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自t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家由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旧民主改革、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内忧外患频繁，生产力发展

曲折，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化空前剧烈，自然环境也由于上述影响

和山林水利的开发利用，生态平衡也发生了变化。我县地处中州嵩山

脚下，邻近郑、汴、洛，紧靠陇海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其影响

更为深刻．

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建国前的五十多年间，正是全国人民前仆后

继，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取得辉煌胜翻的

时代，是我国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重要阶段，这段重要历史和建国以来的重大成就及变化载

入史志，为祖国的文化增添光辉灿烂的篇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

荣使命。

自古及今，医药卫生事业一直是我国劳动人民赖以繁衍昌盛的重

要条件之一，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为人民做出了伟大贡献。

编史修志是我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并为我县研究专业特点发挥

专业优势，制订长远规划，推进四化建设的发展，提供出重要资料。

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不仅是当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维护党和国



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这是继承民族文化，关系国计民生，教育

后代，继往开来，振兴中华的大事”．

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方针、政策为准则，详今略古，以建国以来为主，贯通古今，实

事求是，志而不议，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但决不靠纯粹的客观主义，

公开伸明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突出我们的

时代特点，按省卫生厅安排的篇目编写，又要突出地方的特点。

我局于1982年九月，在中共登封县委、登封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建立了编志领导组，抽调人员，建立编辑室，组织编写人员，依靠群

众，发动群众，广泛收集资料，大家动手，进行了编写工作。经过一年

零八个月的努力，成此初稿。

由干我们政治思想水平、文化水平有限，编写没有经验，错漏之

处在所难免，请领导审查指教。

登封县卫生局卫生志编辑室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



编辑说 明

一、《登封县卫生志》的编纂，由卫生局组织人员，深入调查研

究，广泛收集资料，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县的卫生历史状况。

二、《登封县卫生志》上限为汉代(公元前110年)，下限为一九

A-．年．

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尊重

史实， “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突出地方特色。

四、本志按篇分类，下设章节，采用志书传统体裁，体例包括

“志、图、传、表、记”，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

五、历史朝代沿用旧称，如：明、清、民国等(在括号内加注公

元X X年)，一般不加政治定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文中简

称“建国以后”．

六、人物立传，不以地位等级而定，按生卒年月为序。



登封县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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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封县芦店H生院

登封县徐庄卫生院 登封县』：冶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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