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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生命的卫士，医院是人类战胜病魔的屏障。卫生工作以防

病治病．．救死扶伤为宗旨，具有重要作用。本县地处边疆，受经济文

化的限制，卫生事业的兴起与发展，较内地为迟为慢。 民国2 5年

(1 9 3 6)以前，西医尚未传入，全县近1 0万人口，仅有民间坐

堂中医1 0余人，小型私营中药铺不足1 0处，平均八千人才有一名

医生，一万人才有一处药铺。缺医少药，严重影响着广大人民的健康

与生命安全。民国2 4年(1 9 3 5)，回归热、白喉大面积流行，

当时尚无西医，而中医治疗流行病又非其所长，致使全县死于回归热

者1 7 7 6人，死于白喉者6 2 1人。次年白喉再次流行，仅在莫嘴

一地，全村5 0名儿童，申患病者达4 5入，死亡2 5名。景况之惨，

可想而知o

1 9 4 9年．中宁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卫生事业。经

4 0多年的努力，全县卫生事业之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县，

乡、村三级卫生网络日臻完善；卫生工作者由解放初的1 0余人发

展到7 0 0余人；卫生人员中高佼毕业生近1／4，素质大幅度提

高t卫生单位中医疗、防疫、妇幼保健、爱国卫生等各部门功能齐

全，结构优化；医疗单位早已由单纯的中医中药治疗，发展到如今的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者并重；现代化医疗手段与现代化医疗设备

的广泛应用，更使全县的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凡此种种，均非昔比，

无不显示着本县医疗卫生事业之突飞猛进。全县人民群众德康状况发

生了质的变化，平均寿命比解放初期增加～倍。目前，．中宁县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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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防盲先进县之一。健康水平的提高，从体质方面强化了劳动生产

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宁县先后被评为全国农业先

进县、林业先进县、水利先进县、扫除文盲暨普及基础教育先进县等

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荣誊的取得，均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密切相关。

以史为鉴，存史资治。8 0年代初，中央有关领导号召盛世修

志，本县卫生局诸同志热烈响应，局长张轩亭力主其事，颇具远见，

书记赵世俊主持编务，不辞辛劳；主编张树庭、续聘主编叶光彩，笔

耕数年，惨淡经营；卫枫林‘王光英曾参与早期编纂工作；其他同

志，或提供资料，或参与修订，均同心协力，支持有功。今志稿已通

过终审，行将付梓，略书管见如上，以示庆贺。

赵紫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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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导原则为编纂宗旨，务求内

镕翔实，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语言通顺，图文并茂。
二，本志横分门类，纵述史实。主体部分采用章，节．目三级结构，计有8章3 9

’节。另有照片l 5张，医疗网点图1张，序l，概述l，大事记l，附录1，志余l，后

记l，修志人员名单1· ⋯

三，．根据本县卫生事业之实际，大事记上限起自民国2 2年，下限止予l 9 8 8年。

．后因前主编张树庭同志中途病故，未及刊印。j}l；次出版，将1 9 8 9年至l 9 9 5年卫生

系统主要活动编为志余，缀予志后。

四，本志所列各类数据，均以县统计局统计资料为准，凡统计资料查不到的，以卫生
，局所藏资料为据。 ．．

、．

五．依据l 9 8 6年1 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6单位供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1法的试行规定》，．事物数量的记载，．均用阿拉伯数字，、如床位2 3 8张，阑尾切除手术I

一例，年及阳历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如I 9 7 2年2月2 8日，．阴历调．日。用汉字数字，如

七月十五日·
。

六，本志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的计量单位。计量法颁布以前的计量阜，

．位，仍根据当时通用单位叙述，如中药药方计量，现为克，原为钱，为保持当时历史原
，貌，未作换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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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位于宁夏圆族自治区中部。东北部与东部和青铜峡市，吴忠市相邻，南部与同

。心县连结，西部与中卫县接壤，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交界．南北长约6 0公

里’东西宽约5 0公里。面积2 9 5 7．7公里(含长山头，渠口两个国营农场)。中药材

资源较丰富，枸杞为当地特产，驰名中外。年产量最高达7 5万公斤。

l 9 8 8年全县辖三镇、l 2个乡、一个地区、8 8个行政村，1 9 4 9 3 6人，其

中汉族l 9 0 0 3 8人，占9 7．0 5％I回、蒙、满、壮、朝鲜、藏、苗、东乡、土、瑶等

少数民族4 8 9 8入，占2．9 5％。在少数民族中，回族最多，为4 7 l 0人，形成大分

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主要分布在白马、新堡、宁安，康滩、东华，鸣沙，等乡镇。

中宁县原属中卫县管辖，于民国2 2年(1 9 3 3)与中卫县分治，1 9 3 4年1月

成立中宁县政府。政府设在宁安堡。

清末民初，全县约有数十家个体中医及私营药店，分散于各村堡。民国2 8年

(1 9 3 9)，宁弦卫生试验处在中卫，中宁，同心三县建立一个流动卫生队。民国3 1

年(1 9 4 2)1月，改组成立卫，宁(中卫，中宁)卫生院。院址设中卫，中宁县广大

村镇仍缺医少药，一旦疾病流行，巫婆、神汉乘人之危，骗财害命，贻患深远·

我国医学源远流长，干百年来中宁县的有志之士继承各代名医的宝贵经验，同疾病作

斗掌，为救死扶伤做出贡献，从而出现了一些颇有造诣的医药人物。
民国时期，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白喉等传染病流行猖獗．民国2 5年(1 9 3 6)，

中宁县白喉流行，全县七万多人口中发病人数达7 8 l例，约占l％。恩和堡一个有三

百多人口的小镇，其死亡儿童就达5 4人。当时富裕人家可以买到白喉抗毒素，劳苦大众

无力购买，只好束手待毙。国民党政府熟视无睹，致使传染病连年发生，无辜夺去了千百

人的生命i

民国2 6年(1 9 3 7)，西医开始传入中宁，方有个别西医私营诊所设立。但设备简

陋，只限于听诊器，刀剪，镊子之类，加之药品贵，诊断费昂贵，也只能为少数人服务。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卫生事业极为重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订的“面向工农，’

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我县卫生事业迅速

发展，各种医疗卫生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立发展起来。l 9 5 0年2月中宁县人

民政府成立了卫生科，同时成立中宁县卫生所。有医务人员6名。1 9 5 1年县卫生所改为

卫生院始设床位l O张。同年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并在各区建立支会，组织领导个体医生

．开展卫生，防疫，保健工作。l 9 5．王年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各区、乡均成立了相

应的组织，动员组织全县人民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l 9 5 3年在恩和、渠口，鸣

沙建立卫生所。l 9 5 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建立县卫生防疫站、

妇幼保健站、中西医联合诊疗所，各乡相继建立卫生所．1 9 5 7年全县公职卫生人员增

，1，



至4 8名，床位增至1 8张。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工作逐步向农业社深入开展。县人民医

院开始能做腹部手术。l 9 5 8年医疗卫生单位发展为l 7个，为了解决医药人员的不

足，设立了卫生学校，至l 9 6 0年初共培养初级卫生专业人员l 3 6名。在“反右"、

“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医药人员被精减I有的被开除公职，受错误处理的医

务人员达6 6名，严重影响了卫生事业的正常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 9 7 8)以后，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

和组织路线。卫生系统也进行了全面地拨乱反正，全县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上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医疗。防

疫；妇幼保健等工作都取得了显着成绩。-在业务机构、办医形式、干部制度。医疗保健制

度，经营管理等方面都进行大胆改革。全县卫生事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而稳步发展的景象。

‘截至1 9 8 8年全县共有县级医疗机构四个、地区医院两个，乡卫生院1 1个，。县属卫生所

(室)四个、区属医院两个、卫生所两个、各类卫生技术人员6 2 1名，行政工勤人员1 6 4

名，床位2 9 8张，农村医疗点9 2个。每个村都有乡村医牛一至两名，接生员一至两名，基

本形成比较完善的三级医疗卫生网。按全县人口计算，每2 4 6人员中有一名卫生人员，基

本上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0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拨款j由l 9 5 4的1．2 8万元增加

到1 9 8 8年的1 1 2万多元，增长了近一百倍。危害严重的天花、伤寒、白喉等疾病已基

‘本消灭，．肝炎、结核病、麻疹：：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膜炎，猩红热、百日咳，贫血等疾病

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由l 9 7 3年的1 9‰下降到l‘9 8‘4年的

0．4 4‰，婴儿死亡率由3”2‰下降到2 9．．1‰o县人民医院已拥有大型X光机，纤维

胃镜、B趔超声诊断仪等先进医疗设备，并能开展胆囊切除、胃大部分切除、肠吻合，‘肝

部分切除jjc『列腺摘除、附睾切除-颅内血肿清除、胸腔引流、脊椎病灶清除、。各种骨折复

位、白内障摘除、剖腹产、子宫切除等多种大、中型手术。 一 o

， 解放后的三十九年来，中宁县的医疗卫生机构日趋完善，县、乡医院建筑面积达

2 9 7 5 O．g 4 3V-方米，医疗设备不断更新，医疗水平逐步提高，·卫生人员遍及城乡；；

为确保人民身体健康做出了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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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 2年(1 9 3 3年)县城街道卫生由中宁县警察分局负责管理。

民国2 3年(1 9 3 4年)1月成立中宁县政府。 ：

民国2 4年(1 9 3 5年)霍乱、伤寒、白喉等传染病在中宁流行。

民国2 5年(1 9 3 6年)白喉，伤寒、麻疹、猩红热传染病在中宁大面积流行。

民国2 6年(1 9 3 7年)西医鲁盐民在县城开设。‘‘监民诊所，，。
、

民国2 7年(1 9 3 8年)天主教神甫荷兰国人夏永昌在鸣沙天主教堂开设西医诊疗

所。 t 一

同年，西医吴玉琪在县城开设以益世诊所矽。
‘

喝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所属“l’O I后方医院第一分院黟驻防中宁。

民国2 8年(1 9 3 9年)宁夏卫生试验处第二卫生队成立。负责中卫、中宁、同心

三县巡回医疗工作。

同年，国民党政府卫生署所属“西北医疗队"第二分队在中宁开展防疫工作。

民国3 O年(1 9 4 1年)国民党第八战区“五一兵战医院"驻防中宁，为当地驻军

服务。 ’’

民国3 3年(1 9 4 4年)西医胡世全在县城开设“清幼诊所，，。

-民国3 5年(1 9 4 6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所属“二四七后方医院"驻防

中宁。 。
一

同年，西医马惠民在县城开设“惠民药房’’。 -

民国3 8年(1 9 4 9年)西医李稚膺’，魏宝珍在县城开设“稚膺"、“宝珍黟诊

所． u

同年9月，中宁县解放，1 9日成立中宁县人民政府，由军管会抽派卫生人员3名，

成立卫生所，隶属县民政科管理。 一

，， ++．一1 9 5 0 年

2月，中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卫生科，同时成立中宁县卫生所。

春，中宁县土产公司成立，枸杞，甘草等药材始由国家收购经销。

秋，区，乡人民政府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卫生月(旬)活动，订立公约和重点行业卫生

制度，同时开展灭蝇、灭鼠，捞孓孑、捕杀野犬、t填污水坑、改良水井，卫生大扫除等爱

国卫生运动。

：．。。 1．9。5· 1 年 ’．．

·

2月，’“中宁县卫生所罗：改为“中宁县卫生院"。 ．． ． ．√

，同年， “中宁县中西踩蓊研究会纾成立，并在六个区分别成立分会。
1．．9 5、2 年

2月，。中宁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罗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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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 8日， “中宁县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管理委员会一成立。并规定从8月份起，国

家工作人员开始实行公费医疗。．

同月，全县六个区分别设接生站各一个：城关镇设立少数民族接生站一个。
l 0月l 5日，卫生科举办中医业余进修班。一、二、三，四区卫生协会会员全部参

加．

1月

3月

5月

8月

1 9 5 3 年

在鸣沙、石空，菜口成立卫生所。

三区(恩和)麻疹流行，全区卫协会会员协助县卫生院进行防治工作。

在“六一一国际儿童节前，县属医疗单位为全县各校儿童检查身体。

中宁中学设立医务室，设专职医生1人。

1 9 5 4 年

1月，中宁县卫生院购置万能手术床一台，简易手术床2台，显微镜l架。

3月，卫生科所属医疗单位对全县儿童开展多发病防治工作。 ．j 。

·秋、县卫生院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农村进行防病、治病工作，至春节前结束．

1 9 5 5 年

5月3 1日，县卫生院外科医生马玉燕做了第一例阑尾切除术，手术成功。 fj：

8月l 9日至2 6日，为预防流行性乙裂脑炎，甘肃省卫生防疫站大夫雍散善协助我

县进行疫情调查，并对蚊子进行鉴定。

1 0月，枣园卫生院成立：

1：‘9 5 6 年 、

2月，中宁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成立。相应在渠口、关帝，石空、彰思、舟

塔，康滩等6个乡和康滩乡长桥高级农业合作社建立保健站7处。

春，麻疹，腮红热流行．．银川专员公署组织医疗队到本县巡回免费治疗·
3月至5月，全县组建西医、中医及中西医联合诊疗所7处。”

同年，中宁县药材公司成立，并向各医疗单位供应药品．

． 1 9 5 7 年

4月，恩和中西医联合诊疗所，鸣沙卫生所、石空卫生所均改为“中心卫生所"．
、

8月，卫生系统开始反右，至l 9 5 8年1月结束，有七人被定为右派分子。
1 9 5 8 年

。

2月，全县农业合作社贯彻执行妇女“三调三不调"的劳动保护措施。

8月，中宁县医学院(初级卫生人员培训班)成立。

同月2 5日，卫生科与教育科合并，改为“中宁县文教卫生部黟。 ～ ”

l 1月，鸣沙中心卫生所与联诊所合并，改为“上游人民公社卫生院”，石空中心卫生所

与联诊所合并，改为“早春人民公社卫生院”；恩和中心卫生所改为“星火人民公社卫生院”’

渠口中心卫生所改为“跃进人民公社卫生院黟，城关联诊所改为“东风人民卫生院"。

同年，自治区卫生厅配发一批医疗器械，县人民医院有了第l台2 0 mA X光机。

1 9 5 9 年

2月，麻疹流行，全县发病5 8 l l例，死亡1 6 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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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0 军 、

冬，开展四病(浮肿．闭经，营养不良，子宫脱垂)调查，全县共查出宴者6 0 l 0

人．

同年，县人民医院在朱营大队界内建设新院，建筑面积5 2 8 0平方米·

1 9 6 ' 年 。

3月，社队规模调整时，新堡，长滩，自马，关帝，枣园5个卫生所改为公社卫生院·

一‘9月，县人民医院搬入新址开展工作．
‘

l O月，“中宁县文教卫生部"改为。中宁县文卫科秒0

1 9 6 2 年·

4月至l 1月，将城关，新堡、东华、彰恩、长滩，枣园、石空、恩和，康滩，呜沙

各卫生院(所)及黄旗营医疗点转为“中西医联合诊疗所，，，实行自负盈亏·

1 9 6 3’年 一

‘中宁县卫生防疫站会同市管会，商业局，县联社有关单位进行市场整顿，加强卫生管

理，并订立“城镇卫生管理制度”。 。，

1、 9 8 4 年

城关、新堡，康滩、恩和，长滩、石空，关帝、枣园中西医联合诊疗所转为公社卫生院·

1 9 6 5 年 ，

春，文卫科组织巡回医疗队，在舟塔、白马，鸣沙三个公社对布鲁氏杆菌进行调查，

实查人数1 6 4 O 6人。查出。带菌者l 0 l 0人，患病者4 4 O人，均给予免费治疗。

5月1日，县妇幼保健站在妇联会的配合下举办“计划生育展览会黟。县人民医院、

保健站开展节育放环手术，。县药材公司免费供应避孕药品。·

6月，县防疫站首次进行饮用水水质调查及消毒工作。+

8月，县防疫站组织人员对鸣沙中学、中宁中学、宁安一校，东华完小的学生进行视

力抽佯检查。

l’1月，县人民医院配备救护车l辆。

1 9 6 7 年

8月，北京中医学院l 5名学生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六，二六"指示，来中宁进行巡

圆医疗，被派往枣园卫生院工作，子l 1月返回。’

1 9 6 8 年 。

3月l 8日，县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合并成立‘‘中宁县人民防治

院"．卫生系统属中宁县革命委员会生产处卫生组领导。

同月，古城农场成立卫生所-
1 9 。6 9 年

1 1月，在反帝(关帝)公社成立皈帝地区医院"。- ，
．

’同月，天津支宁医务人员2 1名到达中宁，被分配到鸣沙公社卫生院，反帝地区医院

工作，同月2 4日，。8 4 8 0 4部队医院迁至本县新堡。

1 9 7 0 年 。

7

冬，新堡公社创业大队建立起第一个大队合作医疗站，配赤脚医生2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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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月，鸣沙地区医院成立，鸣沙公社卫生院并入地区医院。

同月，：。：中宁县农机一厂、针织厂，化肥厂、水泥厂建立卫生所(室)。
1 9 7 1 年 二

4月，县生产处卫生组撒销，成立中宁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
’。‘

‘‘

1 9 7 2 年

‘中宁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恢复。t

1 9 7 一，3 年

5月，自治区防疫站在中宁康滩公社开展“乙脑刀防治试点工作，进行成蚊季节消长

调查，并开展灭蚊，预防接种等工作。
、。

同月，在解放军第六医院(驻平凉)的支持下，开展了妇女子宫脱垂摸底调查，并进

行输卵管粘堵术试点。 t

1 9 7 4 年

9月，“乙脑’’流行，全县发病3 3例，死亡7例。自治区卫生局在中宁召开“乙脑彦

防治现场会，部分县市代表参加，开展以防治“乙脑’’为主的卫生运动，在自马和古城公

路设卡，对过往车辆进行喷药消毒。
。 1 9 7 5 年 ’

全县大队合作医疗站为解决药品不足，推行“三土打(士法、土方、土药)， 叠四

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活动。，

县妇幼保健所开始推行“五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保健工作．
一

’

1 9 7 6 年

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5 l l医院在古城建成开业，并向群众开放。

3月，县防疫站对碱沟山煤矿，水泥厂，农机一厂，二厂，首次进行矽肺调查．

同月，县防疫站开展计划免疫工作。

l 9 7 7 年

5月，县防疫站对碱沟山煤矿及电厂燃运、锅炉两车问首次进行粉尘测定．、

8月，在自治区卫生局领导下，组织人员对全县l 9 7 4年至1 9 7 6年三年恶性肿

瘤及人口死因进行了调查。 ，

1 9 7 8 年

9月2 O日至l O月6日，县防疫站组织l 2 8人对全县一岁以上人口进行甲状腺租

头癣病人的普查．‘ ： 一

l 0月，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来中宁视察工作。 ·’ ·t
．一

I 9 7 9 年’ ．’．

7月5日，全国第一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在我县新堡公社盖湾大队进行，共查出结

核病患者；男l 4入，，女1 0人，同时给以免费治疗。

8月，“中宁县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成立。 ．j+

l 1月，卫生系统“学术委员会’’成立。并开始进行卫生技术人员韵职称晋升工作．

同年， 矗中宁县计划免疫领导小组"成立．防疫站成立计免组，公社卫生院设立防疫

保健组，大队配一至两名医生搞计免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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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县妇幼保健所被评为全国“三八罗先进集体，所长傅宝馨被中华全国妇联评为

·三、八一红旗手。 ．．。：：

’

，： ．： ．o‘!：。：i：：：
' 9 8 O 年 ．

¨ ■，

秋， “中宁县医学分会修成立，由l 1人组成理事会·设理事长一^，剐理事长一

人，秘书长一人。 ：

_年内，．保健所组织卫生人员2 2人．组成计划生育小分队i结合育警妇女蒂查，，共做
计划生育手术3 7 1 1人次，其中。放环2 4 O 6人次，结扎l 7 8人次’入工流产

，9 4 0人次’取环1 8 4人次。 ，， √√ ，5，：，

1 9 8 1 年
、

8月， “中宁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成立。 ．：．一．

同年，全县实行孕妇登记，共查孕妇2 0 7 4人，受检率达8 2．8％。

．同年，县防疫站首次对地方性氟中毒进行普查。 ：。
，{‘

·

‘．j ：· ’．’■· 1 9 8—2，，．年 ， r⋯，y 。1．k、j

3月，自治区卫生厅在本县召开全区“计免矽工作现场会。 j j j

．． 同年，中宁县卫生防疫站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的“计划免疫?先进单位，．犀帝地区医
院、城关公社卫生院分别被评为出席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防疫工作的先进集体。。、

1 9 8 3 年

9月，中宁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办公楼落成，建筑面积2 7 3 8平方米。

l O月，县人民医院购置纤维胃镜(欧林巴斯)1条。

1 9 8 4 年

1月，县卫生局改为卫生科。

2月，县卫生科监督消毁全县l 6个医疗单位1 2 7种淘汰药品，价值l万余

元。 、、

4月，在中宁县南街开始新建县人民医院，建筑面积8 9 6 5．0 4平方米。设床位

2 O 4张。

6月， “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技术鉴定小组"成立。

7月，县人民医院首次任命科室主任(包括护孝长)共2 1名。

8月，在饮用水质差的鸣沙、二道渠、彰恩三个村安装自来水，为全县首次解决了

l 9 9户群众的缺水问题。

1 9 8 与 年

1月，全县1 5个农村医疗卫生单位，全部实行“定额承包，工资浮动，百分考核．

多劳提奖黟的管理办法。

8月，全国第二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在本县县城北街进行。共调查1 3 4 9人，查

曲结核病人l 4人。其中t I型3人，I型l 1人，分别进行管理和免费治疗。

l 1月2 0日至2 5日，全县统一投放“敌鼠钠盐毒饵矽进行灭鼠。

同年，县人民医院购置B型超声波诊断仪(日产)l台，电测听器l台，脑电图机l

台。

同年，自治区妇幼处在巾宁县召开妇幼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

-7^



1 9 8 6 年

1月至l 9 8 7年4月，全县开展以自内障为主的防盲工作。

8月，撤销宁安乡卫生院，成立“中宁县中医院一。

l 0月，新建县医院投入使用。

．
1 9 8 7 年

5月2 7日，世界卫生组织人口基金会顾问耐伊尔先生到中宁考查妇幼工作，确定巾

宁县为人口基金会项目基地。 ：，j ‘

8月，经中宁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将关帝乡卫生院建制撤销，人员、业务合并在反

帝地区医院。

中宁县被卫生部命名为全国防盲先进县。

l 9 8 8 年

8月1日，中宁县中医院基建开工，建筑面积2 6 5 0平方米。

g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卫生科对全县十一个乡卫生院及两个地区医院全部实行了

招标承包。

l 0月，卫生科主持的科研课题“防盲监测程序及其应用’’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

4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三等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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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 构

第一节 行政机构

一、卫生科 ’

·

l 9 4 9年9月1 4日中宁县解放，l 9日成立中宁县人民政府，分设民，财，建、

教四科，管理全县行政事务。卫生工作由民政科负责管理．1 9 5 0年2月，成立卫生

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两人，管理全县医疗，卫生，防疫，保健工作。

1 9 5 4年3月l 8日，中宁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中宁县人民委员

会黟。调整机构，卫生科改称“中宁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

l 9 5 8年8月2 5日，中宁县召开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将卫生科、教育科合并，

改称“文教卫生部’’。设部长一入，副部长二人。其中一人协助部长负责卫生工作。下设

教育、文化，卫生三股，干事四人。

l 9 6 1年l 0月机构调整，将“文教卫生部黟改为。文卫科，，，其人员编制及职能

同“文卫部打。

l 9 6 8年3月l 8日，中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生产处，卫生系统由生产处卫

生组领导，成立中宁县卫生防治院革命领导小组．管理全县卫生事业。

1 9 7 1年4月，县革命委会对下属机构进行调整。撤消中宁县卫生防治院革命领导

小组，成立卫生局，设局长一人，千事六人。

l 9 8 4年1月，中宁县进行机构改革，将。卫生局黟改为搿卫生科"。设副科长三

人，千事六人。

l 9 8 5年设科长一人，副科长薅人，千事七人。

卫生科在县党委，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主管全县的医疗卫生工

作。卫生科的任务是根据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法规及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部门的指示

要求，提出本县卫生事业发展计划和工作安排，管理全县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具体实施

防病，治病规划和卫生法规，安排和组织卫生人员的培训提高’管好、用好卫生事业费，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全面开展医疗，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手术，爱国卫生

等项工作l重点抓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为提高

‘全县人民的健康水平服务。

·9。



中宁县卫生系统行政管理体系

l
卫 生 科l

村医疗

·lo t

I_

f

} 县直属单位

县l中}地|卫l妇．I县l中l地}卫i妇．I
／‘

民

医

院

医

院

区

医

院

生

防

疫

站

幼

保

健

所

注矗一一黟表示行政关系，“⋯⋯一表示业务关系．

-～

t



。 表l—l

～

、

中宁县卫生科行政机构沿革及领导人员名录

名 称I职务

卫生科

文教卫生部

文教卫生科

副科长

科长

副科长

部长

副部长

科长

副科长

卫生组I组长

卫生局J主任

1 9 8 8年

性
姓名 任 职 时 间 备 注别

郭光有 男 1950年2月一1952年7月

郭光有 男 1952年7月一1953年12月

钱锦 男 1953年12月一1958年9月

袁洪献 男 1955年5月一1957年冬

陈延寿’ 男 1958年9月一1959年6月． 1．958年9月教育科与卫生利
合并

张善斌 男 1958年9月一1958年12月

钱锦 男 1958年9)I～1959年1 2月

刘崇仁 男 1958年12月一1959年7月

李宗林 男 1959年7月一 未到破

唐得荣 男 1959年7月--1961年6月

陆永盛 男 1959年12月一1961年6月

胡 智 男 1960年2月一1961年6月

陆永盛 男 1961年6月一1968年3月 1961年6月改为文教卫生利

丁振民 男 1965年5月--1968年3月

王保国 男 1966年10月--1968年3月

艾克峰 男 1968年3月一1968年8月 塞芊时基革霉会成立，下
设生产处卫生组

’

李跃民 男 加与8年8月一1971年3月

蟑7l釜!月．成．立革命委员李跃民， 男’ i971年4月一1972年10月 盒，领导人为主任，付至
睡!一!?73年6月改称局长、

了 付局长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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