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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卫生防疫站志

平顶山市卫生防疫站编



吾静 吉
刖、 青

平顶山市卫生防疫站自1957年随着平顶山市的建立，经省卫生厅

批准于5月份建立后，在市委、市政府、市卫生局的领导下，在省卫

生防疫站的指导和帮助下，职工队伍不断发展，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仪器设备不断更新，业务项目不断扩大o．工作中，坚持贯彻执行了党

的“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通过_面应用预坊医学理论、技

术，大力开展卫生宣传教裁j向广大干部群众普及除害灭病的卫生科
学知识，一面遵照国家各级政府颁发的卫生法令、条例和卫生行政领‘

导部门的工缁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卫生防疫工作，对各方面的卫生管

理加强业务监督，在消除危害社会人群健康的有害因素，控制和消灭

危害社会人群健康的各种传染性疾病，改善社会卫生状况，保护社会

人群健康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

强，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全面记载和反映建站后各方面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面貌，用

党稀炎蹦群众的要求做准绳，肯定成绩，找出不足，并从中吸取经验

教训，以衬于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薄弱环节，加强科学管理，更有效地

控制和消灭危害社会人群健康的传染性疾病和有害因素，更好地为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自1983

年开始，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建立专门机构，选配专职人员，在充分

发动群众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了下限时间到1982年止的

《平顶山市卫生防疫站志》o。全书分机构沿革、人员发展变化，食品

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传染病、计划免疫与三病预防、地方

病、卫生检验、卫生宣教、大事记、其它等共十二章。因本《站志》



最后完稿子1986年上半年底，为了把1983年到1985年的情况也反映进

去，后又编写了一个<续篇>，作为第十三章。

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加之业务工作档案过去管理不善，丢失

很多，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更是一无所存，而《站志》中一些

必须反映而又找不到文字依据的内容，是通过访问知情人得知的，其

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望知情者予以补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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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策-簦 姻≮擞燮璧
一、融l蜷姻黯羼餐釜生厣批准建蜷越务定鬈为t缸警璜幽市卫生

防疫站”节

二、岛．1髓雌勰越辩为减少屡次分对上保露机构名称，实际与
市卫生局含署i办公m

三、自鹋6；3_年5晨越≯放市卫生局势出，重新挂上“平顶山市卫

生防疫站"’的牌寻。≯独立抒公。

四、自：1964年g月起，随着市的建制改为特区，襁应改为“平顶

山特区卫生防疫站”o

五、自1968年5月起，随着特区的建制改为省辖市，相应改为

“平顶山市卫生防疫站”o

六、自1969年元月起，根据市革委生产指挥部决定，与市人民医

院合并，编为市斗批改九团三营，同年11月斗批改结束，全站职工回

站工作。

七、自1970年4月起，根据市革委生产指挥部决定，平顶山市卫

生防疫站撤销。

八、自1972年元月起，根据中央和省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指

示要求，恢复重建“平顶山市卫生防疫站"。

第二节站址四次变迁

一、自1957年5月建站起，N1958年5月与市卫生局合署办公前

止，，站址位于原李堂村东南角，为新建草房共六问．。因建设发展需要



己被拆除。

二、自1958年5月与市卫生局合署办公起，到1970年4月撤销时

止，与市卫生局、爱卫会、体委等单位同在中兴路北段3号一幢二层

楼办公，共计占有房子二十三间。附照片及平面示意图如下：

一接平面示意图 f +工业卫生

卫生股 细菌检验室 检验室

站长卫生股楼梯间会计室检验再菌食品卫生
办公室 办公室室‘检验窒

=楼平面示意图

I 会议室 I

I
防i明：空白房 梯量!单位【 l l



三、自1972年元月恢复重建后，除检验室仍在原来的办公楼下

外，其它科室迁到利民街北街6号，共计有房八间。附照片和平面示

意图(见本页)

四、自1974年6月起，市卫生防疫站除检验室仍在原处不动外，

其余科室迁于刃源路北段西侧的一幢两层楼下，占有办公室八间，加

上新建临时简易房三间，共计有房十一间。附照片和平面示意图(见

4页)

五、自1980年元月4日起，市卫生防疫站迁于建设路中段南侧新

建四层办公漤，建筑面积为2200平方米，共计有房八十一间。附照片

和平面示意图(见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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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站内机构演变

自1957年至1]1982年，站内机构设置演变情况如下。

自1957年5月建站起到1958年5月与市卫生局合署办公止，站内仅
设有卫生防疫和生活福利两个股。

自1963年5月从市卫生局分出独立办公起到1970年4月撤销时止，

站内设有卫生股、劳动卫生股、防疫股、检验室、卫生宣教室、办公
室。



1972年元月恢复重建市站初期，

防疫组、妇幼卫生组、卫生宣教组、

站内设有五组一室，即卫生组、

后勤组、检验室。

1 974年增设工业卫生组

1 980年将原有组、室改设为卫生科、防疫科、地病科、卫生宣教

科、检验科、办公室。

1982年增设环境卫生科。

1982年站内机构设置图示如下。

平顶山市卫生防疫站

党支部委员会

囱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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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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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科 检验科 宣教科

第四节历任党政领导人员

1957～1958

掬鹋一'1963

1963～1968

1968～1970

1972～1985

负
，，

站

：岂
贝

”

人

，，

长

(与市卫生局合署办公>

副 站 长
lf f' }I

站革委会副主任

” ” "

站党支部书记、站革委会主任

站革委会副主任 ．

负 责 人

t|H tt

临时党支部书记

站临时党支部副书记

站革委会副主任

站党支部付书记副站长

站革委会副主任

站革委会副主任

站 长

副 站 长

李世清

何明钦

顾祝清

连水林

张 报

连水林

张 报

刘清贵

王三法

魏真俭

李保林

李开正

付殿林

芦风岗

尚怀远

岳文泉

王喜庆

张清洁

1957．5～1957．10

1957．10一,1958．1

1958．5,-,--1964．8

1963．5～1968．9

1965．1,01968．9

1968．9～1920．垂

1968．9～1970．4

1971．12～1984．6

1971．12～1972．12

1974．6～1975．5

1975．5～1975．9

1975．5～1978．6

1975,5～工978．6

1978．8,--'1984．6

1978．6～1984．6

1978．6～1984．6

1984．6～1985．12

1984．6～1985．12

～l图厂图



第五节党、团、工会工作

一、党组织发展情况：

1957年建站时一个党员，下半年五个党员，直到1962年和卫生局

机关一个党小组。1963年单独成立党小组。

1966年至197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党小组停止活动。

1972年恢复重建市站后，成立临时党支部，支部成员有刘清贵、

罗恒熙、尚怀远。刘清贵任书记。在刘清贵病休期间李开正任书记，

付殿林任付书记。1978年刘清贵病愈，仍任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刘

清贵、芦凤岗、罗恒熙、尚怀远。1980年正式批准建立中共平顶山市

卫生防疫站支部，补芦凤岗为支部付书记。

这个阶段的支部工作，主要是贯彻“预防为主刀的工作方针，教

育党员和职工努力完成各项卫生防疫工作。1978年至1980年根据上级

指示，领导全站开展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清理“三

种人”(打砸抢分子，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1980

年以后，积极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肃清“文化大

革命"．的影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卫生防疫工作上来，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

由于逐步恢复了党的“三会一课"(支部会、生活会、小组会、

党课，)制度，开展了“争先创优"(先进支部和优秀党员)活动，

全体党员能自觉地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使卫生防

疫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二、共青团组织

1957r年至1966年，与市卫生局等单位一个团支部。先后由关省

吾、张超、巩天录任团支部书记。

、9



1966年至1971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团组织停止活动。

1972年至1982年，站单独建立团支部。这一时期历任主持团支部

工作的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职 务 主持支部工作时间

罗恒熙支部书记1972至1974年

赵晓惠支部书记1974至1975年

张太祯支部书记 1975至1977年

顿德功支部委员1977至1980年

宋付兴支部委员 1977至1980年

杨和平支部书记 1981至1982年

三、工会工作

站于1959年开始成立工会，李世清任工会主席。1962年贯彻上级

关于行政事业单位会员保留会籍免交会费的文件精神后，直至1982年

底工会工作停止活动。

辆。

第六节交通工具

自1957年到1966年的建站头十年，仅有几辆自行车。

从1967年开始，到1970年市站辙销时止，有南京产的救护车一辆。

1972年恢复重建市站后，直到1974年，仍仅有南京产的救护车一

1975年到1982年，有南京产的救护车两辆。

第七节卫生防疫事业经费情况

1970年以前的有关资料，经多方努力查找不到。自1972年恢复重

建市站到1982年卫生防疫事业经费及按全市总人口计算人均卫生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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