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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沧桑流变。历史的车轮已将我们带人了崭新的二十一世纪。回首昨日的辉

煌，直面明天的挑战，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

十多年来，与青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伴随，我县卫生事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在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下，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创新之路，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完成“盛世修志”的崇高使命，准确地记载这段历史，追本溯源，显现兴衰起伏的轨

迹，对进一步推动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于“存史、资政、教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

此，我们组织续修了《青川县志·卫生志》(1986--2002)。

本《志》集中收集了青川县1986至2002年卫生系统的各种史料。按照系统、全面、准

确地反映历史现状的原则弃粗取精，去伪存真，历时两载，三易其稿，其中艰辛难以记述。

除十分钦佩采编人员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精神外，还当借此机会向他们表达我的崇高敬意和

衷心感谢!

在此谨向为青川卫生事业发展默默奉献、辛勤工作的各位同事致礼!鞠躬!

谨序。

陈泉

二oO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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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忠于史实，不加褒贬，致力于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o

2、本志上限于1986年1月，下限于2002年12月底。图片、人物简介、机构等内容中

极个别重要史实确需上溯或下延才能叙明始末的，突破此限。

3、本志按时间顺序，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详近略远。同时根据卫生工作特点分类横

排纵述，纵横结合并辅以图表，浓墨重彩卫生业务o
’

4、本志除序言、凡例、大事记外、分八章45节，节下设目，尾章设附录和后记。

5、用语体文记述。引文、引语忠于原貌。资料来自于卫生局档案及相关单位的总结及

统计表、报表o

6、字数较多的名词，术语等首出用全称，同时在括号内注明简称。卫生专业术语按规

定使用。“地名卫生所”指碾子、三原、新顺、青坪等卫生所。对人物，一般直书其名，确

需冠以职务的，旨在明事o

7、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度、量、衡单位均用时代惯称。标点符号按《新华字典》附录

的规定使用；汉字按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表使用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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