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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中心卫生院平面布置示意图



犍为县人民政府余德金副县长为本书题词



序

《罗城中心卫生院志》，经半年辛勤笔耕，两易其稿，终于问世

了。此志是一部反映罗城卫生事业成就和发展变化的专业志书，是犍

为县卫生战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一丰硕成果。

以史为鉴，振兴医药。这是本院编纂《罗城中心卫生院志》的宗

旨和目的。1985年至2002年仅18年时间。18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

漫漫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天地一瞬，沧桑巨变。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化，医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重大成绩。本志以翔

实的史料，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全面记述了医院的发展过程，志书字

里行间闪跃着罗城中心卫生院全体职工、医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乘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片区人民的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工作辛勤耕

耘的可歌可泣事迹；展现了全体医技人员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无私

奉献的精神，全面、系统、科学地展示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志

不失为罗城片区卫生系统领导决策于方寸，借鉴于开拓的良师益友。

为此，我深信《罗城中心卫生院志》，这部史实性、专业性、可读性

都较强的志书，将给罗城广大医技人员以巨大的鼓舞和启迪。

愿《罗城中心卫生院志》在罗城医药事业发展中发挥服务当代的

作用。若如此，我将深感无限欣慰。

罗城中心卫生院院长余武成

2003年11月20日



凡 例

一、《罗城中心卫生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编纂。

二、本志上限为1985年，下限为2002年。但为保持历史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有的史料追溯于前，特殊史料下延至2003年。

三、本志以罗城中心卫生院的卫生成就和发展变化为重点记述。

为反映原罗城区卫生工作全貌，有的章节对乡卫生院作了概述。

四、本志突出专业特点，对历次政治运动不予详述。本志资料以

档案为主，酌情采用有关志书、口碑等资料。

五、本志以志为主，辅以图、表、照、录、传。以章节体进行编

写，章下设节，节下用自然段。

六、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记述。本院已故有名望的医药

人员方能入传，且以卒年为序排列。对有贡献的在世人物，由医院领

导集体研究确定，对先进事迹作简要记述，且排名不分先后。

七、简化字以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年代、数字、百

分比、表格等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以法定单位记述。

八、地名、单位及行政体制等一律以当时称谓记述，有变化者必

要时括注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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