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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昆明市爱国卫生运动志》即将付印成韦，这是爱国卫生工作的一喜。

编纂本志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爱国卫生运动这一侧面来反映昆明市建国以来

的时代轨迹。同时，供今后工作的同志能取一个“承上启下”的借鉴。

爱国卫生工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卫生工作方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实际。昆明市自1952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来．至今已有40年的实践，由

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动员广大群众和有关部门共同采取有效的措施，在移风易

俗，除四害，讲卫生。防疾病．改善城乡卫生面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

“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均作出积极的贡献。

爱国卫生工作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和社会性，牵连面广，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

成就，都是与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各委员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基层爱国卫生工作同

志的努力分不开，可以说，是大家辛勤劳动的结鱼。 ．L，本志所记述的工作，势

必涉及各有关部门的业绩。这不是有意“掠人之美’’，而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昆明

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历程，特此说明，请子理解。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指导和支持，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本志编纂断限上起1 950年，下至1992年，但由于我们初次编写这一专业志，

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资料搜集不全，难免有遗漏、错误之处，敬

请批评，指正。

愿本志能在改善与提高城乡环境质量和人民生活质量中，发挥“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刘 福

一九九三年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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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昆明市是祖国西南边疆一个多民族的省会城市，是云南省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的中心，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批准的实行沿

海开放政策的城市之一，由于风光秀丽，古迹众多，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素以

“春城”著称，因而又是发展中的旅游城市．全市现辖盘龙、五华两个城区，官渡、

西山两个郊区，晋宁、宜良、路南、嵩明、禄劝、富民、呈贡、安宁八个县。其

中路南为彝族自治县，禄劝为彝族苗族自治县。各县区共设77个乡政府，35个镇

政府，23个街道办事处，下设1051个村公所．8704个村民小组(合作社)，342

个居民委员会。全市土地面积15561平方公里，人口354．9万人(1990年)，其

中农业人口215．3万人，占60．65％，非农业人口139．7万人，占39．35％。

两城区面积共33平方公里，人口75万人，城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709人，

此外每天过往流动人口约20一25万人。

昆明位于东经108度10分至103度40分，北纬24度23分至26度22分，居

云贵高原中部，为山原地貌．北窄南宽，三面环山，南濒滇池，天然趣成。城市

中心海拔1891米．属北亚热带气候。北部有乌蒙山等山脉天然屏障，抵御了冬季

南下的寒流，南部受盂加拉湾等海洋季风暖温气流的影响，加上滇池湖面的调节，

所以温差较小，年平均气温为15．1℃，年平均降雨量1035毫米。由于海拔高纬

度低，阳光辐射强，雨量充沛，使得昆明四季长青，鲜花盛开。这种气候条件，既

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也有利于蚊、蝇、鼠类的孳生繁殖和越冬。所以昆明市的

“除四害”任务特别艰巨。

爱国卫生运动是群众性，社会性很强的工作，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它

的每一项具体工作，都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和物质文化紧密相关。昆明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中共昆明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坚持。加

强领导、动员群众、措施得力、持之以恒”和“政府组织、部门协调、地方负责、

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基本工作方针和方法，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办公室的组织、监督、协调、检查的作用，组织发动各有关部门积极开

展爱国卫生活动。历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开展了以除四害、讲卫生、防疾

病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脏乱污秽的不卫生

状况，改善城市乡镇卫生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的清洁、整齐、优美环境的现代化

城市，为改革开放和经济振兴做出贡献，得到了全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昆明市的爱国卫生运动基本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五十年代，主要是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

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动员群众．大力开展以除四害，讲

卫生。防疾病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整治环境卫生，荡涤与清除旧社会遗留下

来的脏乱污秽的垃圾废弃物，填埋污水沟塘，清除蚊蝇孳生场地，建立群众清扫

组织，制订群众卫生公约，修建公共卫生设施，防治流行性疾病。

1950年3月27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接管部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卫

生局决定成立昆明市防疫委员会。

在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和市卫生防疫委员会具体指导下，宣传、组织及动

员广大群众积极贯彻。予防为主”的方针，先后开展以整治环境卫生，填平污水

沟塘为中心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根据中共中央、政务院的指示，1953年3月28日

成立以市长潘朔端兼任主任委员的第一届昆明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把爱国卫

生运动作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份。之后，昆明市全市人民热烈响应

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除四害、讲卫生、防疾病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

消灭蚊蝇老鼠和孳生场地，打扫室内外卫生，建立群众性清扫保洁组织，制订群

众卫生公约，修建公共卫生设施等，以实际行动粉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阴谋。

1955年1月，根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部署，市爱卫会结合民间春节

前扫尘习俗，全市开展群众性卫生突击活动，继续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卫生

状况。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消灭。四害”

的除害灭病．讲卫生的任务目标，全市城镇兴起了卫生上“纲要’’运动。昆明市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时制定了各个时期的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实施计划，进一步明确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步骤，以及查清和

消除蚊、蝇孳生场地，并积极组织实施。

1958年1月8日，市爱卫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

展一个规模宏大的除四害，讲卫生，防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了把昆明市变

成“四无城”的奋斗目标。各级政府和爱卫会层层动员，积极投入，有组织地开

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除害灭病运动。全市人民苦干实干，消灭大量“四害”，整

修厕所，明沟改暗沟，创建。卫生六好”单位和庭院等。从1月8日至4月14日，

在全市整修公私厕所6905个，全部达到“三化”标准，基本实现了小街小巷明沟

改暗沟和地面三合土化，栽花种草，绿化美化环境，大大地改善了城市市容卫生

状况。4月14日，经省爱国卫生检查团进行检查后，宣布昆明市为基本“四无

一5一



城”。到l 1月13日，市辖龙泉、海口、西山、安宁四个郊区也实现基本“四无”。

为加强领导，巩固成绩，不让“四害”有栖息繁殖之地，6月17日，市成立

了“除四害”总指挥部，由市委书记亲自任总指挥，21日起，继续开展夏季除

“四害"突击运动，分为灭雀、灭蚊蝇、灭鼠三个步骤，城区、郊区一齐行动，坚

持领导、技术人员。群众三结合，采取综合战术消灭。四害"，取得显著成绩。4

月4日和5月30日昆明市人民委员会先后颁布《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

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告》及《昆明市公共卫生管理规则》，使城市公共卫生开始依

法治理，有法可依。

六十年代前五年，建立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继续围绕防治。四病’’动员

群众，组织社会力量。开展卫生突击活动。城区实行粪便统一管理和计划分配。后

五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一的影响，爱国卫生运动基本陷于瘫痪状态。

1960年初，大力宣传中共中央H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使全市人民认识到爱

国卫生运动具有“移风移俗。改造国家’’，的伟大意义，树立‘‘以卫生为光荣”，以

不卫生为耻辱’’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都把搞好食品卫生工

作列为运动中心内容的重点来抓，预防肠道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并根据党中央

指出：“今后三年的要求就是在已有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除四害的

步骤，以求达到消灭四害的总目的”和昆明市委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

我市1960年除四害的具体指标。各级政府和爱卫会也相应制定了具体措施。为实

现目标的规定要求，市人民委员会，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先后几次发动群众，开

展整顿市容环境卫生的突击活动，各地区积极地认真贯彻，突击与经常相结合，加

强领导和管理，消灭四害收到明显效果，全市市容卫生面貌亦有较大的改观。

1960年一1962年，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市爱卫会一手抓爱国卫生运动

的持续开展。一手抓群防群治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在城郊区、县防治浮肿、营

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等疾病。为了进一步加强防疫治病工作的领导，昆明市

委决定成立‘‘市委防疫治病领导小组”。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肿病患者得到及

时治疗、康复较快、有效地保护了生产劳动力。

1962年12月，昆明市人民委员会颁布《昆明市城市粪便清除管理办法》，实

行粪便统一管理，计划供应，合理分配，加强城市的公共卫生管理。

1963年一1965年+爱国卫生工作围绕疾病防治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

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向，采取经常与突击相结合，以坚持深入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除在各个节日前后组织活动外，加强经常性的卫生管理工作。并在各级

爱卫会统一部署下，城郊区、县广泛动员群众开展灭鼠保粮运动。投放毒饵，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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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老鼠162206只，经过监测，鼠密度大大降低，收到很大效果。

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_文化大革命丹期间，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受到重大挫

折。在林彪、。四人帮一的严重干扰下，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级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瘫痪了，有的地区撤销或合并。工作人员也调离其它工作。一

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垮了．城乡卫生水平明显下降，环境脏乱，。四害丹密度和

疾病明显回升。

七十年代，重新组建市、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整顿城市市

容卫生和交通秩序，治理城区公私厕所，改善城镇卫生状况。

1970年8月，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昆明市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押，并开展除

害灭病为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1972年7月市革委会成立昆明市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并要求两城区在革委会领导下，要相应建立爱卫会，以便领导爱国卫生运

动的开展。机构建立后，市、区爱卫会虽多次发动群众，整顿市容．除四害，防

疾病突击活动，但临时治标，效果不大。

1975年，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潮，使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又

一次受到了挫折。

1978年11月22日，昆明市委决定，重新成立昆明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由

市委书记何波任主任委员，同时充实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强化爱国卫

生工作。各区、县也陆续恢复和健全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及其办事机构。昆

明地区的各大系统也陆续恢复了爱卫会组织或设置卫生专职干部管理爱国卫生工

作。从而使昆明市爱国卫生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79年，市革委会又成立昆

明地区城市整顿指挥部，对城市脏、乱、差、进行全面综合治理。8月，市革委会

公布《关于昆明市市容、卫生管理的试行规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建立

健全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集中力量，广泛治理脏乱场所，清

除“文革’’期间积存下来的垃圾污物，大力开展市容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市政

建设等整顿活动。把爱国卫生运动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

四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健全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加强

领导；狠抓卫生治本，健全卫生法制建设，加强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创建“灭

鼠先进城市’’和“卫生城市”，城市乡镇爱国卫生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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