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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济宁市市中区卫生局遵照市、区编修专业志的部署，于1989年4月正式成立

卫生志编纂委员会，专设编写办公室，开始编纂《济宁市市中区卫生志》。经过资料

征集、整理考证、长编编写、内容筛选、主编总纂、初稿评审六个阶段，历经四载，终

于定稿付梓。这是济宁市市中区的第一部卫生专业志，是全区医疗卫生发展史上

的一座丰碑，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这部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了自1840年至1989年济宁市市中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历

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医疗卫生事
业的大发展，和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在防治疾病、送瘟神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融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力求反映出时代特征、专业特点、地方特色。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济宁市卫生志办公室、济宁市市中区史志办公室的

重视和热情帮助，得到过去在本区工作过的老前辈、老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及有识

之士的大力协助，可谓众手成书。值此机会，谨向给予本志支持及帮助的各级领导

和同志们，深表谢意j

这部志书所列史料中，属年代久远资料已有散失，现代资料也难齐全，口碑追

忆淡漠，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故疏漏和谬误难免。诚望广大读者斧正。

济宁市市中区卫生局局长

济宁市市中区卫生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3年9月24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为济宁市市中区卫生专业志，记述市中区医疗卫生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按现市中区区域追溯历史，进行编纂。 ·

三、本志上限自1840年，下限至1989年。有些事物为记清始末，有所逾限。

四、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大部类，共含32万字。专志包括卫生行

政、中医、西医、卫生防疫、保健、爱国卫生运动、教育与科研、药械、医药卫生团体、

医林人物10篇。凡有机构与事业的篇，以机构在前，事业在后的顺序设章。部分

章、节闻内容稍有交叉，但从各章、节出发，有所侧重。

五、市中区是济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市卫生文化的中心，驻区机构繁

多。凡驻区医疗卫生机构，不论与市中区有无沿革或隶属关系，本志在有关章、节

中一并记述，以便反映其整个面貌。

六、行文采用公元纪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在用公元纪年的同时，以括号注

明历史朝代年号；1912年民国开始后，直书公元年代，不再括号注明民国年代。

七、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以记叙为主，图、表设在有关章、节内。图、表序号，

以全志排次贯通。

八、本志一律采用第三人称编写。各种称谓，以所记年代的正称书写。单位名

称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名称过长且多次出现者，其后一般简称。

九、本志所载历史和现今事物，均以资料为主，1：2碑为辅。行文中一般不加出

处和注释。



目 录

概j杰⋯⋯⋯⋯⋯⋯⋯⋯⋯⋯⋯⋯⋯⋯⋯⋯⋯⋯⋯⋯⋯⋯⋯⋯⋯⋯⋯：⋯⋯⋯⋯⋯⋯”⋯⋯(1)

大事记⋯⋯⋯⋯⋯⋯⋯⋯⋯⋯⋯⋯⋯⋯⋯⋯⋯⋯⋯⋯⋯⋯⋯⋯⋯⋯⋯⋯⋯⋯⋯⋯⋯⋯⋯(9)

第一篇卫生行政

第一章机 构⋯⋯⋯⋯⋯⋯⋯⋯(29)

第二章医政管理⋯⋯⋯⋯⋯⋯⋯⋯(31)

第一节．私医管理⋯⋯⋯⋯⋯⋯⋯(3t)

第二节 医院管理⋯⋯⋯⋯⋯⋯⋯(31)

第三节 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管理⋯(32)

第三章药政管理⋯⋯⋯⋯⋯⋯⋯⋯(35)

第一节 药商管理及清查伪劣药品⋯⋯

·⋯⋯⋯⋯⋯⋯⋯⋯⋯⋯⋯⋯⋯··(35)

第二节 特殊药品管理⋯⋯⋯⋯⋯(36)

第三节 医院药剂管理⋯⋯⋯⋯⋯(37)

第四节 贯彻《药品管理法》⋯⋯⋯(38)

第五节器械设备管理⋯⋯⋯⋯⋯

第四章人事管理⋯⋯⋯⋯⋯⋯⋯⋯

第一节知识分子政策⋯⋯⋯⋯⋯

第二节工资，福利⋯⋯⋯⋯⋯⋯⋯

第三节技术职称晋升⋯⋯⋯⋯⋯

第五章财务管理⋯⋯⋯⋯⋯⋯⋯⋯

第一节资金来源⋯⋯⋯⋯⋯⋯⋯

第二节 卫生事业费支出⋯⋯⋯⋯

第三节基本建设经费⋯⋯⋯⋯⋯

第四节公费莲疗⋯⋯⋯⋯⋯⋯⋯

第五节劳保区疗⋯⋯⋯⋯⋯⋯⋯

第二篇中 医

第一章机 构⋯⋯⋯⋯⋯⋯⋯⋯

第一节私立机构⋯⋯⋯⋯⋯⋯⋯

第二节慈善机构⋯⋯⋯⋯⋯⋯⋯

第三节联合机构⋯⋯⋯⋯⋯⋯⋯

第四节公立机构⋯⋯⋯⋯⋯⋯⋯

第二章传统授业与进修学习⋯．．．⋯

第一节 自 学⋯⋯⋯⋯⋯⋯⋯

(59)

(59)

(61)

(62)

(62)

(65)

(65)

第二节祖 传⋯⋯⋯⋯⋯⋯⋯

第三节师 承⋯⋯⋯⋯⋯⋯⋯

第四节进修学习⋯⋯⋯⋯⋯⋯⋯

第三章医 术⋯⋯⋯⋯⋯⋯⋯⋯

第四章中西医结合⋯⋯⋯⋯⋯⋯⋯

第一节 结 合⋯⋯⋯⋯⋯⋯⋯

第二节成 果⋯⋯⋯⋯⋯⋯⋯

第兰篇西 医

第一章机 构⋯⋯⋯⋯⋯⋯⋯⋯(77)

第一节教会医院⋯⋯⋯⋯⋯⋯⋯(77)

(66)

(66)

(66)

(67)

(69)

(69)

(71)

第二节 慈善团体医院⋯⋯⋯⋯⋯(78)

第三节 言办医院⋯⋯⋯⋯⋯⋯⋯(79)

鼬””∞趵∞∞D∞∞盼

o

o

o““G

o

G

G@G



第四节 私立医院、诊所⋯⋯⋯⋯⋯(79)

第五节联合机构⋯⋯⋯⋯⋯⋯⋯(82)

第六节 公社(街道)卫生院⋯⋯⋯(82)

第七节公立机构⋯⋯⋯⋯⋯⋯⋯(83)

第二章诊疗技术⋯⋯⋯⋯⋯⋯⋯⋯(92)

第一节 临 床⋯⋯⋯⋯⋯⋯⋯(92)

第二节 医 技⋯⋯⋯⋯⋯⋯⋯(98)

第三章护 理⋯⋯⋯⋯⋯⋯⋯⋯(103)

第四掌医疗队⋯⋯·⋯⋯⋯⋯⋯”(105)

第一节抗美援朝医疗队⋯⋯⋯⋯(105)

第二节赴江西医疗队⋯⋯⋯⋯⋯(105)

第三节 赴坦桑尼亚医疗队⋯⋯⋯(105)

第四节抗震救灾医疗队⋯⋯⋯⋯(106)

第五节援藏医疗队⋯-一⋯⋯⋯⋯(106)

第四篇卫生防疫

第一章机 构⋯⋯⋯⋯⋯⋯⋯⋯(109)

第一节 市中区卫生防疫站⋯⋯⋯(109)

第二节 地段医院预防保健科(殷)⋯⋯

····⋯⋯⋯⋯⋯········⋯⋯⋯···⋯(110)

第三节 乡卫生箔保站⋯⋯⋯⋯⋯(111)

第四节驻区机构⋯⋯⋯⋯⋯⋯⋯(111)

第二章防 疫⋯⋯⋯⋯⋯⋯⋯⋯(114)

第一节疫情管理⋯⋯⋯⋯⋯⋯⋯(110

第二节预防接种⋯⋯⋯⋯⋯⋯⋯(115)

第三节传染病防治⋯⋯⋯⋯⋯⋯(119)

第四节地方病防治⋯⋯⋯⋯⋯⋯(124)

第五节灾害病防治⋯⋯⋯⋯⋯⋯(134)

第三章卫 生⋯⋯⋯⋯⋯⋯⋯⋯(139)

第一节食品卫生⋯⋯⋯⋯⋯⋯⋯(139)

第二节环境卫生⋯⋯⋯⋯⋯⋯⋯(144)

第三节劳动卫生⋯⋯⋯⋯⋯⋯⋯(151)

第四节学校卫生⋯⋯⋯⋯⋯⋯⋯(155)

第五节放射卫生⋯⋯⋯⋯⋯⋯⋯(156)

第四章卫生检验⋯⋯⋯⋯⋯⋯⋯⋯(157)

第五章卫生宣教⋯⋯⋯⋯⋯⋯⋯”·(159)

第五篇爱国卫生运动

第一章机 构⋯⋯⋯⋯⋯⋯⋯⋯(163) 第二章兴起与活动⋯⋯⋯：⋯⋯⋯“(164)

第六篇保 健

第一章妇幼保健⋯⋯⋯⋯⋯⋯⋯⋯(171)

第一节机 构⋯⋯⋯⋯⋯⋯⋯(171)

第二节 普及新法接生⋯⋯⋯⋯⋯(174)

第三节 围产期保健⋯⋯⋯⋯⋯⋯(175)

第四节妇女劳动保护⋯⋯⋯⋯⋯(177)

第五节妇女病奎治⋯⋯⋯⋯⋯⋯(177)

第六节托幼组织⋯⋯⋯⋯⋯⋯⋯(178)

第七节儿童查体与疾病防治⋯⋯(179)

第八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180)

第二章干部保健⋯⋯⋯⋯⋯⋯⋯⋯(182)

第七篇教育与科研

第一章医学教育⋯⋯⋯⋯⋯⋯⋯⋯(187)

第二章科 研⋯⋯⋯⋯⋯⋯⋯⋯(190)

第一节科研成果⋯⋯⋯⋯⋯⋯⋯(190)

第二节 刊物与著作⋯⋯⋯⋯⋯⋯(197)

第三节论 文⋯⋯⋯⋯⋯⋯⋯(200)



第八篇药 械

第一章中药经营⋯⋯⋯⋯⋯⋯⋯⋯(211)

第一节经营机构⋯⋯⋯⋯⋯⋯⋯(211)

第二节 经营品种⋯⋯⋯⋯⋯⋯⋯(215)

第三节 药材加工生产⋯⋯⋯⋯⋯(215)

第二章西药、器械经营⋯⋯⋯⋯⋯(216)

第一节经营机构⋯⋯⋯⋯⋯⋯⋯(216)

第二节经营品种⋯⋯⋯⋯⋯⋯⋯(218)

第三章医药工业⋯⋯⋯⋯⋯⋯⋯⋯(218)

第四章济宁市医药公司⋯⋯⋯⋯⋯(219)

第五章济宁市药品检验所⋯⋯⋯⋯(220)

第九篇医药卫生团体

第一章群众团体⋯⋯⋯⋯⋯⋯⋯⋯

第一节 济宁国药公会⋯⋯⋯⋯⋯

第二节 济宁新药业公会⋯⋯⋯⋯

第三节 济宁中医医师公会⋯⋯⋯

第四节 济宁西医医师公会⋯⋯⋯

第五节 济宁红融字会⋯⋯⋯⋯⋯

第六节 市中区红十字会⋯⋯⋯⋯

(223) 第二章学术团体⋯⋯⋯⋯⋯⋯⋯⋯(226)

(223) 第一节 国医砥柱总社济宁小组⋯⋯⋯

(223) ⋯⋯⋯⋯⋯⋯⋯⋯⋯·⋯···⋯⋯··(226)

(223) 第二节 济宁市医联会与卫协会⋯⋯⋯

(223) ⋯⋯⋯⋯·⋯⋯··⋯····⋯⋯⋯⋯··(226)

(224) 第三节市中区医学会⋯⋯⋯⋯⋯(227)

(224) 第四节市中区中医学组⋯⋯⋯⋯(229)

第十篇医林人物

第一章已故名医传略⋯⋯⋯⋯⋯⋯(235) 第三章名 录⋯⋯⋯⋯⋯⋯⋯⋯(246)

第二章人物简介⋯⋯⋯⋯⋯⋯⋯⋯(242) ·

附录⋯⋯⋯⋯⋯⋯⋯⋯⋯⋯⋯⋯⋯⋯⋯⋯⋯⋯⋯⋯⋯⋯⋯⋯⋯⋯⋯⋯⋯⋯⋯⋯QQB 01⋯(257)

一、资料选录⋯⋯⋯⋯⋯⋯⋯⋯⋯⋯⋯⋯⋯⋯⋯⋯⋯⋯⋯⋯⋯⋯⋯⋯⋯⋯⋯⋯⋯⋯(259)

二、轶事杂记⋯⋯⋯⋯⋯⋯⋯⋯⋯⋯⋯⋯⋯⋯⋯⋯⋯⋯⋯⋯⋯⋯⋯⋯⋯⋯⋯⋯⋯⋯(260)

三、志稿资料来源⋯⋯⋯⋯⋯⋯⋯⋯⋯⋯⋯⋯⋯⋯⋯⋯⋯⋯⋯⋯⋯⋯⋯⋯⋯⋯⋯⋯(261)

四、参加修改志稿人员⋯⋯⋯⋯⋯⋯⋯⋯⋯⋯⋯⋯⋯⋯⋯⋯⋯⋯⋯⋯⋯⋯⋯⋯⋯⋯(262)

五、《济宁市市中区卫生志》稿评审委员会名单⋯⋯⋯⋯⋯⋯⋯⋯⋯⋯⋯⋯⋯⋯⋯⋯(263)

六、《济宁市市中区卫生志》稿评审意见⋯⋯⋯⋯⋯⋯⋯⋯⋯⋯⋯⋯⋯⋯⋯⋯⋯⋯⋯(263)

编后记⋯⋯⋯⋯⋯⋯⋯⋯⋯⋯⋯⋯⋯⋯⋯⋯⋯⋯⋯⋯⋯⋯⋯⋯⋯⋯⋯⋯⋯⋯⋯⋯⋯⋯(265)



概 ◆出
父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济宁市市中区系由古仍国(任国)、任城、济州、济宁州、济宁直隶州、济宁县、济宁市演变而

来，是一座历史悠久古城，同时也是鲁西南的医疗卫生中心．

春秋战国，任国为。孔孟桑梓之邦”．是儒家文化的传播之地．任国居民奉行。食不语、寝不

畜”、。⋯⋯鱼馁肉败．不食}色恶不食l肉恶不食”以及“犹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也”等孔孟饮食

养生和防病保健之遭，并世代相沿成习．

公元518年(南北朝·神龟元年)．任城开始经营药材．隋唐，任城为较大的药材集散地．

1056年(北宋·嘉桔元年)，任城重修药王庙后，远近药商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并借机交易药

材．明、清两代，古运河疏浚畅通，河流贯穿济宁城内，形成。南北之要冲”．其同，各路药商争舸

竞流奔济宁．聚集河岸姜店街一带，开设私营药材行栈}药材行栈之间，或药材行栈与流动药商

之阕，买卖往来，一购二销，互通有无，调剂余缺f交易药材有川、广、云、贵、西口、东北特产200

余种，济宁周围地产400余种，每日药材成交量达几十万斤，成为全国十大药材市场之一，规模

较大的同豫公、瑞记、德聚、镇记等药材行栈还将生货加工，运销南北各大城市，有些名贵药材

远销日本等国家。

随着济宁药材业的繁荣昌盛，中成药经营兴起．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同长药店在

东关河晏门开业I1570年(明·隆庆四年)，世宝堂在小南门里营业；1644年(清·顺治元年)，

石姓在大闸口开设北天德堂，其后．陆续开设的有崇仁堂、仁寿堂、同仁堂、北广育堂等中药店

堂．同长药店自制膏、丹、丸、散，确保药物质量，讲究信誉，远近驰名，维持经营长达392年．直

至1948年歇业f北天德堂自制中成药200余种．饮片700余种，内服膏lo余种，外用膏lo余

种，并一直聘有名医坐堂应诊，医药并重，经久不衰，营业长达311年．直至1955年参加公私合

营．

济宁著名中医辈出．代不乏人．清·咸丰末年，欧阳长年、李殿华、巫希点、田伯颖在城内悬

壶f其中欧阳氏著有《医理浅说》，医家多宗之．清末民初，名医朱成麟精温病，其著《温病集腋)

流传至今，是对济宁乃至山东温病学术流派的一大贡献1名医王维周擅内科、通本草，所撰《二

十四季伤寒论方解'、<药性浅识三字诀)，被医界推崇备至，宗念林、王世坦、李子猷等，医术各

有所长，名贯全城。

鸦片战争后．西医伴随宗教传入山东，继而传至济宁．1880年(清·光绪六年)，美国基督

教北长老会洪斯凡提由济南至济宁传教并施医放药1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德国神甫安

治泰和奥地利神甫福若瑟，在东关河晏门建天主堂和若瑟医院，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在牌坊街建巴可门医院，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南

北晁家街路西修女院开设妇孺医院，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济宁人氏刘利堂由广州返

回故里．在南门大街开设广济西药房．其间，民众多不信西医洋药。看病吃药仍依赖中医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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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罾．济宁直隶州改为济宁县，县警察局兼署部分卫生行政．1918年．济宁国药公会

建立，开展维护中药界活动。同年，戴夷肽、王兴垣等社会知名人士创立济宁红孢字会和开办医

院，对贫疾者施医放药．1919年．巴可门医院设立护士学校．西医医学教育萌生．．

20年代初，济宁出现一批中医，从医者或应聘坐堂．或自立堂铺．以传统的行医方式，为民

解疾脱难。1926年，济宁红十字会分会建立，实行人道主义，开展社会卫生救护．1927年，济宁

乐善社复设乐善施医院，邑绅潘守廉创办世经堂施医局．均为贫疾者施医放药．1929年．为声

援全国中医界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废止中医提案，济宁国医公会建立，发展会员，团结议事．

争取合法地位．

30年代．济宁医事繁多．为注重卫生，国民党县警察局卫生股设10名清道夫清敛街道垃

圾；巴可门医院扩建为德门医院；正宗慈善医院在临清卫胡同设临时防疫处，免费为百姓注射

霍乱、伤寒菌苗，中国红十字总会正式文告．承认济宁红十字会分会隶属总会，并聘吴恒祥为分

会会长I国医公会改称济宁中医医师公会．继续发展会员，弘扬中医，以进求存}济宁西医医师

公会建立，发展会员，壮大队伍德￡会医院和私立医院、诊所继续增多．

至抗日战争前夕，济宁私营药材行栈有64家，中药店堂和中医堂铺67家，西药房2l家，

慈善团体医疗机构4处。教会医院和私立医院、诊所17处，中医药人员80余人，西医医护人员

近百人．中医和西医势均力敌．呈争鸣、并存之势．规模大的德门医院设内、外、妇JL科门诊和

病房，以及X光、化验、手术、药房、换药等辅助科室．能开展内、外、妇产、耳鼻喉科手术；同善

医院、圣母医院及私立医院能做截肢、膀胱取石、脓胸、急性阑尾炎、肠梗阻、肠穿孔等手术；私

立诊所条件差，大都一人身兼医护等职，能诊治一般病症．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宁后，姜店街、安阜街一带沦为日军兵营，聚集在此地的大批

药材行栈倒闭，日本官商在南门大街开设大药房，垄断西药经营．以致多数私营药房受挤停业I

中药店堂、中医堂铺和医院、诊所为避劫难，大都闩门锁户f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

领德门医院．济宁医疗卫生事业，被日本侵略军几乎摧残殆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济宁西医私立医院、诊所纷纷复设或新建．此后．各医院、诊所治疗

了大量黑热病、疟疾、传染病、性病及吸毒患者，而中医医疗稍嫌温逊．

1946年1月，挤宁第一次解放后，改济宁县为专级济宁市．7月14日，济宁西医医师公会

会员集会，声讨南京国民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呼吁停止内战，并公推侯新轩为济宁反内战委

员会医界代表．9月，驻济中共党组织和军、政机构人员奉命北撤，国民党军队重占城地，复称

济宁县． ．

1947年7月17日．华东野战军部队攻打济宁，因国民党军队死守城地，至22目攻城未

克．战斗中，东关河晏门若瑟诊所(原若瑟医院)所长，中国修女王锡安．免费收治我军伤病员，

立下功劳．

1948年7月。济宁第二次解放，恢复专级济宁市．

1949年6月．济宁市人民政府接收德门医院．遂改称市立人民医院，同时该院附设社会保

健股．代理全市卫生行政工作．11月．经社会保健股进行社会调查得知：全市有私营药材行栈

43家，中药店堂19家．西药房23家．中医堂铺23家，教会医院、诊所2处．公立医院】处．私立

医院、诊所30家I共有中西医务人员118人，病床148张，医疗设备无从谈起；伪劣药品充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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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I卫生防疫工作薄弱．保健设施很差，社会环境恶劣I疾病流行．人民健康缺乏保障．人均寿命

仅35岁．旧社会造成的医疗卫生落后状况亟待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遵循。预防为主”等各项卫生方针、政策、法令、条例，济宁市医疗

卫生事业进入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0年初．社会保健股组织红十字会分会和新

建立不久的医联会，开始普种痘苗及其他预防注射，5月，随着济宁市由专级市降为县级市．市

立人民医院改为山东省立医院第三分院，不再归市属；8月，市人民政府建立卫生科。接管全市

卫生行政工作．1951年，市卫生科举办改造旧产婆训练班，推行新法接生，红十字会分会选派

医护人员，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组织的国际医防服务大队，赴朝鲜战场救护医疗}红十字会分

会彻底改组．产生新的济宁市红十字会．同时组建红十字会医院．1952年，为粉碎美国侵略军

发动的细菌战争，市人民政府建立防疫工作委员会，短时期内，全市出动3万人，参加清除垃

圾、改良水井、改造厕所及捕蝇、灭鼠等卫生活动，改善了社会环境，提高了群众防病能力．同

年，全市开展取缔巫医及不法药商、清查伪劣药品、封闭妓院、查禁烟毒活动．1953年，改防疫

工作委员会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建立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机构。1955年．引导私人开业医

参加联合医疗机构全都完成}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药材行栈、中药店堂、西

药房资方及从药人员加入公私合营或国营药材、医药经营机构．1956年，改红十字会医院为市

立医院，组织中医进入医院，传统的中医带徒班和西医学习中医班开始兴办．

1 9．57～1965年．全市医疗卫生事业在前期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这一时期，联合医疗院、

所组成集体医疗机构，各级医院建立了卫生防疫科，培养了大批卫生员、接生员，从而县(市)、

公社(街道)、生产大队(居委)三级医疗卫生网逐步形成；继续推行新法接生，使新生儿破伤风

死亡率大大下降，基本消灭黑热病，并开展了丝虫病、疟疾、结核病、性病、麻风病、急性传染病、

妇女闭经及子宫脱垂等防治I爱国卫生运动在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内容的同时．清洁卫

生专业队伍负责市区粪便、垃圾日产日清并做到统一无害化处理，市郊农村改良水井及推行

。五改造、六统一”的积肥卫生经验，建立市中医研究所，各医院相继建有中医科、中药房，中医

诊疗发挥作用；名老中医配高徒得到落实，西医学习中医普遍展开，促进了中西医结合．至

1965年，市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78个．病床1052张。卫生技术人员1020人I其中市属机构9

个，病床增至320张．卫生技术人员发展至326人，医疗设备增多，技术水平提高．市立医院在

专区人民医院指导下，能开展胸外、骨外、泌外、妇产科较大手术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济宁市卫生系统被卷入运动．各医疗卫生单位普遍受

到冲击，领导班子瘫痪I制度废弛，管理一片混乱I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而遭揪

斗I许多专业人员被追下放．医疗卫生质量下降，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回升．全市医疗卫生事

业．遭到严重破坏．

尽管如此．但由于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对极。左”路线的抵制，全市医疗卫生事业仍有所发

展。其同．市中医研究所扩大为院、所合一的中医机构I市立医院被确定为济宁医学专科学校教

学医院，增添设备及充实技术人员，以适应学生实习和人才培养的需要；重点卫生院趋向专科

医疗发展；卫生防疫、除害灭病和妇幼保健工作坚持进行l市郊农村兴建卫生室．出现。赤脚医

生4，大办合作医疗．推行。一根针”，。一把草”和。三土四自一．走勤俭办医道路．基本改变了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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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药的状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经拨乱反正和平反

冤假错案·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全市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1979年起。恢复和建立新的群

众学术团体，学术研讨与技术交流日趋活跃，奉献精神得到发扬，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

了桥梁骨干作用，一批医疗卫生人员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其中有3名中医人员获山东省卫生

厅授予的名老中医(含1名名老中药师)称号，中医院、所科研工作得到开展，中心医院(原市立

医院)临床科室分化，基本具备了呼吸、消化、心血管、泌尿、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疾患的检查治

疗条件；血液换出稀释治疗动脉硬化性脑梗塞科研课题开始进行；连年开展。五讲四美”为中心

的文明礼貌月活动．把卫生工作作为开展精神文明的突破口，全面治理脏、乱、差；卫生防疫和

妇幼保健．注入了新的工作内容，同时加强了地方病防治，为巩固和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整

顿和培训了赤脚医生队伍。至1983年10月，市区医疗卫生机构共184个。病床1067张，卫生

技术人员2453人；其中市属机构10个，病床增至503张，卫生技术人员发展至917人。市区每

千人口占有病床5张、卫生技术人员11．5人，医生5．3人，在济宁地区和全省同类城市均属前

列．

同年lo月20日，济宁地区改称济宁市和原济宁市改称市中区后，区属中心医院、中医院、

中医研究所、传染病院等单位收归市属}故此，区属医疗卫生机构尚剩6个，病床115张，卫生

技术人员382人．

1984年起。在“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导下．市中区医疗卫生事业被纳入政府总体发展规

划，同时卫生局制定具体方案并付诸实旌。调整机构，将工人医院改为市中区人民医院，给予一

切扶持，使其迅速达到县(区)级综合医院标准；扬长避短．发挥中医正骨和口腔两个小型医疗

院、所(该两处院、所皆由原卫生院沿革而来)专科优势，以求在市区大型医院林立的夹缝中崭

露头角，不断派员外出学习，加强人才培养I争取横向联合及协作办医，以提高社会、技术、经济

三大效益；推行院、站、所长负责制和全面试行目标管理，建立技术人员聘任制、岗位责任制、任

务承包制I按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对各级领导班子大调整；进行技术

职称晋升，评聘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l开展医学科研与技术交流；继续贯彻“预防为主”及实施

各项卫生法规I加强地段医院预防保健科人员力量和分划乡卫生防保站，更好地发挥三级卫生

保健网的中间枢纽作用；进行农村卫生组织改革，允许多种形式的办医；全区各系统各都门综

合治理城市，求得共同发展．

市中区是济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市医疗卫生、防疫保健、医学教育及科研的中心。济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济宁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济宁市卫生防疫站、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

所以及其他专业防治、科研等部门都设在市中区I这些部门人才集中，拥有现代化的仪器设备．

技术力量雄厚．市中区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中，既注重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同时又争取驻区

医疗卫生部门的指导及支援．

截止1989年，区属医疗卫生机构已有7个，乡卫生防保站4个，病床增至293张，卫生技

术人员发展至533人I与1983年10月。市改区”时相比，病床增长154．8％，卫生技术人员增

长39．5％．市区医疗卫生机构共218个，病床增至2995张，卫生技术人员发展至4403人；市

区每千人口占有病床10．7张，卫生技术人员15．68人，医生7．05人，在全市和省内同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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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属前列．

新中国诞生40年以来．市中区虽几经沿革和所属医疗卫生机构隶属关系多变．但医疗卫

生事业仍得到发展，成绩显著。

卫生防疫和疾病防治方面：全区继50年代初消灭天花和60年代消灭黑热病后．70年代

初又消灭白喉．80年代以来．装置了计划免疫冷链设备，提高了疫苗接种的及时性和保证了免

疫质量，基本消除了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其他传染病发病率也明显下降}头癣病、丝虫病、疟疾、

结核病、麻风等疾病，通过国家验收，已达到基本消灭或基本控制指标。药品、急性传染病、食品

等卫生监督，转向法制管理．

妇幼保健方面：至1989年，全区孕产妇受检率、住院分娩率和科学接生率．分别达

99．8％；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的15％下降至7．67‰；子宫脱垂等妇女病得到根治；儿童寄生虫

病、龋齿、沙眼、营养缺铁性贫血。均得到普治。妇女和儿童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中医方面：市中区既往今来。中医医术一直展示优势。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名老中医

医术异彩纷量：正骨名医赵华庭手法正骨技术和李绍南所拟肠痈汤配合炒盐局部热敷治疗阑

尾炎，被省卫生厅验证首肯，并广泛推广t针灸名手王景辰的针灸疗法，被普遍学习应用；徐大

元按白喉三期选方用药．抢救了大量白喉流行期患者．被誉为。走马看咽喉”一代名医，所撰《白

喉要略歌诀》也正式编印成册；孙镜朗对温病、乙型脑炎的阐述和辨证施治也自成流派，引起反

响．7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医院、所研制应用了溃疡散、止痢散、哮喘丸、蔓陀罗丸、中风方剂

及脉象仅、熨疗器、电动牵拉床等。1983年10月，区属中医院、所等单位虽收归市属，但由于党

和政府的关怀，市中区中医事业仍得到振兴和发展。至1989年，区属正骨医院病床已增至50

张，业务技术人员发展至80入；能诊治许多疑难骨伤科疾患，尤其在手法整复和小夹板固定方

面，赢得了较高的治疗信誉，覆盖鲁西南及跨越至邻省、市。

西医方面：至1989年，市中区人民医院病床增至230张，卫生技术人员发展至?-12人，拥

有500毫安X线机、B超、纤维胃镜、血流变仪、心电图机、体外反搏和高压氧舱装置；在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指导下，能成功地开展颅脑外伤、巨大肿瘤切除、心脏二尖瓣狭窄分离等手术。日

腔医院业务人员已有74人，大中型专用设备90余台(件)t能开展各类型补牙、断牙再接、灰黄

牙漂白整容、牙再植移植、义齿铸造、光固化补牙、牙周围粘膜病防治及口腔理疗等16项治疗

项目。

城市综合治理方面：全区树立大卫生观念，将城建规划、改造环境、公共卫生等综合一体，

共同发展。至1989年，城建面积近20平方公里，比建国初扩大1倍多；展宽15条主要干道，铺

设70条街、巷沥青路面I整顿了老运河．疏通了小洗府河，根治了越河；完成了5万吨水位的供

水扩建工程和5000余米的管道伸延任务，市民全部饮用自来水；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大大改善；

植树保存量641000株，每平方公里(全区面积38．97平方公里)合16449株，被评为全国绿化

先进市(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全区涌现出许多精神文明单位和

卫生先进集体、个人。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市中区的卫生状况，消灭和减少了疾病．提高了人民健康水

平．延长了人们的寿命。1989年，全区总人13 280885人。人13死亡率已由1949年的12．5‰降

至1989年的6．5‰，人均寿命巳由1949年的35岁延长至1989年的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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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过去。市中区医疗卫生事业由单纯中医发展到中医、西医、预防保健三支力量并举，并

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发展壮大，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展望未来，前景广阔，在为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和医疗卫生发展史上，必将谱写出更加光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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