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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交口县卫生志》从一九八七年九月开始编纂，历时近二年，

今天同大家见面了。

“方志”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 地．

理、风俗、人物等各方面的重要史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编

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撰写新方志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

展的需要，我县编纂卫生志尚属首次，它的问世，确是一桩值得庆

幸的喜事。

交日县位于吕梁山脉中段，1 0 7 1年5月由灵石、孝义、隰县

三县所属的9个边远乡镇组建而成。建国前全县四万人口居住在四

百七寸六个自然村，分布于一千二百七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里

文化落后，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贫乏，卫生事业极其落后。

全县仅有民问医生二十名，平均两千多人中间才有一名医生，且医

疗条件极差，缺医少药，广大人民群众有病得不到治疗，加之各种

传染病的流行和地方病的折磨，使广大人民处于贫病交加的灾难之

中。‘新中国诞生后，我县卫生事业逐步得到发展。特别是新建交口

县后，发展速度更快，日新月异，令人感慨万千。《交口县卫生

志》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对建县t 5年来卫生事业的发

展变化用大量篇幅作了较详尽的表达。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交口县



卫生事业的发展是飞跃性的，建县l 5年，交口县卫生系统发生了

极其深刻的巨大变化。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非常重视医药卫

生事业的发展，然而由于凰家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十年”动乱，我

县卫生事业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并没有从

根本上得到扭转。我县卫生事业的腾飞时期是建县以后的l 5年。

建县以来≯卫生系统一方面积极创建完善医疗机构，发展卫，生事

业；另一方面设置防妇机构，开展防疫保健工作，坚持预防为__奎的

方针，。．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经过一系列防治措施，在六十年代

消灭天花、鼠疫、霍乱三大烈性传染病的基础上，七十年代控制’了白

喉，’／弋十年代基本控制了地甲病，大骨节病。流脑、麻疹、斑疹伤寒等

发病率也显著下降。由于把防病治病作为全民大事来抓，人民的健康

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全县医疗机构基本健全，卫生队伍逐步壮大。至

l 91 8 5年底，全县有医疗机构l 8个，病床2 l 6支，卫生工作

人员2 185人，其中卫技人员2 5 0名；农村有卫生所(站)l、2j 6

一个’，乡村医生1 5 2人，乡村卫生员4 9人。县和各乡镇医院的医

疗器械得到充分装备，全县人民防病治病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更

快，在改革中取得显著成绩。县、乡、村三级医疗网、防疫网基本

形成，人民群众看病难，吃药难的问题基本得至8解决。

总之，《交口县卫生志》突出本县特色，突出记述交1：I县建县

以来的卫生事业发展状况，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详略得当，基本

反映了我县医药事业的全貌．，当然，由于时间短促，经验缺乏，加

之我们编纂人员水平有限，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
· 垒 。



指正。愿本志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资治当今，流传后
，代借鉴．

‘

交口县卫生局局长 郭守珠

1 9 8．9年6月3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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