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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24日至27日．全国基层药品监督管理工作座谈会在临忻召开

主席台庄起：卫生部药政局长李超进．行署副专员曹正寅、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

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张奇文，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书记张茵如。

一九七九年，在莒县瞳阳河原始社会遗址中．出

土的大约五千年前，人类用以疗病的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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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创办的临沂基督医院旧址。此门诊接建干1924年。

1934年，沂水县中医刘惠民．赵

忠敬发起创办了中国医药研究社。这

是浚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医药杂志》。

1934年，刘惠民为沂水乡村医药

研究所编写的部分教材。



奥地刺泌尿外科专家

罗生特博士1943年在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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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军区直属卫生所手术室(1944年摄于莒南县纸

坊)。

滨海军区卫生部化验室(1943年9月摄于莒

南县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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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南医院全体职员(1946年春摄

于临沐县壬宅子)

孟良崮战役期间．人民群众热情

护理解放军伤病员。

事由

模范护士何永福一九四五年七月在

滨海后勤群英大会上。



地区人民医院由美国引进的

全身CT。

1988年6月，地区沂水中心

医院外科成功地抢救了一名呼吸

停止144小时的颅骨骨折，脑挫

伤患者。

上圈右一为外科主任姜廷印

右_二为患者于国相

下图为手术过程中

地区人民医院外科在1氐温麻醉．体外循环P

进行心内直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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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网L左地区舶幼保硅站为儿童进

行预防注射。

图上右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一P五口．联合国计划免疫考察组一行五凡，对临沂地区四级计划免疫进行考察。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项目官员罗波特L．帕免

在苍山县农村。

虱L．地区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与工商部门联台举办伪劣，变质食品

腱览L，

訇生省地皮肤病防治专家在日照市

麻眦村捡查病人治疗情况



地M中医医院部分#家正作进行学术研讨

l临沂瞰拿陇，r系’々乍拒L寅验i粜

地K胸科医院采崩气符镜托盘肺部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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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肿瘤医院门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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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师张永奇全心全意为坦桑尼亚人民服务，他的先进事迹多次登

在当地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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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Zhang Yong-Qi of the

Dodoma hospital dresses．

人妇女切除二十多斤重的肠系膜肿瘤。

地区沂水中心医院外科杨承俊医师，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闻，成功地为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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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地区卫生志》编委会部分委员合影。前排左起：张永奇-袁仿遭

秦贞照．刘彦样．t佧秋．牟予．邹伟，薛其莹．刘光俞。后排左起：李志敏

刘登三．王福席．赵学坤．李广忠，谢金洲．姜英秀。

《l陆沂地区卫生志》全体修志人员合影。前排左起

#志敏．肖德增，李强民。后排左起王向村．王建囤

琼昌述．谢瑞亭。

朱曙光

张恒亮

公茂毁

袁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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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地区卫生志》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终于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40周年前夕定稿付梓了。这是临沂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卫

生专业志。它的问世，是临沂地区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

件大事o
·+ I临沂地区医学历史悠久，古代名医辈出。在近．代和现代医林人

物中，中医学家，教育家刘惠民为杰出代表。他是临沂地区医学教

育科研的先驱。其早年在沂水创办的“中国医药研究社”，在省内

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1875年西医传入临沂地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

主要卫生力量。由于中西医之间的互．相影响与配合，促进了临沂地

区卫生事业的发展o

临沂地区是沂蒙山区革命老根据地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山东省卫生事业的发源地o 1938年5月，白备伍等同

志，受中共中央派遣，从延安奔赴沂蒙山区，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

持下，与广大医务人员一起，艰苦奋斗，开拓前进，为开创沂蒙山

区医药卫生工作的大好局面，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卓越贡献i也为全省整个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
●

‘

础o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沂地区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勤奋工作，消灭了黑热病，基本消灭了丝虫病、疟

疾，控制了一些传染病o．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临沂地

区卫生事业蓬勃发展，为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o。 、

．‘



沂蒙山区人民在长期同疾病斗争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卫生

事业发展中的许多生动事实，需要总结、记载，以便使卫生工作更

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的生产。生活、健康服务。 这

部卫生志，不仅为开创临沂地区卫生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历史借

鉴和现实资料依据，而且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宝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它较好地贯彻了“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了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立后30多年来临沂地区医务工作者与疾病

作斗争的史实，突出了本区卫生事业的特点，较全面地总结了卫生工

作的得失，如实地反映了临沂地区卫生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

状，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体现了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它是一部较好的资料性工具书，对加强临沂地

区卫生事业的建设，将起到一定作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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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地区卫生局遵照省、地编修专业志的部署，于1985年lO月，

成立了卫生史志办公室，着手编纂《临沂地区卫生志》o经过资料征

集、整理考证、长编编写、初稿审评四个阶段，历时四年，终告成书。金

志共分9篇，约35万字o ，

／ 编辑人员四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反复

修改，精神可嘉。他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融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稽古察今，以今为主，纵横跌宕9错

落有致，力求反映出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和沂蒙山区地方特点。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山东省卫生厅、临沂行署等各级领导

的重视与支持，得到过去在沂蒙山区工作过的卫生界老前辈及全区

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大力协助。值此机会，谨向给予本志以热情支持与

． 帮助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深表谢意o

． 由于本志所列史料有的年代久远，时过境迁．，资料佚失；有的虽

属现代，但资料保管不当，残缺不全，当事人记忆淡漠，加之编纂

人员缺乏经验，水平有限。所以，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o ．‘

誓蠹三三三二二茎委芸启杉乳临沂地区卫生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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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上限始于1840年，

对上限有所突破。

例

下限止于1987年。个别事情的溯源，

· ’二、以“横排类目，纵写史实’’方法设篇。凡有机构与事业的

篇，以机构在前，事业在后的方法设章。

三、本志编纂原则以事实为依据，直书为准绳，详今略古，突

‘出专业、时代、地方特点o
‘

四、以档案、。文书资料为主，兼采口碑资料，并以报刊杂志为

参考，．相互印证，为本志取舍资料原则。

五、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以大事为主线，．‘以专述i 综

述、列表方法记述各类内容。

六、鉴于医药独立、成志，本志不设药械专篇，对涉及的该项内

容，在有关篇章中记述o

七、本志I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少数为编者据有

关统计数字汇综。个别章节用的数字，因使用时包含内容不同，．略有

出入。数字用法按1986年国家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以记述为主，图表附在有关章节内o

．九、本志一律采用第三人称编写，对地理名称及各历史时期的

政权官职等，均用当时的名称。

十、本着“生不立传"的通例，本志《医林人物》篇中只记载卫

生系统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已故人物，以本籍为主，兼及外籍，并

按卒年的先后排列。旧志书已立传的人物，本志不收入o
’

十一、本志征引的历史性资料和著作，一般不单注出处，引文

．者尽量在文中注明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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