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头沟区卫生志



序
门头沟区是北京市西南的一个郊区，自中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先人与大自

然作斗争的同时产生了医药卫生事业。医疗卫生工作者经过千百年的实践，不断总结同疾

病作斗争的经验。土法偏方、针灸汤药、丸散膏丹、推拿导引、气功按摩、热敷冷敷、治

“翻气’’、扎“冱摞儿”，发现和发明了各种疗病治疾之法，为民族的健康事业做出了不朽的

功绩。明、清两朝乃至民国初年，我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曾发展到极其昌盛的程度。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贫病交

集无以附加，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门头沟区西部山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成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腹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医疗卫生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为

抗日战争及尔后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展。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特别是

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日新月异。溯古观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地记叙我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兴衰与发展，对于我们及后代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深化

改革，教育后人都是十分有益的。为此，‘色全国上下编修地方志的大好时机，我热切主张

编修一部门头沟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自己的《卫生志》，以飨后人。

遂亲任主修，王德印同志为副主修、张万顺同志为区卫生志办公室主任并任主笔。经

三年努力，在各方协助下，全区医疗卫生界群策群力众手修志，现终于成书，也了却我一

向心愿，并于书首向为编写卫生志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各位同志、同仁及老前辈表示感

谢。

中共阁羹鬻量墨圭冕誊萋书记李金山门头沟区卫生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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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奉门头沟区卫生局局长李金山之命，由我担任门头沟区卫生志副主修，作为其助手，分

管编修区卫生志的具体组织、领导及审稿工作。

区卫生志自1991年8月6日开始组织、发动。首先建立组织机构，成立编修委员会，

主修李金山，副主修王德印，委员：肖文祥、李德兴、刘学生、杨宝华、许礼成、李永芝、

张万顺、王永成。．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主任张万顺，先后抽调工作人员周伟、赵明燕、任明燕、梁英杰、

李彩虹、李翠红、郭义、赵米丽、李丽华、安东霞、王涛、谢丽英、王永花、王春红、刘

淑珍、马素存、尹秀荣、李治华、刘忠、张芳、李文秀、卢沂等20余人。

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也分别建立组织或设专人负责卫生志各项具体工作。区医院、中

医医院、中医骨伤科医院、斋堂医院、区防疫站、妇幼保健所等单位除建立院、站、所志

编修委员会外，也抽调人员从事各项具体编修工作。各单位为卫生志组建了写作班子，解

决了房子，挂起了牌子，解决了桌子椅子，筹集了款子，有的还配备了机子(录音机、6照

像机)，中小单位均设专人负责修志工作。 ·

从动员、培训、搜集资料、查阅资料，内查外调、座谈采访、编篡、誊写、打印、修

改历时三年，走访村庄220余个，访问千余人，查阅档案800余卷，积累资料670余万字，

六易其稿，终于编写出一部60万余字的医疗卫生专业志书。志书上溯中石器时代的东胡林

人，下限1990年底，设凡例、大事记、概述、卫生行政、卫生事业等10余篇。各篇采取

条目式结构，共100余条，条条单述，自成序列，各不相连，编排随意。

在整个编篡过程中，博桂镡、张平、焦克修、孙德铮、刘心茹、张萌之、刘天仁、李秀、

张永斌、．郭化民、姜永森、李文荣、王节、夏玲、谭哲、李全义、张殿卿、石宏恩、司少

玲、杨天波、魏治云、魏元明、马文银、韩进彪、安桂淑、邓俊芹、李丽华、刘登石、李

秀珍、齐长起等曾提供和搜集大量资料。

许崇海、王永成、卢沂、李翠红、安东霞、王培兰、王春红、李治华、马素存、周伟

等几经誊写，张娟、徐青反复打印，都为本志书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北京市地方志委员会办公室、门头沟区地方志委员会办公室、区党史办、区档案局、区

文物管理所、区委党校、区图书馆及各乡镇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感

谢。

在整个编修过程中，区医院党委高度重视成为全系统的典范，在该院召开的现场会有

力地推动了全区卫生志的编修工作。

北京市矿务局总医院及各院、铁三局四处医院、区医药公司、区制药厂、煤矿总公司

职业病防治所等单位均给予了支持和配合。

整个修志过程，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本着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的

原则，不辞辛苦，刻苦修志，现即将付梓，特于书首向全体工作人员及为编修区卫生志做

出贡献的同志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门头沟区卫生局副局长王德印

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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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门头沟区卫生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实地记述门头

沟区历史上的医药卫生事业状况。

二、《门头沟区卫生志》采取纵述历史发展，横以篇分类，篇内以条目式结构叙述。

三、门头沟区建制于1958年6月，以前区划变动频繁，归属屡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方有稳定的地方政权设制，故断限于1949年10月，下限于1990年底，为叙述之便有

些事物根据所掌握史料适当上溯。

四、本志以语文体记述，辅以部分图表、文献资料，历史资料多数采取原文字记载，为

节省文字有的进行概写插人条目中。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事件采用历史通用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公制，凡涉及货币一律换算成现币值，难以换算者采用当时历

史资料数值并注以相当现币数值，数字书写采用阿拉伯数字，区划归属、名次排列、倍数、

习惯用语、成语、专用词等中的数字书写采用汉字。

七、本志对地名、单位，均按当时命名的名称记述，条目设置中用今名。

八、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人物传记以本区1990年12月31日以前已故人物，

无论本区籍还是外埠一并记人，以地区、单位、职务、职称顺次排列。

九、本志按详今略古，详变略渐、详近略远之原则着重记述1952年9月后部分，对于

此前有价值的资料采取分述或重点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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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门头沟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一万多年前，东胡林人已在这里生产生活，为

夏商同期自然生长的部落国家古燕国之属地，禹贡划九州，为冀州之域。周封燕地，后为

燕之下都易之辖界。秦郡县天下，始为蓟县，属渔阳郡，唐末，刘仁恭割据幽州(公元906

年)建玉河县，门头沟属玉河县。后晋主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赂辽，玉河县随之。自辽开

泰元年(1012年)现门头沟区东部地区改称为宛平县。金代西部地区划人宛平县，元、明、

清、民国因之。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前，为宛平县四区、五区之一部，六区、七区、八

区之大部，九区之全部。1938年3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原宛平县七、八区

创建抗日根据地，成立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全国解放后，现门头沟区地界分属河北省宛

平县和北京市第二十八区(后改为二十区、十六区)。

公元1952年9月1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宣布：河北

省通州专员公署所辖之宛平县及房山县、良乡县部分区村与北京市第十六区合并为京西矿

区，至此，延续940余年的宛平县之名废而不用。

1958年6月，京西矿区撤销，原房山县部分区村划归原属，原良乡县所属区村一部分

划归房山县，一部分划归丰台区。余土改称门头沟区至今。

门头沟区的人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不断探索，发现和积累了大量的防治疾病的方

法和经验，采集百草为药，以治百病。清明节拔百步草治百疾的风俗习惯，至今尚存。石

针，骨针刺激穴位以治疾病，榆树皮包扎伤口，尿冲伤口以消毒等法早就流传民间。诸类

偏方土法更是无以胜数。民间流行的绘画针灸易学七十二翻的医学理论至今仍有遗留，至

于中医源起何时实难探本溯源。有人，即有患疾者，有疾，即有医道。明清两朝中医已遍

及乡里，时至民国有成就之中医及名目繁多的大小中药铺已星罗棋布于城乡。西医的出现

早在元代，是以行医为名的法国、比利时传教士带人，始于斋堂川东端之后桑峪村、西端

百花山下之张家铺、马家铺村，后来外国传教士在区内遍建教堂，清水、斋堂也出现了西

医。尔后英国人到门头沟煤矿也将西医带入门城镇地区。西医之遍施于民间首先从城镇开

始，本世纪20年代中叶圈门里有曹仲三，西辛房有张墨林。30年代末，门城地区曾建三所

私立医院，一为临安医院，一为进德医院，一为兴亚医院。三个医院虽各为医院，实际上

也不过是个诊所，人数不多，又无设病床，且护理人员多为医生之家属，门诊量及社会效

益仅处一般水平。不久，西医李石清在西辛房、龙门、河南街、河北街一带曾开一诊所，由

于他医疗技术较高，且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均受群众赞扬，所以门诊量居当时之首。然而，在

当时，广大劳动人民仍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天灾

兵祸、贫病交集、衣食不保、医疗卫生保健便无从谈起。只有那些半农半医，半教半医，才

是民间真正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医疗队伍。他们多以义务互助形式用偏方土法治病。就是收

费也极其微薄，有的只是以酒食相待即可。而大多数劳苦大众还是小病忍着，大病顶着，重

病等着(即有病元钱治疗，只能等死)。

1938年3月，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设民政科兼司医药行政。是年8月爱国民主人士黄

国珠在斋堂药社坐堂行医，翌年7月他自开药社为抗日军民服务。在其带领下，抗日根据

地各区村普建医药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县府于1943年夏成立了宛平县药社，址设宛平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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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现房山区)秋林铺村麻黄沟，故称“麻黄药社”。

1945年前后，宛平县副议长黄国珠倡导并组织了宛平县医药工作者联合会，并亲任会

长。组织医药工作者学习、进修为解放区人民服务。抗日战争胜利后，门城镇地区建立十

余个诊所，三青团青年服务社施诊所为最。

公元1949年4月，宛平县政府迁大台后成立卫生所，只为机关服务，10月建县卫生科

统管全县医药卫生行政管理，1952年4月卫生所改建为卫生院。

1951年冬，河北省卫生厅经通州专员公署为宛平县拨款1万2千元，在各小区普遍建

立医疗预防站，为中西结合防治兼备的卫生机构。

1952年9月京西矿区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区防疫站、东辛房联合医院、京西矿区医院、联合中医院、妇幼保健所、斋堂医院

及遍及城乡的门诊部、联合诊所、分诊所等医疗卫生机构相继建立，全区医技人员由解放

初的113人(1949年统计)增至233人(1953年统计)。特别是妇幼保健事业成绩巨大，消

灭土法接生，推行新法，使妇女、儿童的生命与健康有了初步的保障。到1965年底，全区

医疗卫生机构增至38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573人，床位增至265张，死亡率由解放初的
￥

17．71‰降至7．134％。。

“文化大革命”十年，医疗卫生事业遭受严重损失，很多机构被撤销，医技人员遭受冲

击迫害，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及中医事业损失尤甚一由于党的正确路线的灵气，广大干部、

群众的支持拥护，在社会主义之树上开出了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朵鲜花，并在各乡镇普遍建

立了卫生院，使农村出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可喜局面。加之国家、市、区三级

医疗队巡回下乡医疗，并培养赤脚医生，农村的医疗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著名眼科专家

张晓楼教授，同仁医院院长戴世明，天坛医院胸外科主任沈尔兢、内科主任姚金立，与农

民同吃同住的区医院大夫钟永泽，为抢救矿工不顾个人安危，并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a扎

根山区的李秀，至今还在山区农村广为传颂。

十年动乱结束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迎来了卫生事业的又一大的飞跃。医

疗卫生机构经过改革，布局趋于合理，自我发展机制、自我补偿机制、自我激励机制不断

增强。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普遍提高，医疗设备的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房屋破旧、设备

落后的局面大为改观。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大卫生观念的普遍增强，人民生活条件的改

善，社会的安定都为人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创造了优越条件。

到1990年底，区属医疗卫生机构有区医院、斋堂医院、中医医院、中医骨伤科医院、

红十字医院、精神病医院(属永定镇卫生院)、雁翅中心卫生院、色树坟中心卫生院i齐家

庄乡卫生院、黄塔乡卫生院、清水乡卫生院、沿河城乡卫生院、军响乡卫生院、大村乡卫

生院、田庄乡卫生院、北岭乡卫生院、上苇甸乡卫生院、妙峰山乡卫生院、军庄镇卫生院、

永定镇卫生院、潭柘寺乡卫生院，还有三家店门诊部(属中医院)、城子门诊部(属中医骨

伤科医院)、圈门门诊部(属中医骨伤科医院)。全区还有250个村级医务室、255个个体开

业医、诊所等遍布各乡镇。

预防保健卫生教育机构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结核病防治所、精神病防治所、

输血站、卫生学校。

此外还有非区属医疗机构：解放军第268医院、北京矿务局总医院(附设护士学校)、

门头沟煤矿医院、王平村煤矿医院、大台煤矿医院、木城涧煤矿医院、杨坨煤矿医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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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源部职业病防治所、铁三局四处医院、汽车十场医务所、北京琉璃制品厂医务室等。

到1990年底，区属医疗卫生机构28个、床位624张，管理人员95人，医务人员1458

人，卫生技术人员1282人，乡村医生291人，个体开业医1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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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末期一万多年前，门头沟西部山区已有人群居落，生产劳动繁衍殖息，史

界定名为“东胡林人”。从三个个体女性骨骼分析，她们年龄不同是患病而死。

三国时期·魏

口碑资料称华佗在门头沟西部山区发现茵陈能治肝病，并有利尿作用。故土人称其为

“拉拉蒿”，与黄豆同食作用更佳。

晋 代目 1＼．

潭柘寺中已有医僧，并在寺中设石鱼，手摸其各部位，即治人相应部位的疾病。

唐 代

门头沟西部山区灵岳寺中已有僧医，并世代相传，王宝来为灵岳寺最后一名僧医传人，

公元1979年去世。

辽 代

门头沟西部的清水，双林寺世代和尚学医。

金代·皇统年间

门头沟区大疫，仰山栖隐寺向民间广施禳治瘟疫草药，救民数以万计，全国各地寺庙

纷纷效仿，寺庙向民间施药救治疾病即成为传统。

金代贞元年前后(1153年)，时属玉河县的斋堂以及大台沟、雁翅、大村、沿河城地区

划归宛平县。

元 代

元初，鼓励教书先生学医行医，并成为后代传统，元至正年间，门头沟地区已有广泛

的药之品记载，斋堂村盛产黄精，人们已知山菜解葱可解诸毒，桑峪村建天主教堂，西医

始在门头沟出现。

皇庆二年(】313年)元月地震，12月宛平久旱，民众疾疫。

延{；占7年(1320年)元月宛平疫。

至正14年(1354年)京师疫疾流行，民有父子相食者。

至正18年(1358年)京师大饥，疾病流行，死者甚多，葬死者遗骨10万余具。到至

正20年4月前后共葬20余万具之多。

元末大都路儒学提举熊自得(字梦祥)在京西斋堂村撰修《析津志》时，因识得药材，

并知其功效，常自采而施于贫疾之家。其好友欧阳元功诗有：“前年熊郎入卖药，施贫者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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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恩。”之句。

元末熊自得在斋堂所撰《析津志》中记有中草药，斋堂地区产黄精。

明 代

明洪武二年宛平县2966户，8140口人。

洪武3年(1371年)中央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贫疾者给之医

药。

洪武8年(1376年)全县11063户，40815 V1人。万历初年，宛平县16720户，其中

民户6145户，军户2346户，杂役户7959户，人口81728，男51213，女30515。

明洪武17年(1385年)宛平县始设医官，训科1员，设官不给禄。不久即裁。

景泰8年(1457年)天顺元年6月大雨雹。令顺天府于大兴、宛平两县各立养济院一

所，收容灾民。

成化元年(1470年)顺天府旱后大水，时旱涝相仍，民食草木几尽，翌年春，北京连

年灾荒，5月时多饥大疾，民多道死。

嘉靖21年(1542年)北京久旱多疫，令太医院及顺天府惠民药局将药物散给居民。

嘉靖23年(1544年)疫病流行。

嘉靖30年(1551年)疫病流行。

万历10年(1582年)4月京师久旱，时疫流行，顺天等府连岁荒歉，生者流移，死相

枕籍。

万历15年(1587年)京师旱，大瘟疫，地震，6月暴雨成灾，房屋倒塌，溺死者不可

数计。 。

万历21年(1594年)，前宛平县无医官。

崇祯16年(1643年)2月至7月，京师大疫，死者无算。

明末，妙峰山建娘娘庙，西配殿供奉药王，四方前来求子、治病。木城涧建药王庙一

座，杜家庄后山庙中有药王殿。

清 代

清初，宛平县14441户，61215口人。前桑峪建药王庙一座，燕家台下李家庄建药王庙

一座，俱毁。

顺治10年(1653年)6月大雨，积水成渠，房舍坍塌，薪桂米珠，小民艰于居食。

顺治11年(1654年)2月水荒特甚。

顺治12年(1655年)，水旱连年。

顺治13年(1656年)，水灾旱灾连年，阴雨飞蝗相继为灾。

康熙18年(1679年)7月28日巳时，大地震，房屋毁坏，死伤人口。

康熙19年(1680年)大灾，春至夏无雨，瘟疫流行。

乾隆39年(1775年)，宛平县159856口人。

嘉庆24年(1819年)，宛平水灾，瘟疫流行，多病死者。龙泉雾建药王庙一座，尚存。

咸丰3年(1853年)6月，命招商开采宛平县珠窝山铅矿．

同治2年(1863年)设牛痘局于琉璃厂东小李纱帽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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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6年(1867年)时疾流行。

光绪8年(1883年)宛平县45123户，人口264560。

光绪9年(1884年)瘟疫流行。

光绪年问，斋堂川大疫，各寺庙广施佛药，治病救疾。

光绪年间，门头沟地区人民已知冬月食柿可预防煤气中毒。“柿出西山，大如碗，甘如

蜜，冬月食之可解炕煤毒气。”(《光绪顺天府志》)

光绪年间，宛平县始设医官，“训科”1员，未人流，后裁减。

光绪31年(1905年)12月初，宛平县之卫生行政属外城巡警总厅卫生科管辖。

清光绪年间，现门头沟地区已有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办法。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2年(1912年)3月，开始“劝禁缠足晓木剪辫以及禁烟禁毒?’的宣传。

民国8年(1919年)，宛平县34138户，人口159546，民国17年，宛平县43280户，

人口，男131864，女103298，总计235162。民国23年，宛平县户43445，人口236956，男

132568，女104288。民国27年，宛平县户43158，人口234131。

民国11年(1922年)，宛平县自治协进会提出改善医疗卫生，预防为主，讲究卫生的

主张，并强调禁烟禁毒之必要性。

民国17年(1928年)，宛平地区设立卫生警察所，负责饮食卫生工作。

民国17年(1928年)，在门头沟地区城镇富裕之家，开始西医新法接生。

民国18年(1929年)，宛平县政府公布卫生部颁布的《地方卫生行政初期实施方案》，

该方案规定：屠宰厂必须注册办理卫生许可证方可经营。

民国22年(1933年)，宛平县七区、八区仍有种鸦片者。禁烟者有之，因烟民扎药针、

吸鸦片卖妻、让地、倾家荡产者有之。

民国23年至25年间(1934--1936)，宛平县令警察到各地禁烟禁毒，凡屡教不改者，

就地正法。处决数人后，门头沟地区烟毒遂禁。

民国26年(1937年)春，天花在京郊流行，波及门头沟地区，是年，县民众教育馆派

人员到各村免费接种牛痘。此间有不负责的医务人员，从古石碑上抄录人名虚报种痘人数，

冒领药品，故对天花的流行未能起到预防作用，患病率、病死率极高。

是年春，宛平县成立卫生事务所，专司卫生行政。

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26年(1937年)7月，宛平县卫生事务所因抗日战争暴发而不存，1938年恢复并

管辖日伪宛平县之卫生行政，1940年5月改称为卫生事务分局。

民国27年(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设民政科事业科分管

医药卫生行政。

民国32年(1943年)，时属吕、宛联合县的原宛平县境内，因自然灾害造成百姓饥寒

交迫、逃荒要饭、瘟疫流行，死亡不计其数。

民国32年(1943年)夏，在敌人重重封锁与扫荡频繁的环境中，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

发动群众集资人股二万七千元，在秋林铺之麻黄沟创建了宛平县医药合作联社，对外称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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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药社，因址亦称“麻黄”药社，负责人为张国江。

民国32年(1943年)7、8月间，北京霍乱流行，石景山地区疫情严重，波及门头沟，

与市区中断交通5日，许多工人死于霍乱。仅7月份，石景山制铁所死亡工人达2000多。

5日后进市区者需持“打防疫针证”方可。宛平县门头沟地区疑日本帝国主义给群众打断子

绝孙针，而拒绝注射防疫针。

民国34年(1945年)12’月，宛平县解放区125个行政村，人口63377。是月，宛平县

医药工作者联合会在西斋堂县政府成立。主任黄国珠，会员多为个体开业医、有一技之长

的乡村医生和其他医药卫生工作者。

民国35年(1946年)1月21日，由宛平县四区大安山七村合建医生研究会，推动接

生工作。

民国35年(1946年)1月29日，宛平县齐家庄医生小组下乡给抗属免费提供医药，共

治愈抗属23人，四区医生治愈抗属15名。

民国35年(1946年)3月7日，《晋察冀日报》载文(宛平张国江药社普渡众生>。文

中说道：“宛平县医药合作社在医生张国江领导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药社为了解决药品困

难，便收买山里土药，自己配制丸、散、膏、丹，质好价廉，供给各村药铺使用。为贯彻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张国江常下乡给各区、村百姓看病⋯⋯。”

民国35年(1946年)7月，宛平县各区医生掀起献金热潮，积极支援前线。县医药合

作社及4个区的医生，献金三百元零二角，节约小米13斤，四区荣获锦旗一面，题为《为

医界争光》。此外，刘大力、于登瀛、孙焕文也被评为模范医生予以奖励。

民国35年(1946年)7月6日，《晋察冀日报》以“深入民间配合民众出征，全年治

好病人万六千余”为题，报道宛平县医联会突出成绩。

民国37年(1948年)7月15日，宛平、涞水等地发现天花、瘟疾、疟疾流行，宛平

县一区塔河、黄塔等8个村100余人发病，死亡31名。北岳三专署为此紧急指示各县迅速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扑灭，以免影响生产，保证人财两旺。

民国37年(1948年)9月25日．，察哈尔省平西贸易局通知，为防止疫情外延，禁止

疥羊出口到外地。

民国37年(1948年)·12月，门头沟军管会接收部在门城地区接收门头沟济民诊所、门

头沟诊疗所、西辛房西药社、门头沟于正明诊疗所、城子村惠杰诊疗所、生生诊疗所、建

超诊所、大生诊所、济门诊所、石清诊所、三青团青年服务社诊疗所、城子西坡诊疗所。

民国38年(1949年)3月18日，察哈尔省令各县立即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治病救人，

宛平县行动迅速。积极扑灭猪瘟，并严格禁止病猪肉上市。

民国38氧(1949年)4月，宛平县民政科设卫生干事1名，专司卫生行政。察哈尔省

卫生局为宛平县拨卫生建设费三万斤小米，医药费两万斤小米，在宛平县建卫生所，所长

陈文通。是月，宛平县各小区登记乡间医生，并开据证明代行执照。

民国38年4月19日，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令：女教师、炊事员生育费为城市每人每月

120斤小米，农村100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宛平县人民政府内设卫生科，管理全县医药卫

生行政，址设大台，科长陈文通，科员李芳儒等。

11月，宛平县成立县防疫委员会，并在区村设防疫委员。县防疫委员会内设立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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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宣传股、防疫股、治疗股。会址设县卫生所内。

12月底，宛平县辖7个区，人口75805，因疾劳等原因死亡341人。

1960年

8月，属北京市第十六区供销合作社领导的医药卫生合作社，在门头沟区滑石道大街工

商联院内成立。

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举办医师考试，全市共有222人参加，及格者59人，其中北京市第

十六区的李石清、于正明、张立藩与张平等四人考试及格，张平考试成绩名列全市第七。

北京市第十六区防疫站在门头沟北涧沟38号成立，时称北京第八防疫站。

11月，北京市第十六区防疫站和民政科，组织个体开业医在全区开展卫生宣传、预防

注射活动，对全区60岁以下人员普种牛痘。

是月，北京市第十六区成立安全卫生委员会，以加强煤矿工人安全卫生工作之领导。

1951年

2月，北京市第十六区卫生工作者协会成立，区长龙文耀任理事长。

3月29日，北京市第十六区卫生委员会成立。

8月1日，京西矿务局煤矿工人医院在门头沟区北涧沟52号正式开业应诊。9月底始

设病床20张，第一位住院患者为郑秀奇。

10月30日，由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派来郊区卫生工作团。

11月20日，北京市第十六区第一个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门头沟联合诊所在西辛

房77号院内成立，也称西辛房联合诊所。

11月，翟绪贞、朱兰两人在门头沟建立了红十字妇幼保健站。

12月，十六区开始对油、盐、酱、醋业进行登记建卡片，由十六区防疫委员会城镇分

会，具体进行监督检查。

是年冬，河北省卫生厅为宛平县拨专款一万二千元，在所属四个小区筹建医疗预防站，

一区设清水，二区设桑峪，三区拟设大台或太子墓(因人手不够尚未设，1955年4月后方

设)，四区设金鸡台。

‘1952年

2月，北京市第十六区三家店联合诊所在三家店村成立。

3月，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抽灭虱防疫队到第十六区开展灭虱活动。

3月，十六区卫生委员会改名为防疫委员会。

是月，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始筹备门头沟卫生院，负责人张培民。

4月11日，北京市第十六区防疫大队成立。

是月，北京市第十六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河北省宛平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成立，防疫委员会均撤销。

5月28日，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门头沟卫生院建立并开业应诊。张培民为负责人，主持

全面工作。

是月，十六区在三家店、琉璃渠、大峪、永定、潭柘寺开展井水、缸水消毒工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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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眼水井实行定时定量投放漂白粉消毒，对110眼水井台加高并设公用水桶，对饮用河水

的三家店、龙泉雾实行缸水消毒，共培训572名义务消毒员，全区14000多户居民均饮用

消毒后的水。

时属河北省宛平县的各区、村，也开展了改造井台、排水沟，迁移靠近水源的厕所及

排除污染源，均收到较好效果。同时开展了药物灭虱、灭蚤、灭蚊、蝇、蟑螂、老鼠等活

动。

6月15日，北京市第十六区第一所联合医院成立，时称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门头沟联合

医院。

7月，北京市第十六区门头沟卫生院对行政干部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事业人员于11月

份实行。

7，月20日至24日，宛平县山洪暴发，造成严重灾害，人民政府紧急抢救，大灾无疫。

是年秋，北京红十字会，门头沟医务工作者分支会正式成立，主任张平，北京分会派

苏文翰、杜美清、戴玉三、张效慕、刘正兴协助开展工作，工作任务是门诊、产前检查、接

生、培训新法接生员和妇幼保健工作，并举办群众性急救训练班共计13期，726人受训，急

救技术进修班143人，内容是包扎、止血、骨折固定、伤员搬运、大夫急救技术，发放急

救箱13个，成立红十字急救站进行自救、互救。

9月，宛平县与十六区及房山、良乡部分区村合并为京西矿区，仅宛平县划人医药卫生

工作者有78名。

9月22日，门头沟卫生院改称京西矿区卫生院。宛平县卫生院改称京西矿区卫生院大

台卫生站。

11月，京西矿区人民委员会任命张培民为京西矿区卫生院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

12月4日，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报请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任命陈文通为京西矿区卫生

院院长。

是月下旬，煤矿工人医院始有外科手术，首次对患者施以静脉输液。

是年，清水、金鸡台、河北、周口店、斋堂在原基础上建立医疗站。

12月，京西矿区医疗纠纷筹建小组成立，组长田培，副组长张培民。

是年，“三反”、“五反”运动中，煤矿工人医院院长梁潜德被撤职，由谭林代院长，不

久派来张济民为院长。

1953年

2月，北京红十字会京西矿区总支会正式成立，共有会员270余人。京西矿区卫生院抽

人协助办街道卫生人员训练班，学习急救、种痘、家庭护理等，有500余人参加训练。

是月，煤矿工人医院建外科、产科病房。

是月，市公共卫生局发文对贫苦烈军属、转业军入、贫苦市民免费医疗。

4月3日，京西矿区龙泉雾联合诊所杨广义、赵中英等成功地抢救了龙泉雾村四名严重

煤气中毒患者，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5月，北京市京西矿区人民政府设立卫生建设科，科长陈文通，副科长薄桂稗。

6月，京西矿区联合牙科防治所成立，址设西辛房大街。由北京市开业医高国贞、王树

林与区内开业医刘俊组成，高国贞为主任，后增加技术工人王振庭、来瑞芝、刘通印。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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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迁城子大街，1958年10月并入东辛房联合医院。

7月，京西矿区斋堂妇幼保健站成立，站长王秀荫(助产士)，工作人员5人。

京西矿区太子墓妇幼保健站成立。站长刘庆贤，后为张玉珍(助产士，原郊区卫生工

作组人员)。唐淑芹、曲慧敏为保健员，饶志行、吕焕兰、李中楠、段桂芬为助产士。

京西矿区清水妇幼保健站成立，站长武秀珍，工作人员5人。

金鸡台妇幼保健站成立，站长刘淑英，工作人员4人。

石门营妇幼保健站成立，站长潘永兰，成员有王荣珍等5人。

河北妇幼保健站成立，站长姜自珍，助产士邓德荣，保健员新爱连、尹兆芹。

周口店妇幼保健站成立，站长吕丽珍(属原郊工组人员)，助产士傅占斌、保健员高秀

芝。

7月，北京市京西矿区第52中学(现城子中学)学生食堂，因吃变质猪肉发生了集体

食物中毒，发病150人，重病30人，死亡1人(学生赵贡，18岁)，尸检确定为沙门氏菌

属中毒。经医务人员及时医治，7天后其他中毒人员痊愈复课。

是年秋，北京市医务工作者协会、京西矿区分支会成立。

北京市京西矿区卫生院组织人员，到八个小区培训农村卫生员。自1952年12月至

1953年3月底共计4个月，培训400人，培训内容为常见传染病的防治、免疫与各种预防

接种、农村卫生、妇幼卫生等，参加巡回培训的医务人员有于正明、张福慧、李书纹。

是年，北京市京西矿区联合医院首次向中国人民银行贷款，买下邻居72号院址，从此

有了自己的房地产。

是年，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学会与北京市京西矿区、石景山区卫生人员业务学习委员

会联合举办《工矿卫生知识讲座》此活动历时两年，1 955年结束。

1954年

2月15日，京西矿区城子小黑山工人家属发现感冒甚多，疫情严重，调查429户，1684

人，患病194人，重病54人，占患者总数28％，一名因合并肺炎而死亡，由京西矿区卫生

院张培民院长召集防疫组会议，决定成立医疗队，到家属区开展紧急防治工作。医疗队队

长段永泉，下设医疗组，组长孙慈民、医生武尚义，相博生及护士孟淑静，预防组有李淑

纹、徐国麟、韩斌、李贵明等。

2月，北京市煤矿工人医院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固定资产59771．28元，保险期为

一年。

是月，京西矿区卫生建设科副科长薄桂镡等与北京自来水公司共同勘测南辛房地区水

源，而后将潭柘寺“龙潭”之水用管道引至西村，结束了当地农民从三里之外人背驴驮取

水的历史。

3月，柏峪台川底下村发生感冒大流行，全村多数人发病，并有死亡。

4月，金鸡台医疗预防站改建为卫生站和妇幼保健站，卫生站站长石儒(中医)、司药

曹殿龙，工作人员还有：傅长远、任成业、董廷辛、史福善等。妇幼保健站站长刘淑英。

5月，京西矿区柏峪村麻疹流行，斋堂医疗预防站前去紧急防治。

6月，北京市京西矿区门头沟镇圈门村互助组生产石英粉，经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测定，

粉尘浓度超过国家规定的2000～5000倍，强令其停产，后追诊其生产者15人，相继死亡，

】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