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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位．受示意圈



概 述

河南省开封医学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座落在开封市老城西南

隅，西司门街4号。东临西半截街，西邻居民区，南靠包公湖，和

包公祠相映。

医院创建于i 955年3月，是为河南省治淮大军服务的专门医

院，名为河南省淮河医院。占地近60亩，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房

屋77间，工作人员I 24人，床位1 03张。房屋破旧，设备简陋。全院

职工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多次抢救治愈危重病人，使他

(她)们获得第二次生命，被人们传为佳话。

I 961年1 o月更名为开封专区人民医院，工作人员247人，床位

200张。临床科转向专业化，医技科室逐渐完备，诊疗设备日益充

实，医院已是初具规模的中型综合医院。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医疗工作受到一定干扰。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医院加强科

学管理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医院工作得到了稳步迅速发展。

1984年6月更名为河南省开封医学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I 985午有建筑面积30677．4平方米，拥有工作人员653人，其中卫技

人员498人， (正副主任医师10人，主治医师43入)。价值1 00 0元

以上医疗器械设备I I 2部(件)，临床科室I 8个，医技科室89个，

都有高水平的专业技术骨干主持和担任领导工作。开展了心脏直视

外科手术，角膜移植术，设立有河南省第一个嗓音专科门诊。成为

一所技术、设备力量雄厚的略具规模的医疗兼教学的综合性医院。



前 言

修志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编写院志乃人民卫生

事业中极为重要的存史资治方法。

我院从建院以来，三十番寒来暑往，在它“而立之年”的时

候，回顾它的经历，总结成败利钝，探索医学之道。以期明得失而

知兴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力求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院志意在反映医院创建三十年状况，积累历史资料，供全体职

工了解医院历史，从中探求医疗的特点和规律，为开创医院工作的
新局面提供历史的借鉴。

院志所载上自1955：{[---， 至19855。本着详近略远，历史情况

作一般回顾。分为概述、沿革、业务概况和大事记；横排竖写，分

别以记，传、述、图、表等多种体例体现。该志为我院建院以来编

纂的第一部志书，全书共分十一章五十六节，计四万余字。

医院建院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

但对人来讲，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却是一代人的漫长经历，许多同

志为医院的发展和建立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汗水。建院时朝气蓬勃

的青年，如今已是两鬓染霜年逾半百，有些同志已经离体或退休，有

些同志己辞世长眠了，但多数同志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仍在坚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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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们为数以百万计的病人解除了痛苦，恢复了健康，延长了

寿命，重新投身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之中。数以千计的年轻

医生，护士和其他技术人员在他(她)们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医疗

战线上的骨干。在编写院志之际，回忆起三十年来医院的成长和变

化，回忆起他(她)们的辛勤劳动成果和贡献，无不为之感到欣慰

和自豪。

有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借鉴，有党的正确领导，有“老淮河一

的优良传统，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作后盾，有中青年力量作骨干，

有全体职工的努力，医院的工作一定能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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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医院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医院的建立与发展

淮河水灾是一个历史性的灾害。1 950年1 o月1 4日，党中央根据

毛泽东主席根治淮河的决心，发出了“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伟大

号召，国家成立治淮总指挥部，淮河流域安徽、河南两省均成立了

治淮总指挥部，各地区成立了治淮指挥部，各工地、各工程均有相

应的工地指挥部、工程指挥部。每年动员民工、干部数十万人。为

保证治淮工程的顺利进行，搞好治淮大军的卫生医疗工作，河南省

治淮总指挥部卫生处在各工地均派有医疗防疫队，并在石漫滩、板

桥、自沙，簿山、南湾等重大工地建有临时工地医院。皇于技术设

备条件的限制，各工地医院均有一定数量的疑难危重病人在诊断和

治疗上得不到及时解决。1 954年春，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卫生处，

决定拟建一个技术设备条件较好的永久性医院，负责解决各工地医

院的会诊抢救和接收各工地医院需要转诊治疗的病人及工程结束后

临时工地医院所遗留的病人。

5月，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卫生处明确刘嘉颖同志负责筹建医

院工作。在院址选择方面，先在新乡市(原康复医院)和中牟县(原

河南省黑热病防治所，现中牟县卫校)。经两地看、察均因交通等原

因未定。后来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准备迁往郑州，在郑州市纬五路



省水利厅对门拨地皮20亩筹建有120张床位的治淮总医院。图纸均

已设计绘制完毕，开始购进建筑材料、着手施工。7月，省政府又

决定河南省人民医院由开封迁往郑州，在省人民医院原址(河道街)

筹建治淮总医院。1955年初省政府通知，河南省人民医院迁往郑

州，开封市人民医院迁往河南省人民医院原址，在开封市人民医院

原址筹建治淮总医院。2月I 7日由龚水滨同志率领接收小组(组员

有朱肇休、聂国贤、韩风祥、章敏、沈慧心、赵文慧、刘汉朝、刘

林阁、孙国华、缑云太、赵子杰等十四人)进驻开封市人民医院。

次日分别到各个部f-1了解熟悉工作。2月23日经省卫生厅副厅长陈

辑武、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开封市人民医院院长赵叙正、卫生处干

事张益青，秘书牛思忠、淮河医院院长龚水滨正式办理交接手续。

医院前身系公教医院。占地约3000m2，院内有一幢青砖楼

房，三层共36间，做病房用，设有床位30余张。门诊设有内外科混

合接诊室、眼科、化验室、西药房、挂号室。门诊及其它用房共4l

间，均为平房，全院使用面积共约1 400m 2。l 951年1月1 7日由开

封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接管，改为开封市人民医院。占地扩至近60

亩，先后扩建门诊部平房一幢面积300m：，院办公室平房两排约

150m，-，职工宿舍楼一幢两层250m 2，传染病房楼一幢， 二层约

200m 2。

1 955年3月5日交接手续完毕，在医院护校教室举行建院典

礼，宣告河南省淮河医院正式成立。省治淮指挥部卫生处处长王瑾

玉、秘书牛思忠、医政科长宋子忠、田跃武出席大会。

河南省淮河医院归属省治淮指挥部卫生处领导，由龚水滨任院

长，贾枫梧任副院长。设有院办公室、总务处；临床科有内科，外



科、传染三个病房；医技科室有放射、理疗、检验、供应室、药房

等科室。

人员来自省人民医院，省直第一、三门诊部，治淮工地第三医

疗队，共计1 22人，其中医师I 1人，医士7人，护士27人， 药剂人

员6人，检验人员3人，护理人员I8人，技术人员2人，行政人员

I 9人，勤杂人员29人。

床位共设103张，其中内科病房33张，外科病房30张，均设在

一座三层青砖楼房内。二楼为外科病房，一楼为内科病房。传染科

病房40张，设在一座二层小楼上。住院病人47名，其中内科3 1名，

外科I 6名，均为移交待治。

医疗设备主要有美制I5mAX光机I部，显微镜3台，万分之

一分析天平I台，验光镜I套，人工气胸器、手术台、轨道式无影

灯、烘干箱、保温箱、水温箱、简易妇科检查床、小型发电机各l

台(部)，乙种手术器械包2个，牙科椅2个和部分药品等。

1955年3月相继建立医院党支部、团支部、妇女联合会、工会

和以科室为单位的基层工会小组，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保卫组、图

书室、职工俱乐部，医院工作逐步展开。

医院临床各科室相继建立了晨会、查房，病房的流水作业，服

药的三对、四准、卡片、服药、注射登记，交接班报告，医疗事故

登记，药品的领发，报销手续，传染病房的消毒、隔离，探视和院

务会等各项制度，(表①)



表1、 1 955年3月份医疗情况

住院 门诊 手术

内科 外科 内科 外科 眼科 外科 眼科

原有 31人 原有

———

16人 69．9人 194人 361人： 9人 l 8人

新收 25人 -I殳 人

转院 1人 转院

死亡 3人 死亡 1人

出院 25人 出院 13人

现有 31人 现有l 19人

药房及库房建立了各种帐目，对各种医疗器材，重新作了清

点，在药品的发放，使用上与医生协商执行了协定处方。化验室只

能做一些常规检验，但能够做到标本检验及时， 数据报告准确

(表②)．X光室的1 5mAX光机只用于透视，自接收使用以来到

了月底仅20余天共透视76人次。理疗室已成立，归属X光室，并开

始工作。

建立伊始，因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仅能做一些普通腹部

手术和内科常见病的诊治。由于医院系治淮系统的专职水利医院，

加之院址偏僻等因素，社会上的群众来门诊和住院诊疗的人数较

少。1955年至1956年间，门诊日工作量最多达70至80人。住院病人

大部分由工地医院转来，床位占用率可达60～70％。

1 955年至1 956年问宋子忠由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卫生处调我院

任副院长，杨东月由治淮总指挥部财务处调我院任秘书，夏本兴由

治淮总指挥部保卫处调入我院任保卫干事，均参加支委，加强了医

院领导，同时，由省分配到我院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治淮卫生医疗

单位调入我院的技术骨干陆续到院工作，各科室技术力量得到充实

和加强。耳鼻喉科成立。直属科(医技科室)先后增添了一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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