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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县卫生志》是在中共西华县委、西‘华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和省卫生厅编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建立了《西华县卫生志》编纂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和兼职工作人员；在广泛搜集资

料，并经过整理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十_届三中全会和

十二大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照省卫生厅编志

办制定的统一编目，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本着详今略古和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而编写的。、其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西华县卫生事业

的历史资料，一方面使我们．的卫生工作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同时，也为卫生史的研究，为《西华县志》的编纂，以至为推动社
r · j

t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依据。 f
?

’

，， 《西华县卫生志》所收资料，主要是采自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文

书档案。7‘’其次是卫生界知名人士和其他有关人士提供的口碑资料，

初稿完成后，曾广泛征求意见，经过数次修改，、成为今稿。 i

《西华县卫生志》共分概述；传染病和地方病；卫生保健；医疗事+业；医学教音≤虿两瓢检、药品；久疡、卫生经痹．大
， ，．／



事记、附录等十篇，三十六章九十四节。志中史料翔实，文，图．表、

照片韭存；全志一般上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部分章节追溯至明、

清各代，下限公元一九八二年岁末。本志各篇、章、节因事实有繁

有简，因而内容多寡和资料详略也就不一。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有些资料残缺不全，志内错漏之处在
_

～

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西华县卫生志》编辑组

_九八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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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

．j 西华县位于．东径l l’4‘0 6-一1 1 4。2 2，北纬3 9-

》

3 9一-3 3。3 9。．地处河南东部，周口地区西部，东邻淮阳

县，东北与太康接壤；南靠沙河与周口市、商水县隔河相望，西界
’

临颍县，西南接郾城县，北临扶沟县和鄢陵县。南北长约6
7

r
5

华里，东西宽约1 1 7．．5华皇：总面积一千零_-1---点四平方公

里(包括国营黄泛区农场和五二劳改农场所占面积)。县内(不包

+括泛区、’五二农场)共辖十九个乡(镇)，一个县农场⋯一个县林

场，_千零七十七个自然村，一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五户，六十三

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总耕地面积一百一十四万零六百六十亩·‘’

西华县已有五千余年的开发历史，‘建治长达两千六百多年。据

西华县志(1 9 6 0年版)记载：由于朝代不断变换，而名称不

， 一，隶属较复杂，”县治废置亦很频繁。约公元节二十七至十_世
、7． 纪，西华属豫州之域，殷盘庚都毫地属王畿。!周武王时(公元前

：。 l o 6 6年)属陈国(现淮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598年)
～

楚灭陈属楚。秦统一六国后(公元前2
2 1年)西华属颖川郡(现

许昌)。汉初始置长平、西华二县，均属汝南郡(现汝南县东南)，

元始五年(公元前五年)王莽篡位，改长平为长正，改西华为华望
』 县。汉光武初年(公元2 5年)又恢复了长平、‘西华两县(长平

．1

’

属陈国、西华属汝南郡)．。北齐时长平并入西乎。隋文帝十八年(公
元5 9 8年)将，西华改为鸿沟县。隋大业霉予(公元6 o 5年)

， ．』 ．，_， 一＼7



把鸿沟复改为西华，属淮阳郡。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 l 8年)

改西华为箕城县。贞观元年(公元6 2 7年)西华并入宛丘(现淮

阳县)。长寿元年(公元6 9 2年)改置武城县，到神龙元年(公

元7 0 5年)又改为箕城县。唐玄宗景云元年(公元7 1 0年)又

复改为西华县。宋宣和年问(公元1 1 1 9一一1 1 2 5年)西华

’属淮宁府(现淮阳县)，一直到金世宗二年(公元l l 6 2年)清

水县(现逍遥)并入西华后，。西华之名再无更改。
一

西华地处豫东平原，是历代兵家常争之地。县境内有沙河、颍

河、贾鲁河、清流河、清水河等，一而且又是各河道的下游，全县人民

不仅历代遭受战乱，而且遭受水灾、传染病的侵袭；据西华县志

载，从明朝洪武二十三年(公元l 3 9．o年)到1 9 3 8年，西华

遭受水灾达四十七次f其中黄河决口侵犯西华即达九次。特别是一

九三八年， 日本侵略军进犯河南，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不但不抗

日，反而以抵抗日本为借口，在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黄水一直在

西华泛滥十年，到一九四七年才堵复。

十年黄水中，国民政府面对灾区人民父南子北，妻离子散，卖

儿卖女，四处逃荒的悲惨情景熟视无睹。·些散在医生，只顾东奔

西跑，糊口渡日，灾区人民缺医少药状况更是一言难尽，县城内仅

有一所三民医院、逍遥一所卫生院和一些老中医先生，更没有什么

医疗急救组织。药价昂贵，如注射一支二十万单位的青霉素针，就

得花2 0 0一一4 0 0斤小麦，注射一支六。六针，就得花二百至

四百斤小麦，注射一只解热的百尔定也得花二十至四十斤小麦。因

而，穷人有了病，只有迷信巫婆神汉，或用土单验方，存在着“小病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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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抗，大病躺，得了重病见阎王”的情景。。

：■九四七年，黄河花园口堵复后，西华此时已得解放，“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为恢复泛区经济，中央决定： “三年不征收农业

税”，。提出了“谁开谁种，谁种谁收一、 “群策群力，重建家园”

的开荒号召，人民生活很快得到了改变。

随着人民生活的好转，：部分医生也随着灾民返里，坦各个私人

诊所大都集中于集镇，其药价仍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注射一只六

O六就得花三至五斗小麦，种一次牛痘得二十至四十斤小麦，仍存

在着“黄金有价药无价一。不少人因失去抢救机会丧失了生命．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改变旧中国卫生事业

极端落后的状况，制定了。予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医疗卫生事业不断

发展壮大。一九五零年，中央派来了医疗队，为灾区人民防病、治

病，帮助我县对一百九十二名中西医务人员(其中：中医一百四十

四名，西医四十二名，其他一人)进行了考试考核。并于一九五。

年十月帮助我县成立了中西医讲习会，集中培训医务人员二百一十，

一名。一九五一年三月，西华县人民政府设卫生科，同年八月组织

建立了县卫生院。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先后建立了九个区卫生所。个

体医生于一九五一年组织了二十四个联合诊所。一九五六年八月，县

卫生院改建为县人民医院，增设了县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各一座，

各区公立卫生所转为卫生院．一九七五年设卫生学校一所。全县国

‘家医务人员由一九五一年十三人，截止八二年岁末发展到七百三十

二人，增设病床一千零二十张，各种医疗器械设备逐年增加，并培

．‘8．



训了一千五百五十名乡村医生，．组成了；级医疗保健网。三十多年：·
’

来，党和政府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经常 1Il

不断的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地开展群防群治和卫生宣传教育
：”

工作，消灭了天花、花柳病(性病)、’。黑热病。‘白喉、：斑疹伤寒、 j．

钩端螺旋体病、回归热已被控制和消灭，其它传染病如；疟疾：伤．

寒、痢疾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卫i

生面貌大为改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迸一步加强了卫。生工：

作的浈导：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国家医务人员中晋升、，猾一

资、评定职称，广大医务人员；心情舒畅，思想解放，学习，业务，钻研

技术，搞科学研究1已蔚然成风j我县各医疗机构的医疗设备日臻完

善，技术力量日益壮大，医疗质量不断提高，医学教育逐步加强，-：，，

计划生育手术大量开展，金县卫生事业呈现出一个崭新局面，我们：．t

坚信，在党的十二大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县的卫生事业栩栩如生， ”：

前程似锦，方兴未艾， j

．(附：建目后三十年病床、套数统计表)．， j，． 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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