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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卫生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县《卫生志》记述了我

县医药卫生，防病治病、妇幼保健、医学教育、人事、机构、设备等卫

生部门的大事及发展史。对继承医学遗产，教育后代，促进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速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县《卫生志》在实事求是，地近易核，时近迹真和详今略古，详近

略远，以及坚持膏四项基本原则井等精神指导下，忠实地记录了辛亥革

命191 1年至1 984年底以来，我县卫生史上的变化和发展，这在我县尚属

创举·

在县党，政领导和局总支的支持下，自1984年4月始至1985年12月

底，吾与同事一道，集中力量，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修志任

务，深感欣慰。 ，．

本志内容广泛，重点反映建国后35年来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将为我

县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存史、资政、借鉴、教育等作用。

故命笔为序

曹景龙

叶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序

．“盛世修志”，国人传统。古之志，有地方、县、州，府者，列沿

革、大事、医药卫生、矿藏产、河流山川、风土人情、人物等属。由今

溯古，无医卫专志可考。酉阳古属武陵郡，成县于西汉高帝五年，宋时

始为州址，迄今八百载有余，历史悠久，古来>--：／医者亦不乏其人。其州

志止修于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医学加速发展于近代·西医之传

入，为其增辉不少，而飞跃急进者，乃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之

三十余年。当今县、区、乡三级医卫网络暨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

支力量业已形成。昔日疫疠流行， “昼死人不可数，日色暗淡愁云护；

夜死人不敢哭，疫神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

之悲景已异之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稚童欢歌如花

朵，人间处处寿星照。”实可歌、可颂、可忆。今值党风好转，国威大

张，国泰民安，人寿年丰，政通人和，故当修志以记， 遗之后世以

考。

决心下，贵在行，领导不在众而在力；编修人员不在广而在精。持

此则，领导班子经反复切磋而定，撰写班子经多次筛选而成。先广采资

料而后编，先小志而后统，先粗写而后精深，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几

经审改，数易其稿，终至章成。

该志旨远略详近，起迄于191 1年辛亥革命年间，止于1984年。全志

分上。下篇，计25章99节，30余万字，括医卫系统之医药卫生、卫生防

疫、妇幼保健、防病治病、爱国卫生、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机构沿革等

章节。其内容广泛、记事真切、语言简朴，图文并茂。虽不涉政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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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亦不带编修人员之偏见，然可使阅者悟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之

优劣·它既是一部医卫发展史书，又是一部医卫档案集成。于后世可达

借鉴成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益，更当以首训之为誉·览毕自叹，

妙哉，此作!理当深谢编修，评审．资料提供及其有关诸君。惜余政务

倥偬，于本志无暇细顾，支助不力，甚愧。激情之余，乃欣然命笔而

书，无奈才疏学浅，词难达意，仅借寥寥数语，权当为序。

魏庆源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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