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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县地区卫生志》编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在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编纂而成i本志是一部专业志，专记滁县地区医疗卫生

事业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建国后卫生事业的发展、变化情况。 。·
．

二、本志上限1949年，下限断于1985年底，部分章节上溯到事物之发端。

三，建国初期，滁县专区曾辖的江浦、盱眙、肥东三县和建国后滁县地区驻军部队卫生

工作及曾隶属卫生部门的药材公司，本志不予记载，只载1985年底所辖六县一市(来安，全

椒、天长，定远，风阳，嘉山县和滁州市)。
’ ‘i j。

四、本志分设概述、分述、-大事记和附录四大部分，分述设圈生行政管理。医疗、卫生

防疫、妇幼保健：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医学科学技术、药政和器械、爱国卫生

运动、医林人物等共十篇三十五章一百一十三节。 ．

五、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各种形式，以志为主体， “横排门类、纵

写史萎蠢盲篇矗划：j’1·9‘j578≥耋19辽83溢矗基毒妊磊j《蒜后矗乡、村建置之卜、， ^，-● J 。， 一：。也．、-l：一一+’ 一j—t·。·．c、’0·t’：￥’t·：¨ ．．

六，建国后行政区划， 年至 年间以公社、天队之称；其前其后以乡、村建置之

称。



前 言

人们在走了一段长路之后，回过头来看一看那留在地上的一长串的脚印，常常可以使人

增添信心、力量、希望和勇气，从而游励人们继续昂首阔步，欢乐地奔向前方。本志就是把

滁县地区卫生事业从建国以来至1985年底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的一连串的脚印尽量详实

地记录下来，给今人和后人一个启示和借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反映新中国成立后

滁县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关怀下，滁县地区卫生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就j卫生

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三十多年来，全区建立了各种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

医疗卫生网络，改变了全区长期存在缺医少药状况，提高了人民群众平均寿命，保护了人民

的身体健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腾飞。建立了地、县(市)医学教育机构，培养了一

批批卫生专业人才，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都有很大的发展，建立

药品检验机构，加强药政管理I长期坚持开展了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积极进行了防病治病

’工作，各种疾病的发病率有显著下降，有些疾病已被消灭或基本消灭，有些传染病得到控制

或基本控制；广泛开展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和妇幼儿童的保健工作，保证了人口自然增

长逐年有所下降，提高人口的素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全区城乡卫

生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充分显示了党的领导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这三十多年中，滁县地区在发展卫生事业上，‘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也吸取了许多

深刻的教训，经历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一方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卫生工作路线、方针

和政策，使卫生工作取得许多成功的经验，这对将来进一步发展全区卫生事业提供准确的依

据，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在很长时间内，全区卫生工作也不同程度受到

“左"的影响，特别是偏面强调卫生事业福利性一面，长期以来存在“不核算、大锅饭”的弊

端，在动荡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等方面犯了许多错误，工作受到了很大的

损失。这方面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必须认真吸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工作拨乱

反正，放宽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区卫生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当前，、全区的卫生事业发展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和Ft益富裕起来人民群众的防病治病

的需要。为了开创卫生工作的新局面，加快卫生事业建设的步伐，必须进一步贯彻党的卫生

工作“八字"方针，加快卫生改革，深入改革，不断创新，不断进取。 。

由于我们对编志工作缺乏经验，加之“文化大革命"许多医疗单位大量的历史资料散

失，未能妥善地保存下来，给编志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再加上时间、’人力、水平等条件限

制，现编出的《滁县地区卫生志》可能还存在不少缺点和不够完善的地方，希望卫生战线的

广大干部和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卫生战线的老同志提出宝贵的意见，不吝赐教，不胜感谢。

滁县地区行署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陈金保

·九八八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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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中央卫生部郭子恒副部长来我区视察卫生工作

▲在地区一院内科查询病房管理情见。 ▲在嘉山县石坝公社枉户家视察1生状况。

县长*9』t

责H丢之谨。



-』生·u-R，ul术中·管理j局长

耕熙啊f右凹)，盎l委书记陆子悖(右一)、

肖卫生厅长周维海(右三)等同志的陪同下，

在哗州市中医院视察。

②世车Ⅲ生组织亚太地匡官女基巴博

士，在}厚宏剐省长(左六)、省卫生厅长周

雉海(左五)，县委副书记*庇美(左二)

的陪同下，矗走长弭农村等察。

“i邺5 o 8目行署卫生局长、局党组书

记陈奎保盘}掣E￡政苹座谴会上。



①1985年，室甲炙刮专员(后左三)

在奎区枉上藕防沽工作经验交流套

上。

‘；省卫生斤副厅长武从祥在来丰县基

层卫生院捡查净链设备运转状况。

3仝椒旦匡院与南京医学院二附陀医

疗联台体蛙脾仪式。

q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白掘亚(左二)

在凰阳县压慧拴查、指导工作。

@l 982年2月l 8日，刮专i孙寿^同

志在天长县全区农村卫生工作套最

上作工作报告



丹租仆叼+J’皿百叼甘界o

②地区匡卉嚣械监修所工作人女拴修

医用冰箱。

@地区精血管理站工作人自在进行封

闲式采血。

④嘉山县桥头区中心卫生院，用“B超一

为病人做辅助检查。



∞来安县半塔镇的}村压生运m；}链

进备寿适龄JL童打翻防针．

1掣采-#．-gⅢ生局*j局长陆射虹(前左

：)、防症站长孙家￡和食、n1生监督女在

晚上检查个皋址食摊置。

■)地区艿虚站剖≈长￡无训(右一)与

专业^．i在皇村查0头霹病

④地区防疫站副站长王元，】4(左

一)与专业人自深八奎椒导周岗岔杜

追访疑似麻风病人．

5皋哥县新安镇卫生慧医务』自

为t童服十JL廊痹糖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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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二院剐院长潘祖奎用一曩他蕞演

光治疗机为病人治疗硷鄙疵。

固定远县压院医务人自在，=电仪监护

下，用高频电刀施行畲道癌根治手术。

@天长善中医院名寿中医朱士地寿病人

精to苛断．

山

④行暑卫生局副局长

丁玛琏(右一)在嘉^县

四^村々麻风南人交谈。

萤定远县医院卫生宣

恃·l丘街*向群众作卫生

宜件。

dI：=}-师一附小抽坦1、

学生们在做课问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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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来安县兴隆91生陀医务人日为枉村

JL童作健康体检。

@奎敏具扫幼保健站长扬素女(右三)

与站里工作人Ⅱ一起向享：：矗侍幼儿斟牵喂

养{一识。

暂嚣州m校!‘“f由学∞敞护鼎i慧挺

作。

㈨天长县健'_9 n生·．抽幼保r专m人

i深^牝户开＆产后，，，L咋。

j二j一。：?‘#’i。工’?／、女巾^I自配

方。



卜天长县饲城区中心卫生院一角。

丫滁县担子公社农户太阳能寡扈浴

室一角。

▲是长姜界牌公杜·1，王庄从户户使

用手压式卫生性用水井．

V奎区积枉开表灭jiL工作。来安县收嫩的

部分鼠甩。



▲天长县中医院住院邙大楼

▲嘉^县卫生防症站办套接。

▲滁州卫棱教学大捧

▲滁州卫校运动场。



汁j

①1985年6月，地区卫生局在定远县埔

毁从福建省晋江地区等地流八我区伪劣药

品o

@畅销奎国的地道药材一滁萄。
@滁县地区卫生志蝙写人女与有关辐导

合影。蝙纂领旱小组组长、行暑．卫生局长陈

坌像(左四)．卫生志主审，抒暑卫生局副局

长丁塌德(左三)，行暑卫生局离休老局长

t世日月(右四)、扦暑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卡仁太(右三)、主蝻尚昌驻(左二)、副

主蝙桑培初(左一)、夏宪照(右二)、璃

辑关音(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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