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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县卫生志》的编写工作，是按照省．地卫生厅、局的要

求，在渑池县地方志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了《渑池县卫生志》编

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三年来，深入发动群众，广泛搜集材

料，系统整理，承先人之精华，立当代之业绩；目的在于阐述我县

人民世世代代与疾病作斗争的经历，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客观地探

求防治规律，达到卫生工作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渑池县卫生志》共分十一篇四十三章，根据内容特点，适当

插图五十六帧，表五十七个，照片三十一张。史料遵照实事求是，

件件有据，详今略古，概而不漏，述而不繁的原则。上溯明清，下

至一九八二年末。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另作简介。由于编写时

间仓促，水平有限，加之资料残缺不全，遗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领导和知情者给以补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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