纂委员会

周世元’ j ’V

王书仕 陈景荣 陈运航

邱玉昌 苏天智 李素心

周 兵赵 正。郑德惠

秦建安 曾凡全颜麟光

匪两闶李定谦 肖容光

郭凤书．郭英才 徐昌庆

周世元if
’

。‘．一’ ：1

苏天智 钟亚萍一二、、i
o‘i

，．编纂办公室

刘忠贵 吴驭群
一

何道富 周世元’

钟亚萍 张继红 ’．

●

，
，

周楚良圈：
谢家瑞 韩 震：?。

j_

’

， ’

．-’j 。

：

主任主编吴驭群
‘j 。·’‘r

副主编 王书仕 王克文 陈懋夫。．_1

编’辑刘访师4肖容光
‘

⋯．‘

．封面设计 陈可炎 ． 。。一
： ，

‘校 对 王书仕 刘访师 吴驭群 崔蜀兰

(以上人名同项者按姓氏笔划排列)



’主 任

委’员

．顾．问

√主 ．审

+副主审

重庆7tr南岸区卫生志

：．编纂委员会

周世元’ j ’V

王书仕 陈景荣 陈运航

邱玉昌 苏天智 李素心

周 兵赵 正。郑德惠

秦建安 曾凡全颜麟光

匪两闶李定谦 肖容光

郭凤书．郭英才 徐昌庆

周世元if
’

。‘．一’ ：1

苏天智 钟亚萍一二、、i
o‘i

，．编纂办公室

刘忠贵 吴驭群
一

何道富 周世元’

钟亚萍 张继红 ’．

●

，
，

周楚良圈：
谢家瑞 韩 震：?。

j_

’

， ’

．-’j 。

：

主任主编吴驭群
‘j 。·’‘r

副主编 王书仕 王克文 陈懋夫。．_1

编’辑刘访师4肖容光
‘

⋯．‘

．封面设计 陈可炎 ． 。。一
： ，

‘校 对 王书仕 刘访师 吴驭群 崔蜀兰

(以上人名同项者按姓氏笔划排列)



凡 例

一、鬈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详近略远、

因事而异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重庆市南岸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时间断限。以1840年为上限，1989年为下限。

三淬志地域范围．以1989年南岸区行政区域为记述空间范围，凡区域内的
卫生事业，均为记述对象I对民国和清代时期的记述，则根据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

作适当伸缩。

四、全书采用志、述、纪、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用语体文，以第三人

称记述，除概述和部分提头语外。直述其事，不作评论。

五、本志涉及人物、政权、机构等的称谓时，一般直书其名，不冠以褒贬之词l

机构等名称较长的，同节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其后用简称；个别名诃术语则采用夹

注、脚注解释。

六、本书按事业、事类设志，横排纵写，结构按章、节、目、子目排列，标题均加

汉字序号；子目以下的细目．以黑体字标示．不编序号。

七、1949年11月30日以前，简称。解放前，之后．简称“解放后一。解放前用旧

纪年．同一节中的同一年号首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概以公元纪年。

八、本志数字表述，原则上按1978年2月国家出版局等7个单位作出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中出现的序数词、成语、专用名词、习惯用语等

中的数字，以及清代纪年和农历的年、尸、日均用汉字；各种统计数据与计量，以及

中华民国纪年、解放后纪年和公历的世纪、年代等数字均用阿拉伯字。

九、本志原则采用统计部门数据。统计部门所缺乏的，则采用业务部门提供的

．数据及个别口碑资料。资料和数据均经过调查核实，故个别数据的使用与原出处

。略有出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盛世修志是我国优良的历史传统。《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志》的编修，是出于发

挥志书“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达到更好地为南岸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目的。

纵观南岸地区的医疗卫生．源远流长，但史书记载甚少．。七七事变"后重庆定

为陪都，南岸成为躲避日机轰炸的疏散地，医疗机构和卫生人员大量增加；抗战胜

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医疗卫生每况愈下；解放初期，重庆是西南军政委员会

所在地，南岸为市中心的辐射地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资大、发展快；大区撤销

后，南岸的医疗卫生事业相对地受到一定影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

着改革开放，重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南岸的医疗卫生事业

亦蒸蒸日上。这些为南岸编写一部较为完整的卫生志增添了特色，提f乓了有利条

件。

鉴于上述目的和条件，我们决定编修一部记述南岸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史

的专志。在南岸区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区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和修志办公室的

全体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客观反映历史，记述从1840年、特别是1949年解放以来卫生战线上

的光辉业绩，真实地反映各个时期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志书所列：组织机构、卫

生防疫、妇幼保健、医疗护理、医教科研、卫生行政、医林人物等10章，均尽力做到

体例完备，纲目清楚，重点突出．语言精练，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本志出版，使南岸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此有了较完整的文字记载，给本区精神文

明建设增添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为全区卫生战线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志》的问世，是修志工作者辛勤努力和各方面关心支持的

结晶．它没有辜负全区卫生战线广大职工的重托和厚望。我受本志编委会之托，命

笔抒意，以此为序。 一

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局局长周世元

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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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岸区是重庆市的近郊区，地处长江南岸，北面与市中区、江北区隔江相望，东、南、西面与

江北县、巴县和九龙坡区相毗邻，地理座标为东经106。31’，北纬29。28’。1989年区辖9个街道

办事处、6个乡，面积129．69平方公里，人I：l 316968人，主要为汉族，有散居的回、满、苗、僮、

白、土家族等16个少数民族共300余人．为四川丘陵盆地，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四季分明，

无霜期长，夏热多伏旱，冬季多云雾．年平均温度18．3℃，最高气温43"12，最低气温一3．80℃，年

降雨量1085毫米左右．湿澜气候适于动植物生长，同时也给病媒昆虫和病原微生物的孳生及

传播疾病造成了客观条件。

南岸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从中医到西医，从医疗到防疫保健，从民办到公办，经历了漫长的

历史过程。19世纪前，南岸人民靠中医中药治病，20世纪40年代有中医百余人，中药铺近百

家。20世纪初西医陆续传入，充实和丰富了医药内容。1921年美国人马嘉礼到龙门浩创立万

国医院，设病床30张，是南岸第一个西医医院。1934年私立重庆仁济医院从市区迁来玄坛庙，

有病床100张，为南岸大型的西医综合性医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重庆定为陪都，市立医

院、诊所在南岸相继建立30余个。还有从沪、宁、江、浙、鄂陆续迁来南岸开业的私立西医诊所

70余家．1949年，中医药人员发展到204人。西医传入，一方面给当地群众增加了健康保障资

源，另一方面中医开始受到歧视和排斥，开业中医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解放前南岸无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江边亍巷乱设尿池厕坑，随便乱倒垃圾和污泥浊水，霍

乱、天花不断流行．1939年，南岸始设急救流动医疗队和卫生所，推行预防接种，设置垃圾箱，

增设防疫稽察队、管粪役夫和清道夫，卫生防疫和环境卫生呈现较好势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

府还都南京，南岸的市立医疗卫生机构除留下4个卫生所外，其余相继迁走或撤销。大批西医

东迁，医疗卫生工作每况愈下，烈性传染病无法控制。1945年夏秋之交霍乱大流行，仅大兴场、

。弹子石、龙门浩三处就死亡616人．当时婴幼儿患破伤风、天花、麻疹常年不断，瘟疫猖獗，严重

威胁城乡人民生命健康，穷苦百性处于贫病交困的恶性循环中。

解放后，重庆市五、六区即建立了卫生科，在区委、区府领导下．开展医疗卫生行政管理工

作．40年来，全区卫生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面向工农兵，预

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卫生事业逐步发展，结构合理，分布

均匀。1978年后，坚持改革开放，强化管理，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医疗卫生工作欣欣向

．荣，全区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学科、多功能的保健医疗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机构、床位、人员是卫生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1949年全区仅有医疗卫生机构11个，床位

328张．卫生人员643人，到1989年区内有区级以上综合性医院11个，亍、乡医院11个，疗养

院、中医院和卫生学校各2个．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药检所各1个，企事业门诊部、卫生所

等94个，共有机构123个，床位2057张．卫生人员3498人，分别比1949年增长lO．18倍、5．

27倍和4．44倍。还有村卫生室35个。乡村医生41人，卫生员39人，接生员35人，个体开业医

生1S人．区、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基本形成。

做好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是贯彻预防为主．保护人民健康的首要条件。解放后南岸区预

防保健机构从无到有．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预防保健体系，．全区城乡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

．卫生防疫工作，改善了环境卫生，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在加强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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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和妇幼疾病的防治，以及开展新法接生，贯彻卫生法规、卫生监督监测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

成绩。1984年8月全区冷链投资14万元，配套装备形成，当年即形成冷链运转，1989年区内计

划免疫保偿面达100％，七周岁以下儿童入保率达99．26％，评为全国计免先进区。1989年全

区完成了农村改水“七五计划”，有75484人饮用清洁卫生水，占农村人口的90．51％，名列全

市前矛。解放前无法控制传染流行的霍乱、天花50年代初就消灭了；热黑病、回归热等7种乙

类传染病80年代已基本控制；区内记载的17种法定传染病总发病率由1953年的5482．6／10

．万降到1989年的423．7／10万。解放前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的子宫脱垂、子宫颈炎等妇科病，解

’放后得到了普遍防治。新法接生率解放初期为17．85％，1960年达100％，并得到了较好的巩

固。婴儿和产妇死亡率分别从t949年的15090和140／万，降至80年代的8％o和6／万。全区人

口健康水平明显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初期的35岁，提高到70．6岁，与美洲区相等，高于

东南亚区11．2岁。， -⋯’一- -。：．．： ：．’ ，，

，

j 医疗护理是广大群众战胜疾病的基本保漳。随着卫生队伍、职工素质的不断壮大提高，以

及添置大批医疗仪器。三级医疗网络基本达到综合服务功能。锯放初期，外妇科以开展清创缝

合、切除阑尾、新法接生为主，60年代后陆续开展中、上腹部手术和子宫切除，80年代发展到胸

外、脑外、泌尿、肝胆等较高难度手术；内科从收治呼吸、消化系统的慢性病为主，发展到对循

环、呼吸、消化、内分泌系统的常见病、疑难病、危重病的诊治和抢救。市五院泌尿外科1984年

开展人工授精解决男性不育症，建立全市第一个精子库，当年受孕成功82例，成为市里独具特

色的专科。中医工作，认真贯彻党的中瞰策．使中医得到稳步发展，从门诊发展到住院，从诊
治内科为主发展到治疗各科疾病。1989年全区有中医药人员357人，中西医结合人员14人．

当年各级医疗机构收治门诊病人161．09万人次，收治住院病人2．03万人次，住院总床日S9．

7l万个，急诊病人5．02万人次。1989年的门诊和住院病人分别为1949年的1．94倍和4．90

倍。区内群众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基本解决。南岸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

凭借这一地理优势，在南山、黄山等地先后开办了肺结核专科和综合性疗养院、所9个，发展疗

养医疗。1989年区内尚存黄山干部疗养院和南山铁路职工疗养院2个，有床位355张。 ‘

培养合格的卫生人员，是提高医疗保健质量的重要环节。全区医疗卫生单位的专业人员每

年除接收国家分配少量的医药院校毕业生和部队转业的卫生干部外，主要靠在职培训提高技

能i各单位把职工的继续教育放到议事日程上，利用正规教育、在职训练、自学成才三条途径，

通过长期(1",-3年)学习、短期培训、外出进修三种方式，培养了大批卫技人才。40年来，全区开

办医药卫生短训班51期，培训3160人次，市五院护校和区卫校培训学生2737人。近lo年中

区属卫生系统职工通过自学高考取得大专文凭68人、审专文凭27人。到1989年区内各医疗

卫生单位在职的有主任医师6人(其中区属1人)，副主任医(药、护、技)师100人(其中区属

·10人)，主治医(药、护、技)师462人(其中区属112人)，医(药、护、技)师1003人(其中区属

231人)，医(药、护、技)士724人(其中区属326人)，在专业技术岗位未定职称的卫技人员237

人(其中区属151人)，还有行政、财务管理人员473人(其中区属64人)。这批卫生人员在发展

区的卫生事业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r·- ‘， 一·， ．· -一

区人民政府在财经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卫生事业和公费医疗经费不断增加，1989年实

拨卫生事业费162．1万元，公费医疗费135．9万元，分别比1958年增加28．2倍和55倍，保障

了全区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职工身体健康。 ．

t-， _。一jI．、

光辉的40年，展示了过去，也预示着将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区卫生战线上的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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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将继续贳彻党的基本路线和“预防为主”的方针，同心同德，深化改革，扬长避短，在合理开

发、运用卫生资源．资金投入．求质量。上水平，加强疾病防治．强化管理和文明建设等方面下功

夫，克服困难．再上新台阶，为实现南岸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南岸区卫生机构、床位、人员数

年 度

总计 比1949年增长(倍

床位敫(张) 328

人员技(人) 643

人员拽

南岸区f均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敷

及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

床位数

7cl张

^员数

7 s6^

1989年

床位技

6 48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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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南岸区七个代表年份卫生机构、床位、人员发展一览表

说明t(1)此表系根据市、区卫生局统计室历年统计表抄录的资料．

(2)四川省中药研究所1976"--1985年统计在。市属”栏内，其他年度统计在。厂矿及其他”栏内，其卫

生技术人员仅有lo人左右．

(3)区震机构统计口径变化较大：1965～1978年城乡卫生所、产院集体单位较多，区震企业中的卫

生单位也统计在内t50年代末到80年代区属独立的全民卫生机构仅有7个左右．

解放后南岸区五个代表年份卫生机构、床位、人员性质统计表

4

说明；l、此表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同题的决议)精神。将鳃放后40年分为四个时

期，以五个年份按所有饲性质统计，力求对照各个时期看出发展变化情况．

2、1949年度。私立、个体”一栏系“私立重庆仁济医院”的情况，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后即为全民所

有制单位．
’



大事记

清道光二十年至民国三十八年 ，

(1940"--1949年)

． 清道光二十年(1840)

南岸大兴场中医杨学进出徒行医．历传六代医业不断，已延续一百五十年．

清成丰九年(1859)

绅民雷吉廷、陈登桂、杨祥浓等13人捐资在清水溪设义学、瞽目院，施棺、药，济钱．

．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周伯阳、何绍融等捐资在海棠溪设尊德堂，给养孤老f义诊、施棺、米等。

清光绪：十八年

南岸春干夏旱，冰雹成灾，减产过半、称为“壬寅大旱”．

清光绪三十四年

十一月十二日桐君阁中药厂创办投产．

民国4年(1915)

9月 南岸地区痢疾流行．上吐下泻，无药可医，死者甚多．

民国6年

是年南岸战役。设妇孺救济所及临时医院救护伤病灾民。

民国9年
‘

5月南岸地区霍乱流行，死者日达百余入．

民国lo年

美国入马嘉礼在龙门浩创办万国医院，设病床30张。

是年重庆红十字分会在玄坛庙设第五中医社，免费为人治病．

民国12年

红十字分会在海棠溪尊德堂内设第七中医社，成员2人，免费为人治病．

民国13年．
‘

3月 川康绥靖公署子弹厂在铜元局设立诊疗所(长江电工厂职工医院前身)．有中医1

人，西医1人，杂役1人．

是年 私立重庆仁济医院(下简称仁济医院)在南岸皇经庙下叶家山购地156．28亩修建

医院大楼．

民国14年

仁济护校成立，设于仁济医院内、隶属加拿大英美教会．

民国15年

仁济医院助产士郝俊卿到江津县城中法大药行挂牌行医，主治妇产科。开创新法接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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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多得安全，颇享声誉。
’

，民国l-6年

6月 南岸痧症大流行，男女老幼死者甚多。．

民国19年

2月21日 重庆市卫生局派员到南岸视察。认定龙门浩、清水溪两地较清洁。黄桷垭一

带最不清洁，增调清洁工十多人到该处整治。视察觉林寺收容所时，该所收容的260人中儿童

居多数，清洁状况尚佳。
4、

2月29日 重庆市警察局决定将枣子湾美孚银行江边厕坑及老码头、盐店弯等五处行人

便溺凼毫无掩蔽设施之厕坑予以取缔。，i ’。，。· ：一 一r：。：

5月16日 南岸晓谕市民，实施重庆市公布的旅馆、澡堂、理发、饮食店等行业管理规则．

12月8丑 海棠溪码头设置塔形废弃物箱3个，代替原在路旁电杆上悬挂投放果皮、纸

屑的篾篓。 ? 、、_．

．民国20年

4月 郭家沱、黄桷垭等地疟疾、痢疾流行，重庆市政府设流动医疗队五个在该地区内办

理公共卫生医疗防疫事宜。同时发放奎宁丸给患病而无力购药的贫民服治。

是年汪代玺医生从法国留学归来在汪山(今名南山)开办“生百世”作日光浴。

。，，民国21年 ．．

8月重庆地区霍乱流行，1～14日死亡960人，受传染者5000余人．

， 民国23年 ．

1月 天花病流行，十三日一记者在海棠溪所见报导：“时不出一日，地不足百步，死去的

小孩竟有lo余人”之多。

5月20日 。虎烈拉”(霍乱)又猖厥，中午时分弹子石河亍力夫中突然倒死于地者3人。

，是年仁济医院在玄坛庙修建的住院部大楼竣工(修建受到1925年、1928年两次排外运

动影响，历经10年于1934年落成)。医院从市区小梁子迁南岸玄坛庙，设病床100张。

民国24年
、

3月 南岸春瘟流行，遗尸道傍随处可见。长江沿岸掩埋路尸千余具。 ’

7月 仁济医院玄坛庙住院部，仅有文复阳等三名医师，每天还要渡江到小梁子负责诊治

门诊病人，每人日工作时间为15"---,16小时。一．：．。

’是年赵书元被加拿大英美会任命为仁济医院院长，是建院40年来唯一的中国籍院长。

民国25年 ·．_’

西医医学博士文复阳用中药辅助治疗肺结核、伤寒、麻疹、流感等传染病，收到较好疗效。

民国26年
’

3日1日 仁济医院受警察分局之托到玄坛庙为居民种牛痘，药费由医院施济。

5月18日 重庆市卫生局增派清道夫3人，组成海棠溪专业灭鼠小组。每只死鼠酬金由

二文提高到五文。
‘

。10月9日 重庆市市民医院在南岸作妓女体检，由警察分局征收体检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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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7年

4月下旬广东第二兵工厂职工福利处医院随厂迁来郭家沱(望江厂职工医院前身)．

5月 日本飞机轰炸海棠溪后，疟疾、痢疾大流行．死亡众多，继而霍乱肆虐．遍地尸体，几

日内无人掩埋，秽气甚浓，人皆掩鼻而过。。 ． · !。．

8月30日 南岸调查吸食鸦片瘾民共约8千余人．。当局取缔法令骤严，公务员吸毒者执

行枪决。瘾民逐年有所减少，至1946年吸毒者尚有2800余人。 一7
。

．。一

9月17日 《新蜀报》载：“虎烈拉”天天拉人，市民谈“虎”色变，重庆市防疫会在海棠溪川

黔路口设防治点，强迫行人打防疫针，未打者不得入境．
’

、，·1+

10月 武汉市博医技术专科学校迁玄坛庙仁济医院住院部办学。j ．：，

12月21日 海棠溪新建公厕一个落成，即日验收开放． √‘。，

12月末 海棠溪饮用水首批采样送卫生署作精密化验．供改良饮水之依据。

。是年 南岸白喉病流行，仁济医院五官科首次用大剂量血清治疗危重病儿，无一死亡。

重庆地区疫病流行，患者日达数干人。滨江棚户区蔓延尤甚，十之八九不治而死。，‘J 一

民国28年‘
“ ‘

。一 。

1月27 El 重庆市空袭紧急联合办事处筹备设立重伤医院六所，其中第五所设在仁济

医院内。
‘

2月 重庆市各慈善团体联合举办中医施诊所4处，第三藏诊所设于南岸弹子石和济善

堂内。 ．

5月3日 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尸体遍街。仁济医院出动救护人员去储奇门为沿街伤员作

急救包扎，见江边排列尸体百余具，惨不忍睹。一

5月4日 日机继续轰炸，仁济医院救护队在市区大梁子抢救伤员，难民纷纷向南岸疏散

(以上两天重庆人称“5·3”、“5·4”大轰炸)。

5月7日 重庆卫戊司令部令饬市内各医院迁往郊外收治伤员。是年南岸建立重伤医院

四所、平民医院一所。 ’． 一 ．i

5月8日 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奉蒋介石机密(甲)第五六0号手令：督饬所属将黄

桷垭、清水溪、龙门浩一带村庄道路沟渠限期疏浚清洁。分别由重庆市长、巴县县长督办。

5月15日 受日机炸伤人员送往南岸第五重伤医院抢救，因伤员多，医药缺，当天死亡1S

人。 ．·

’。

●

．'

5月 传染病流行，南岸八个善堂施救医药。

6月28日 重庆市卫生局将设在付家沟的传染病医院迁南岸弹子石鸭儿凼，设病床60

张(1941年迁往土湾)。

7月5日 重庆市防疫注射大队第七分队到弹子石、海棠溪等地注射霍乱、伤寒菌苗。

9月26日 重庆市赈济委员会临时旌诊所在南岸黄桷垭正街设立分诊所，免费施诊给

药。 ·

是年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部第三防疫医院在海棠溪三公里半处建立(第二年撤销，房屋借

给第二临时医院使用)。’ ‘

：，
’

‘

受日机频繁轰炸，重庆市第一诊疗所自西四街迁南岸海棠溪罗家坝。 ，

觉林寺建立烟民勒戒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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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社会部委托仁济医院设病床lo张，免费收治贫病儿童．

民国29年

1月 罗君梅女士在南岸黄桷垭开设私入妇产科诊所(至1950年停业)。

3日18日 重庆市防疫注射第五分队驻南岸开展霍乱、伤寒菌苗注射工作。

市组建临时防疫医院两所，第一医院借防疫委员会南岸第九重伤医院茅屋两间作急救室；

第二医院借原卫生署防疫总队设在南岸三公里半的第三防疫医院旧址两栋房屋。
’

· 3月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在黄桷垭成立，吴国祯市长剪彩．文复阳负责医院领导工作，

有职工50人，设病床50张。聘请南岸的专科医师吕钟灵、骆传荣，周纶、苏祖卿等为特约医生．

内科收治肺结核、伤寒等病人l夕卜妇科开展脾、宫外孕切除等手术．

4月 市民医院第二分院在弹子石鸭儿凼成立，由刘绥亘负责(1945年迁l临江门)．

6月6 13 南岸出现霍乱病例，以15,---,16日两天发病最多．

8月30日 英国驻渝总领事馆致函重庆市卫生局要求切实取缔南岸老码头一带露天羼

坑，以重卫生。

是年南山疗养院成立，院长张锦文，院址在黄桷垭．

张国利出资在清水溪山上修建疗养院一所(疗养人员少，不久解散)．

黄桷垭市红十字会医院受托办起空袭救护第六、第十三重伤医院，增设简易病床50张，成

为全市教伤基地之一，作大、中型手术百多例。

海棠溪水泥厂连遭日机百架俯冲扫射，居民死伤众多，伤员抬往黄桷垭重伤医院抢救，因

床少伤员多，轻伤员二人合住一床共渡难关．

广益中学球场受日机轮番轰炸，红会医院防空洞顼和院旁宿舍被炸，病房震毁，一百三十

多名伤员无一受损．
‘

民国30年

4月1日．市立卫生所在黄桷垭成立，由娄道中负责，有职工6人。
7

4月21日 南岸清水溪、龙门浩、黄桷垭一带常年环境秽浊不洁，重庆市政府责令卫生、

警察、社会各局督促乡民改善环境卫生状况． ·’

4月 市立第二平民医院在弹子石鸭儿凼成立，设病床50张，有职工70多人(1946年与

第一平民医院合并，改为中正医院迁浮图关)．

5月30日黄桷垭设流动医疗防疫第五队。负责该地区内的公共卫生事宜．

6月2日 重庆市卫生局在南岸瓦厂湾周自衙处查出未经呈报检验，私造防毒口罩78

个、药水86瓶，全部没收销毁j

6月 私立裕华纺织公司医疗所在窍角沱建立。

10月30日 南岸进行牛奶棚场全面检查，规定有六条标准施行。

是年市立戒烟医院从付家沟迁弹子石鸭儿凼(1943年又迁往小龙坎)．

市立第八卫生所在海棠溪烟雨堡成立，负责入吴干禅，有职工6人．

民国31年

1月9日 仁济医院召开第一次经济及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行政会简章》。

3月24日 仁济医院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成立仁济护校董事会。

4月 重庆市卫生局颁发南岸药铺营业执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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