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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地方志，亦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类文化典籍。编

史修志，是炎黄子孙的光荣传统。历朝历代、历届政府都

很重视。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

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滨海成陆较晚，十二世纪后，随着海岸线不断向东延

伸，陆续有外地人迁入。在明朝实行大规模移民时，大批

苏州群众来此定居。以后江南好多城镇及福建等地的商

贾来此经商，时间长了，不少入也定居下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滨海各项事业得到较

快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方针指引下，全县干部、群众发扬革命老区人民的光

荣传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开拓前进，各个方面都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农业收入骤增，粮棉连年丰收，广

大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工业生产猛进，向多门类方向迈

进-夕卜向型经济在不断发展；滩涂开发已初具规模，前景

良好；社会事业发展迅速，到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民

族兴衰、国家昌盛息息相关。建国后，县境的卫生事业不

断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级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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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全面形成，卫生技术人才得到充实，医疗检测设备不断

更新，技术进展迅速，传染病大大减少，人民健康水平逐

步提高。

本县名入荟萃，先辈风范垂青，后生仿效弘扬，实为

幸事。《滨海县卫生志》付梓面世，熠熠创举，可喜可贺!我

衷心希望全县医药卫生工作者，继承发扬前辈的艰苦创

业精神，充分发挥现有的卫生资源优势，温故知新，扬长

避短，开拓我县卫生事业新局面，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

卫生保健的目标，把滨海人民的健康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
‘

． 薛 维松

j·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薛维松为滨海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



序 二

盛世修志，历代相传，此乃千秋大业。《滨海县卫生

志》几经寒暑，几易其稿，现在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滨海卫

生事业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喜事。

滨海医业，远溯明清，世代相传，20世纪40年代以

来，特别是80年代后，卫生事业发展尤为兴旺。《滨海县

卫生志》是博采历史资料，按照新编地方志的要求，运用

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纂的一部具有地方特点和专业特

色的志书。它比较客观地将滨海近60年的医药卫生历

史，作了全面系统地回顾，这对我们通晓过去，了解现在，

开拓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志书既是社会的需

要，也是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的夙愿。志书纂成，凝聚了多

少人的心血。在此，我向为志书奉献的单位、仁人表示深

切谢忱!

滨海是一个郎中悬壶的中医世地。抚今追昔，感慨万

千!志书概略追述了解放前缺医少药，疾病流行，广大劳

动人民患病无钱治，生命无保障的“干村薜荔人遗矢，万

户萧疏鬼唱歌”历目惨景；着重记载了解放以来，特别是

建国以来，滨海卫生机构的设置、沿革，卫生队伍的发展

壮大．卫生行政的管理改革，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

络的配套建设和卫生防疫、妇幼保健、振兴中医、医勃科



研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不长时

间里，霍乱、天花、鼠疫绝迹，不久丝虫病、疟疾、白喉、麻

风基本消灭，计划免疫达部颁标准，如此等等，令人瞩目、

鼓舞。志书还对卫生学术团体、医界名人名志作了有选择

的记述，显示了一代医坛名入卓著奉献、垂史千秋的情

景。志书记载的史实成就，讴歌了党的伟大、正确和方针、

政策的英明，展示了滨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

革开放，卫生事业迅猛发展，医疗卫生网点遍及城乡，中

医学和现代医学发展突破历史纪录的大好形势，也体现

了全县医药卫生人员勤奋工作、艰苦创业精神。本志书比

较全面、系统的记载了滨海医药卫生史实，是服务当代，

传之后世有稽考价值的一代信史，为广大读者了解滨海

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温故知新，扬长避短，开拓我县

卫生事业新局面，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起着

应有的作用。
’

编纂卫生志是个新课题。在一个年代跨度大，资料残

缺，编者水平有限情况下短期甫成，实是不易。其囿于见

闻，缺项断线，在所难免，深望读者不吝赐教。我衷心希望

全县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充分发掘滨海优越的卫生资

源，再接再厉，拼搏进取，勇攀新台阶，更上一层楼，使其

具有革命传统的滨海人民真正享受到滨海卫生的厚赠，

把滨海卫生事业建设得更好、更美。

谷运纯

1994年12月10日

(谷运纯为滨海县卫生局局长)



凡

一、本志在《滨海县志纲目》基础上，结合医药卫生专

业特点，重新拟订纲目编纂而成，定名为《滨海县卫生

志》。 ．

二、本志涉及滨海与阜宁、阜东、响水等四县分合史

实，着力本县为主，用“滨海县境”或“阜东县辖区”以示区

别。 ’

三、本志史料来源于县档案馆、统计局、卫生局、《滨

海县大事记》、《阜宁县卫生志》、《盐城市志·卫生志》等

有关卫生类文献记载和座谈、走访及基层医疗卫生单位

提供的资料，按实摘录，取舍编纂。

四、本志所载医药卫生史实，原则始于滨海民主建政

前后，对必要的作了历史追述，本着详今薄古的原则，编

记至1990年底止。

五、本志记载的年月，均为阳历，统一用阿拉伯字书

写，解放前后或建国前后是指1949年10月l El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简称。

六、本志对县以下乡、村或公社、大队的建置、称谓，

其辖区和功能基本一致。对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

员会组织机构，其与取消后的行政权力范围相同，亦按史

实记载。



七、本志度、量、衡计用单位通用公制，平方米、克以

m2、g表示，文中不加注释。

八、本志所列名人名志；本着“详卒略生"和“有资在

相’’原则收录，其基本格局，是参阅《盐城市高级人才名

录》整理编纂。 ：

九、本志对一些常用简称，文中多未注释，如机构名

称用语：县委、县政府指中国共产党滨海县委员会、滨海

县人民政府或人民委员会；革委会，指革命委员会；军管

会，指军事管制委员会；地办，指地方病防治办公室；爱卫

办，指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再如政治类用语：“八

字方针”，指六十年代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_文革"，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害"，指苍蝇、蚊子、

老鼠、麻雀(后改为臭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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