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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县医院志》经过编写人员艰苦工作，历时一年多，三易其稿，今天终于问

世了!这是涿鹿县医院建院半个世纪以来一件大事，我代表医院领导、全体医务人

员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涿鹿历史悠久，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蚩

尤战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涿鹿也是医学发祥地之一。我国最早一部记

述医学的医药圣典《黄帝内经》就是出自黄帝之问答式著作。县境内有神农氏尝百

草的百草地又是医药的发祥地。五千年来涿鹿县和全国一样，从传统中医逐渐与

西方医学融合发展。

涿鹿县医院是在1952年建起的，是在卫生部门和各级党政的领导下，逐步发

展成一所综合性医院。特别是近几年来，医院内抓管理，外抓形象o 1996年首批

列为卫生部二级甲等医院o

《涿鹿县医院志》本着“近详远略”的原则，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具体

史料为基础，论证县医院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与演变，从而强烈地体现了当代卫生

医疗事业的特色和改革开放的务实特点，非此不足以成为一代信史o《涿鹿县医院

志》属专业志，专业志同其他志书一样，具备“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她能否为

四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能否为经济建设提供参考的历史资料；能否为领导

机关施政提供咨询，发挥新的专业志书应有的功能，尚待于历史的验证。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更无编辑专志的经验，书中

的思想、观点、方法难免有偏颇之处，待专家学者斧正o

2002年1月



尼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对涿鹿县医

院成立以后的史实的论述，以《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在政

治上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

二、本志以“近详远略”的原则，突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医疗工作现状。

按照事以类存，横排竖写的方法，分三级标题：章、节、目，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
．。I_

衣。

三、本志以县医院建立时为上限，下限断至2001年。主线之外的有关内容另～

立文存章。大事记采用编年、记事本末等手法编写o

四、本志对政治概念，按中央有关规定表述。如“文化大革命”加引号，不能简

称“文革”o严格遵循志书使用第三人称的原则，通常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律写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o

五、使用数字的原则，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使用

阿拉伯数字。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等用汉字书写o ．

六、政区、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记人称直书其名，必要时在姓名前后加职

务，一律不称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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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涿鹿县没有县医院o

1949年

11月1日，涿鹿县人民政府吸收社会上的卫生人员组建涿鹿县卫生所，兼理

医疗卫生行政事务，地址：县城鼓楼底o

1952年

9月，县政府决定将人民药社与县卫生所合并，建立“涿鹿县卫生院”o医疗方

面只开展门诊。地址在县城南关乔家巷北口路北o

1953年
／

结合中心工作，利用广播、黑板报、印刷材料，深入到街分片，学校进行宣传卡

介苗、种痘工作。并通过门诊治疗，扑灭了10余村的疫病流行，如麻疹、肺炎、百日

咳等病o

1954年

年初，县卫生院迁至县城北关当铺院内，现中学路东口路北。

本年，卫生院开始设立病床o

1955年

秋季，县卫生院首次开展下腹部手术。术者张德熙，受术者潘求荣。做了第一

例腹部阑尾炎手术。

物资交流大会期间组织图片展览，利用有线广播进行卫生常识宣传o

1956年

2月2日，周尚文镶牙馆器械材料共计49种合人民币157．3元，现金20．7

元，总计178元，移交给涿鹿卫生院，监交人工商科科长王子平o

2月4日，涿鹿县私营中西医联合医院移交给(过渡到)县卫生院，人员增至56

人，设病床30张。院址：原地(原阁北大街2号)o



4月，卫生院张德熙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o

5月13日，县卫生院经张家口专区批准改名为“涿鹿县医院”o院址：原地o

1957年

7月，县医院迁往城里仓门东大街(司大宅，现县招待所处)o

本年，县医院共有工作人员23人，其中：女9人o

1958年

11月15日，涿鹿县、怀来县合并，称怀来县。涿鹿县医院改属怀来县卫生科。

本年，县医院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分科医院，共分11个科。

制定出跃进计划，主要内容是：实行三班门诊、简化手续、减轻病人经济负担，

大力降低收费标准等o

1959年

夏季，县医院迁往阁西张南宅院(现县医院家属楼处)o

本年，按时完成疫苗接种，种痘750名、百日咳白喉混合疫苗计279人份。

． 1960年

本年，成立院办室：支部书记兼院长师增辉、副院长兼门诊部主任张德熙，干事

张翠英。

采集秘验方3000，采集中药材6000斤，比上年翻一番o

1961年

4“月份，组织20多名医生进行巡回医疗，开展了以防四病(脬肿、小儿营养
不良、闭经、子宫脱垂)大搞卫生宣传。

5月1日，涿鹿县、怀来县分设。县医院改属涿鹿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o

1962年

7月下旬，放射科正式开始工作o

7月底，建起了理疗科o

本年，新增医疗设备：无影灯、吸引器、手术麻醉机、氧气车等。

压缩回乡生产13名，清理1名，调出6名o

1963年

本年，县医院中医学徒石生玺、李庚、张翠凤等出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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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

本年，学习上海第六医院、解放军261医院、哈尔滨医院及大庆、大寨等单位的

先进事迹。

增添较大型医疗器械46件o

1965年

本年，接受实习生35名，培养中医学徒5名，护理员2名。

第二批14名农村卫生工作队，分别奔赴大堡、保岱、五堡地区开展以培训和防

病为中心的农村卫生建设工作。

1966年

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赵德功，副组长：佟玉山，组员5人。另外成

立有：民兵防空救护组，战场救护班，民兵连等组织。

1967年

11月，县医院成立革命委员会，行使原党支部、院务委员会的一切权力o
‘

1968年

5月，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计划生育办公室合并到县医院o

12月16日，转入整党建党运动，共经过45天的时间，以毛主席整建党五十个

字为纲，大学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o

12月，县医院两次32人组成医疗队到辉耀、长疃、孙家沟公社巡回医疗，治疗

病患1861人次。做计划生育手术2230例o

1969年

6月，县医院杨宁武同志出国援外，赴刚果工作二年半，于1972年3月回国o

11月，县医院执行《六·二六》指示下放13名医务人员到石门公社卫生院工

作o

1970年

5月，县医院抽调18名医务人员组成野战医疗队，有8人常住后方基地马家

庙村。



1971年 ．

7--9月份分四步进行斗批改①搞好路线教育，提高路线斗争觉悟；②搞好领

导班整风，搞好自我革命；③发动群众，解决好运动遗留问题；④搞好政治建设，解

决好政治业务关系o

1972年

1月5日，全院职工参加了县直机关“关于调资转工的动员大会”o填平补齐

15人，调一级的13人，调两级的9人，转正定级的1人。

1973年

上半年为基层培训技术人员5名，驻军12名，培带四种手术人员6名，开办农

医班一期三个月，接受培训的32人o

1974年

5月，县医院自筹资金36万元，建门诊楼一幢70间，建筑面积1651平方米。

1976年5月竣工交付使用o

’本年，组织两批医务人员共21名，开展了以培训为中心农村卫生建设工作；培

训49名半农半医学员；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养中西医5名，药剂人员16名，护

士7名，四种节育手术人员18名。

建立固定工作点，在郭庄公社尹文屯大队建立了自己的卫生工作点，轮流到点

上开展防病治病工作o

1975年

本年，结合评论《水浒》开展了革命大批判，重点批判了“技术私有9J％6‘业务挂

帅”、“医道尊严”、“医不叩门”等旧的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医疗作风。

在卫生局的领导下，开展了院办校，共抽调5名技术骨干担任教师o ．

1976年

本年，县医院用针麻开展疝修补、阑尾炎切除、女结扎手术39例，获得成功。

建立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11人，针麻领导小组5人。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疾

病216例，治愈好转率达93．55％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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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

上半年，派出医疗队一个，派出临时医疗小分队两个，共计19名医务人员。

本年，根据群众治疗的需要，增设了痔瘘科、新针科、传染科，住院传染病人分

开管理，防止交叉感染，还配备了专人煎药。

1978年

本年，学习落实全国医院工作30条，改章建制，进行医院管理。

在抢救大批有机磷中毒中，采用静滴阿托品治疗新方法，取得比较满意的效

果。

外科成功地给患者米玉花切除7斤重的脾o
‘

。’

1979年

3月，试行了经济管理和药政改革工作，推行了“五定一奖”的管理办法。床位

增加到120张。 ．； 一

本年，检验科为配合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妇科协助下，检查与观察了30例+

孕妇羊水细胞，将结果报地区科研所，并在市妇产科学会上宣读，引起地区检验分

会与妇产科学会分会的重视o

妇产科副主任杨文大夫引进了阴式改良法子宫全切。

本年，县医院被定为河北省首批三分之一重点建设县。是年医院进行了管理

体制改革。

以县医院为基础成立涿鹿县卫生进修学校，校址：县医院。

1980年

1月，在1979年试行经济管理的基础上，本着“巩固、充实、完善、提高”精神，

制定出“八。年经济管理实施方案”o该方案分科室定额指标和奖惩办法。

10月，开始基建三层病房楼一幢，建筑面积3464平方米，投资54．41万元，

(其中：省投39万元，县财政投4万元，卫生局投1万，县医院自筹10．4万元)1983

年9月竣工使用，床位增加到150张。

年内，公费医疗，实行保健医管理制度，建立保健室，配备保健医护人员，设置

常用之医疗药品器械。装备邯郸产脑电图机1台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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