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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华医学教育历史悠久，源渊流长·．古之拜师授业，今之专科

教学，千百年来为祖国医药学的发展造就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人材资源·

德j}{{卫校以其朝气蓬勃的姿态挤身于祖国医学教育之列，建校

历史虽然不长，已为社会培养了近三千名卫生技术专门人才屯对于

发展卫生事业·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古人云j r“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力镜，可以明得失·”故我们编此校蘸，在于总结办学经验，

探索医学教育规律，为今后我校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可靠资料；

同时也在于启迪后人，继往开来，为学校的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

本懿如能达到对今人有所借鉴，对卮人有所裨益的目的，我们金体

编莓人员将感到莫大欣慰·

本嚣编写始于一九八五年．在地区卫生局史蘸办具体指导下，

学校调集有志于此者十数人，在广集资料的基础上争以马列主义为

指导，坚持实事求事的原贝|j 9、稽实求真，黎笔直书，历时二年，予

一九八六年底完成本簿．在此，谨向为本穗提供资料的同志致以谢

意· ．~一，．

限于编写水平，如之时闽仓促，资料不金，本蘸缺点错误在所

难免，切盼熟悉学校情况的同志指正·

德州卫莜《校巷>编写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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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山东省德州卫校位于德州市三八路以北，新溯北路以东交叉路

口处，是德州地区唯一的叫听中等卫生专业学校·

学校始建于一九七一年．学校前身为地区人民医院半工半读卫

生学校，该校一九六五年组建，一九六八年停办·一九七一年地区

卫生局经地委批准开始筹建本校，并定名为山东省德州医学专科学

校．一九八三年一月，根据全省中等医学教育会议精神，更名为山

东省德州卫生学校·
一

建校十五年来，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到一九八五年底，学校占

地面积已由建校初期的54·55亩扩大为72·95亩；校舍建筑总

面积由建校初期的2370·82平方米，增加到l 4000平方米；固

定资产总额由建校初期的50604元增加到2031 746元；教学设

备总额由建校初期的68529元增加到265078元；教职员工总数

由建校初期的十数人发展到目前的j 4 8人；招生专业由建校初期

单一的医士专业发展到医士叠护士．中医_检验，药剂等专业，年

招生人数由建校初期的三个斑j 2 0人发展到目前的六个斑2 4 0

人，在校生人数由建校初期的2 4 0人发展到目前的7 2 D人．

建校十五年来，学校行政．教学管理系统逐步完善．学校领导

系统由建校初期。的党支部发展为目前的党总支，实行党总支领导下

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行政教学管理机构由建校初期的“三组一室"

e办公室·政工组_教革组．后勤组)发展到目前的“六科一室"

(办公室嘧教务科·专业零k干训科．学生科-总务科．伙食科)，

具体负责行政教学管理工作。基层党支部。团委．工会．学生会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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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群众组织随着学校的发展也逐步建立·围绕行政·教学工

作，学校建立健全了一套较完整的规章制度，并在行政教学管理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校十五年来，学校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规，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学校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学人员已由建校初期的刁浞J 0

人，发展到目前的9 3入·通过评定职称，有3名教师取得讲师职

称，2 0名教师1取得教员职称，取得实习教员职称的有2 2人·另

有j J名专业教师获得卫生技术职称·为了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学

校采取了参加师资培训斑．外出进修·跟教学斑学习等方式加强师

资培养．建校以来，学校派出3 4名教孵外出进修，占教学人员总

数的36呖．在教学管理上，学校实行“四定一奖"教学责任稠，合

理安排教学人员，调动了教学人员的积极性-在教学方法上，对旧

的．过时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实行了课堂讲授·实验．见习·

实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提高了教学质量，一九八三年全省中专卫

校统考和教学质量检查中，学校取得了好成绩·建校十五年来，学

校已．：培养了医士·助产士-妇幼医士．中医士，药荆士．检验士-

临床检验士·护士等八个专业的中级卫生人员2914名，毕业生中

的大多数已成为地·县_乡镇卫生工作的骨干，有的走上了领导岗

位，为金区的卫生事业发展充实了新生力量·

职工干部培训工作已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显得异常迫切·学

校从七七年以来，除完成国家计划下达的招生教学任务外，积极挖

掘潜力，举办了卫生管理干部·护士长·西学中·中医，夜校医士，

职工中专等十二个学习斑，参加学习的干部职工达4 6 4人次．

随着学校的发展，学校后勤工作人员树立一切为教学服务的思

“3～



想，努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后勤服务工作质量．十五年来，学校

后勤完成了J40余万元的基建维修，J 8万元的教学-生活设备购

置等工作任务·学校伙房积极改善教职工和孛生生活，对于保证教

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建校十五年来，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卫生．教

育部门的具体指导下，金校教职员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发扬艰苦

创业精神，使学校建设初具规模，培养了大批卫生专业人才，为卫

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党的十二大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规画了

宏伟兰图，也为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金校教职员工正

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接再励，为学校建设和发展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一g．一，



第一章 学校沿革

第一节 德州地区人民医院半工半

读卫生学校概况

一九六五年春，经山东省人民亚媚批准，地区卫生局开始筹建
地区人民医院半工半读卫生学校．建校方案规定：学校招生专业为

医士专业，学制暂定四年，招生规模拟定为在校生3 2 0人，由省

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考试，学校录轧学员须初中以上文化程
度的社会青年．学校在地区人民医院统一领导下管理教学活动，计

划开设课程十七门：语文．物理．化学·政治·体育，人体解龇

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学．生理学．懒理学．药理学·拉丁文．内科

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五官科学·中医学·学校主要领

导人和教学管理人员有：地区人民医院院长杨子森兼任校长，杨文

轩(原结防所所长)任专职付校长，地区人民医院办公室秘书杨占

岭兼任教务处主任，付云海(地区人民医院内科医师)．杜春夫

(德州一中语文教师)为专职教师，兼任斑主任．兼职管理人员还

有人民医院总务科付科长杨子荣和管理员李兰亭，学校聘请地区人

民医院-药检所业务工作人员三十余人为兼职教辩．

一九六五年八月，经省统一考试，8 0名学员正式入学校，学

生食宿和教学均在人民医院。一九六六年由人民医院征用东关大队

土地5≤·55亩，地区和省分别投资4万元和8万元于六七年建成

总建筑面积为2370·82平方米的教学·生活用房的新校舍，学校

随迁入新校址，即现在的德州卫校校址·一九六年八月学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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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社来社去，学校不分配工作·一九八四年·按照省教育厅(84)

鲁教高字第3 2号文件精神，由地区卫生局补发了毕业生证书量承

认其中专学历，不补办分配·该届学生毕业后，因正处“文革"期

间，学校未再招收新生，随停办．

第二节 德州医专的筹建

一九七一年，根据省委．省革委关于金省卫生工作“四五竹期

间的任务要求和地委德校(7 1)3王号文件精神，为解决我区医

疗卫生人员不足问题，决定筹建德州医学专科学校．十月二十三日

地区卫生局革命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会上组成了德州

医专筹建领导小组，组长由支{|志华(卫生局付局长>·杨子藕杨

占l峨陈玉兰(地区结防所人事科长)和付云海等五人组成·拟于

当年十二月正式招生．计划首届招生六个斑2 4 0人，逐年扩大到

二十五个班在校生j 000人的规模·学制暂定二年，学生毕业后由

国家统一分配·一九七一年寸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德州地委印发了

《关于建立德州地区医学专科学校的通知》，正式宣告德州医专成

立·任命杨子森为付校长·靳英任办公室付主任，杨占岭任教革组

～付组长，郭焕章任后勤组组长·刘宫存任后勤组付组长．

德州医学专科学校校址沿用原地区人民医院半工半读卫生学校

的校址和原有的校舍建筑物·该校址由两个长方形地片相连组成·

第一片南自红旗路北3米处开始，北至东关大队农田也南北长
～6“



J 7 0米，东自地区工业局(后改为地区轻工局)西墙始，西至东

关大队农田止，东西长j 7 0米，面积为a8·35亩．第二片南自

手管局(现轻工局)北墙外(现北房后墙)3米处始，向北8 3米，

东至织袜厂西墙止，面积为J I·20亩，两片总面积为54·55亩，

征地用款2302元·当时德州医专除沿用原地区人民医院半工半读

卫校校址房屋建筑外，还沿用了部分物资设备和教学设备．
自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地区卫生局第一次筹建会议至一九

七二年一月，德州医专机构骨架已经基本形成，各组室开始办代
其间人事部门给医专配备行管干部j 9人，地区卫生局拨款83000

元，购置了部分教学仪器．维修器材，图书资料·办公崩品和炊事

用具等，学校还派人分赴荷泽．济宁．莱阳。昌潍等地兄弟学校参

观学习，学习办学经验·

经过以上准备工作，学校制定了二年制医士专业教学计划草案．

草案规定，学员从具有相当初中以上文化程度p经过一年以上劳动

实践的农村知青奄民办教!}il『q赤脚医生．在职职工生产建设兵团

战士和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采取了个人报名，单位推荐，

地区卫生局审查批准的办法进行录取。学生助学金每人每月J3-5 C：}

元，粮食定量每人每月3 2厅．四月底，j 2 0名新生全部录取完

毕，五月初首届学员全部入校学习．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9德州地革委生产指挥郡党的孩心领导小

组批复地区卫生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同意德州医专建立党支部和

团总支，并公布了党支部和团支部成员名单。至此，德州医专筹建

工作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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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学校正式名称的确定

德州医专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成立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办学

条件得到了逐步改善·十—年阃校舍建筑面积增加了5000平方米，

固定资产增加了近4 8万元，教职员工增加到J 0 4人．学校名称

为医专，其性质实为中专·而且一直按中专要求设置专业，进行招

生，到一九八二年底共招收新生3665人，毕业2914人·

魄E簪扛胆生厅召开了全省中等医学教育工作会议·会议
决定对全省二十六所中专卫校进行专业调整．悔月四日省卫生厅
印发了《山东省中等专业学校医学教育调整方案说明》，其中规定：

全省中等卫生学校一律称“卫生学校"，其中面向金省招生的综合

性卫生学校，均在校名前加“山东省”宇样·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四

日，根据省厅文件精神，经地区编委批准，德州医学专科学校正式

更名为“山东省德州卫生学校"，学校名称得以正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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