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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市卫生志》

序

莱西历史悠久。单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此居住，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的古

代文化．使莱西成为中国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40年代以来。勤劳、智慧的莱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壮

大，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做出了突出贡献。

‘莱西市卫生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为指导．运用辨正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记述莱西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演变状况．是

一鄙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志书。为我们了解和熟悉莱西市卫生情况提供了客观依据。
。

<莱西市卫生志>是莱西卫生事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现已付印，值得庆贺。

我们的前任做出编志的决策。这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深感：编史修志是“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体现。编修卫生志，是我们的官职官贲。所以。我们接任伊始，就把修志工

作纳入议事日程，抓质量、促进度。使<莱西卫生志>终于问世。

我们感谢潜，C,T作的局志办的同志们，同时，也更感谢关心和支持编修<莱西市卫

生志>的各方志士。<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原则上下限断至2002年．但有的地方．为

保持记事的连续性，上下限适当松动。’图、表、文多样化，增强志书的直观效果。

编修志书．有益于当代．惠及后世，“鉴古而知今”．我们要通过对历史的经验和现

状的研究，从中汲取经验，受到启迪。在现代化建设中．立足于莱西实情，按客观规律

办事．教育广大干部和医务人员，热爱莱西．建设莱西．使莱西的卫生事业更加辉煌．

为提高莱西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服务质量，确保莱西市72万人民的身体健康

而奋斗!

莱西的卫生事业明天将更加繁荣昌盛!

满怀激情和信心．欣然作序。

莱西市卫生局局长 耿丙提

二0 0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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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莱西市卫生志>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为依据，力图运用新观点、新办法、新资料体现出莱西卫生事业的历史与现状，达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辅图表。按照以类

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划分篇、章、节、目诸层次。

三、本志概述，总摄全志，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提相结合．记述大事要事。

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不受现行行政部门限制，同类事物编人同一篇。

四、本志贯穿古今，立足当代。凡有文献资料者，尽量上溯，重点以1943年设置

卫生机构后为主，下限原则断至2002年末，大事记迄于搁笔。

五、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近代、本籍，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

入志人物以卒年为序。对在世人物，需记述者将其事迹载入有关篇章。
，

六、大事记一律按原名记。各篇视情，首次出现称莱西(县)市。所记地区、机关、

团体及会议名称、政治术语等，均系现时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当时)全称，再次出

现时酌情用现时简称，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标准现行名称。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对历史纪年以括号夹注；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5年

8月22日本市解放前、后；所称“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

八、本志引用的数字，以卫生局统计上报数字为准，部分数字采用有关单位和《莱

西县志》。

九、本志资料来自市档案馆藏资料、莱西县志、有关报刊、专著及镇(办)、部门

编写的史料，不注明出处，援引资料原文，在页宋注明。

2002年2月16日



概 述

莱西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东临莱阳市．西连平度市，南同即墨市接壤，北、西

北靠招远市、莱州市。地处东经1 20。1 2’一1 200 40’、北纬360 34’一370 9’。

南北最大长度63公里，东西最大宽度36公里，总面积1．522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

积18．6平方公里。2002年，全市行政区划为1 2个镇、4个办事处、1个开发区。共862

个村庄，总人口72．34万人。共28个民族，汉族为主。

莱西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阳光充足，空气温润，气候温和。年平

均气温11．3℃，年平均降水量732。2毫米。

莱西境内，地形北高南低，向西南倾斜。北部属低山丘陵，中部是缓岗平原，南部

为碟形洼地。河流全为洁水系，纵横交错，大沽河斜贯南北，纳60多条河流构成天然

水网。土质肥沃、物产丰富，资源种类多，．分布广，仅药材资源就有1 63个科，600余

个品种。交通便利，蓝烟铁路斜贯市南境，公路交通四通八达，潍莱高速路横贯城区，

同山高速路斜贯市东北西南部，204国道和804省道两条干线贯通城区，形成以城区为

中心内外畅通的交通运输网络。

莱西历史悠久。5500年前，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此居住、劳动、繁衍。夏为莱

夷地。商、周时期，属莱子国。齐侯灭莱时，于今境周格庄办事处古城庄村东北筑古城。

秦时属齐郡。西汉于古城置邹卢县治，属胶东国。东汉裁邹卢县，属北海挺县。北魏属

长广郡长广县，献文帝皇兴四年(公元470年)移长广县治于今境内牛溪埠镇长清山阳。

隋文帝十六年(公元596年)又于古城置卢乡县治．属东莱郡。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

627年)裁卢乡，属莱州昌阳县。后唐庄宗同光年问，改昌阳县为莱阳县。明、清及民

国时期，属登州府莱阳县。1940年(民国29年)5月1 2日，莱阳县(俗称莱西县)抗

日民主政府在马连庄镇北山口村成立。1941年(民国30年)2月1 4日．莱阳县析出莱

东县(时称行署)，同年10月．莱阳县又析置莱西南县(时称行署)，莱东县析出五龙

县。1950年3月12日．莱阳与莱西南两县合并改称莱西县．县治设水集，莱东县与五

龙县合并称莱阳县，统属莱阳专区。1958年10月，莱西、莱阳两县合并，称莱阳县，

属烟台地区。1 961年10月。莱西、莱阳两县分立，翌年1月1日，莱西县委、县人民

政府对外办公，县治仍在水集至今。1983年10月1日，莱西县由烟台专区改属青岛市。

1 991年1月1日。莱西县更名为莱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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