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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杭锦后旗第一部医疗卫生专业志。

《旗卫生志》成于盛世。真实地记述了我旗医药卫生、卫生防疫、

妇幼保健、医学教育、行政管理、事业规模、医疗水平、人物事迹和

卫生事业的发展史，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浑厚的．画卷。修志者历尽

辛劳，大展才华，使卫生志倍受青睐。这部史志定能起到存史、借鉴、

教育、开拓的作用，足以为我旗卫生事业发展征途中的里程碑之一。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旗卫生事业迅猛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

犬提高。卫生建设已构成医疗、卫生防疫、妇幼保健三大系统。卫

生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转向群体，面向社会，正在树立大

卫生观念。‘人民群众日益得到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免卫生工作的社会

效益愈加显现出来。医学模式已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源于党和国家

对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的无比正确，源于卫生工

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奋进精神。

《旗卫生志》，服务当今，益于后世。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新

的历史时期，这部卫生志已经拉开了伟大转变的序幕。我们相信，这

部卫生志还将为实现二0 0 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发挥重要作

用。

展望未来，前景光辉，我旗卫生事业定将得到蓬勃发展。

卫生局长：李正国

一九九O年三月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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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前进，卫生事业大为发展。编纂卫生专志以示“服务当

令，益于后世●，此乃编纂《杭锦后旗卫生志》之出发点。

l、旗《卫生心：L-》记述了本旗卫生机构沿革、医药卫生、防病治

病、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医学教育、卫生政务，以及概述、 大事

记、人物、设施、附录等卫生部门的大事及发展史。

2、全志共分14章68节，约350、000字。
、

3、本志以记、志、传、图、表、录六个方面，为主要体裁，另

含凡例、序言、概述、编后记等。并1将概述、大事记例于章首，使之

阅后，可对本旗卫生状况有一个梗概了解。’

4、，根据“生不立传”原则，本志对生者一律不行立传。

5、资料来源：查抄建国前后档案、旗组织史资料、旗统计资料、，

盟旗文史资料、座谈走访、口碑、书信j摘抄院、站、所等单位有关资

料，经过考证核实，编写、反复修改而成初稿。

6、本志一律用普通口语和浅近文言叙述，并辅以图表、照片，

以达图文并茂。

，7、本志所记1958～1959年有关除四害讲卫生数据卜由于历史原

因实有浮夸现象。另i950．'---1952年传染病发病数字，系推算而得，但

两者均系历史档案记述，现无法核实纠正，只好原文录载。

8、本志初稿经广泛征求意见，再经旗卫生局领导审核，批准后刊

印。

g、本志年限，上限自1 927年，下限至1 985午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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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杭锦后旗地处河套平原西部，北依阴山，南傍黄河，东-9临河市

毗连，西南和磴口县接壤，西靠乌兰布和大沙漠。位于东径106度34

分至1 07度24分，北纬40度26分至4l度1 3分。地势由西南向东微倾斜。

海拨在1 032至1 046米。呈三角扇形。境内南北87公里，东西52公里，

总面积1624平方公里(折一合'-243．677亩)。

杭锦后旗属中温带高原气候型，具有季风大陆性气候特征。风大

雨少，气候干燥，蒸发量大，无霜期短，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

年季变化大，是这里的气候特点。年太阳幅射总量为1 51，629千卡／

平方厘米，是全国最好的地区之一，平均气温6．8度，最热为七月，平

均气温23．1度；最冷为一月，平均气温零下l 2．1度。平均无霜期12 8

天，初霜9月23日；终霜5月1 7日。平均降水量1 38．6毫米， 且多集

中在6—8月间。年蒸发量2014毫米，相当于年降水量的14．5倍。年均

风速为2—3米／秒，多西南风和东北风。

杭锦后旗是在地质新构造运动中形成的内陆断陷盆地，下部多巨

厚的湖相沉积层，上部由于黄河的多次改道变迁，受黄河水的长期冲

积，沿阴山一带山洪的大量淤积，使境内土层逐渐加厚，形成了地势

高，表面平坦的冲积，洪积平原。呈现出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为沙

质岗地一沙粘之间的壤质缓斜平地-+红泥洼地。

截至1985年底，杭锦后旗实有59，399户， 265，538人。其中：蒙

'3·



族1592人、回族1866人、其他少数民族205人，每平方公里为156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 0．20‰。全旗辖二镇(陕坝镇、三道桥镇)、1 9

个乡，1 1个街委会、．141个居民组、1 1 6个村、1056个社。有农业人口

235，452人，平均每个农业入口占有耕地3．3亩。

(二)

杭锦后旗疆域和设置沿革：战国为赵九原西部地。秦因赵制，属

九原郡。汉隶朔方郡临河县。三国以逮晋初，为南匈奴牧地。西晋永

嘉后为后赵，前后秦地，后为赫连夏所据。北魏属沃野镇辖地。-随初属

丰州，大业三年改州置郡，属五原郡辖境。唐为西受降城和天德军辖

地。历宋、辽、金、夏时，皆为西夏属地。元灭夏，地属云内州(下

州)隶大同路。明为蒙古牧地。清初为鄂尔多斯左翼后旗(乌拉特旗)

和右翼后旗(杭锦旗)各一部分，乌加河北为乌拉特中西公旗地。乾

隆时隶属萨拉齐厅，光绪29年始隶属五原厅至民国。

．民国元年(1 912年)改五原厅为县，今杭锦后旗隶五原县。民国

14年(1925年)5月间分出五原县丰济渠以西之地，成立临河设治局，

今杭锦后旗隶属临河设治局。民国1 8#-(1 929年)1 04临河设治局改

建临河县，。今杭锦后旗隶属临河县的第三、 四两个区。 民N31年

(1942年)实行仃新县制”，将临河县第三区改建为陕坝市筹备处，

筹备处驻陕坝，市长常佩三；将临河县第四区改建为米仓县，县府驻

三道桥，县长张福生。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包头宣布绥远起义。1949年冬中国共

产党绥远省人民政府派来了民主建政工作团，团长赵歧，副团长李子

清、蔡子萍接管了县、乡政权。l 950年4月25日正式成立了米仓县入

民政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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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4 28日，绥远省人民政府(53)民建字第221号命令，改

米仓县为杭锦后旗。同时将乌盟西公旗所属一、二两个行政村；伊盟

杭锦旗所属一、二两个行政村划归杭锦后旗。

1 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消绥远省建制，将绥远省划

归内蒙古自治这。陕坝专员公署改为一级政权，为河套行政区人民委

员会。是年1 o月河套行政区与鸟兰察布盟划界，北面以鸟加河为界，

乌加河以北归乌盟；东面以乌梁素海东畔退水为界，乌梁素海归河套

行政区管辖；西北面以杭锦后旗与乌盟交界处为界。据此，杭锦后旗

划归鸟盟i 27户，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9个互助组。

1 958年4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58)蒙民字第36号命

令：一、撤销狼山县建制，将部分所属地区并入杭锦后旗；二、将陕

坝镇划归杭锦后旗，旗人民委员会移驻陕坝镇。

1958年9月，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东升庙乡划归杭锦后旗(属杭锦

后旗团结乡)o

1958年12月，经中共巴盟委员会决定，将杭锦后旗的东风人民公

社(狼山)、超星人民公社(新华)划归临河县；将临河县的光荣人民

公狂(包括现在的光荣、罩星、红旗三个乡)划归校端后旗。

1 960年8月，中共巴盟委员会决定，将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潮格

温都尔、巴音温都尔两个牧区人民公社划归杭锦后旗。后于1 961年

冬，将该两个人民公社调整划为六个人民公社。同时成立牧区工作委

员会，工委书记黄玉明。

1 963年4月21日，经中共巴盟委员会决定，将杭锦后旗的潮格温

都尔、巴音宝力格、乌盖、那仁宝力格，戈壁、鸟力吉六个牧区人民

公社划归乌拉特中后联合旗。

杭锦后旗建国后隶属关系；1 950年至1 954年6月隶属陕坝区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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