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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吉林市志·卫生志》出版问世，是吉林市卫生界的一件大事，这是

反映吉林市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状况的首部卫生行业志书。编纂《吉林

市志·卫生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吉林市卫生局的几任领导班子

都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自1985启动《吉林市卫生志》的编纂工作，在

吉林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编纂人员勤奋工作，精益求精，几

载寒暑，于1992年3月基本完成初稿。进入21世纪初，基本通过吉林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终审o ．

吉林市卫生事业走过了漫长的风雨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

多世纪里，吉林市卫生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吉林市卫生系统的广

大干部职工不畏艰辛，无私奉献，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保护人民健
：。

康，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卫生事业发展史上

谱写了绚丽的篇章。无数事实证明与吉林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伴

随，吉林市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全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

的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党的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吉

林市卫生事业在各个领域以其绚丽多彩的成就，赢得世人的瞩目。改

革开放以来更是获得空前的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民族文化

历史的悠久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有赖于吉林市一代又一代有

志于卫生事业的人士勤奋努力。编纂《吉林市卫生志》正是对这段历史
t

追本溯源，寻找其兴衰起伏的轨迹，对于推动吉林市医学科学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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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修史志是一项复杂的文字系统工作，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事。本志书上溯公元1882年，下至公元

1985年，纵跨103年的医疗卫生兴衰发展史。共分为14个部分，计9

篇32章，117节，约45万字。这是吉林市历史上第一部卫生专业志，她

以先进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实

事求是、详今明古、秉笔直书的原则，客观地记述了吉林市卫生事业的

发展历程，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珍贵精神遗产，起到了“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o

面对案头厚厚的志稿，不胜感奋。在其付梓之际，我们衷心向卫生

系统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编撰人员表示谢意。在修志过程中，得到了

· 吉林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和专家们的关心指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和

帮助，市直和各大企业卫生单位积极提供了相关资料，卫生界老前辈、

知情人热心协助和参与，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修志的专业性很强，志书的要求很高，加之缺乏编修经验，又

受到时间和资料缺乏的限制，尽管已做了最大的努力，但错漏之处在

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吉林市卫生局

2008年8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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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理论，以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客观、真实地记述了

清光绪八年(1882年)至1985年间吉林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历程，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及修志始末六大部分组

成。

三、按照国家《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规定》，本志为篇、章、节、目结

构；行文为记述体；文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采用述、记、志、图、表、录

等体裁，以志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

四、为方便阅读，本志使用年号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辛亥革

命前一律采用我国传统的年号纪年，同时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

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中的地名一律采用当时的习惯称法，括注1985年的名称。

六、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后)”o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期

称为“沦陷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指1966—1976年。

七、本志行文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关于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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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等。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

专门名称和表述语言中的数字一律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记事空间，以1985年吉林市行政区划为准。依此难以处

理的，则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记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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