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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全院新老职工热切期盼和支持下，在各领导的关心

爱护下，经过修志办同志的多年努力和艰苦劳动，淮阴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志终

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医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

果，值得庆贺。

淮阴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这里的土地古老而秀美，这里的人民勤

劳而质朴。 医院自成立之日起，肩负着党和政府的重托，与苏北人民休戚与共，

风雨同舟。 在人民的关怀和精心爱护下，不断成长壮大，是老区人民用自己的

爱心和优秀品质教育和哺育了自己的儿女。 如今，当年一穷二白，设备简陋，技

术落后的军区医院，已成长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现代综合医院，从苏

北军区医院到六十年代的淮阴医专附属医院，直到今天医院的发展经历过一条

艰难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 1982 年以来的最近几年，医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引进的先进仪器设备在临床安家落户，新的门诊

大楼、病房楼拔地而起，一批又一批具有高等学历和掌握全新科学技术的人才

挑起大梁，以及掌握现代管理方法的优秀知识分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实行了

现代化管理方法和经营思想的转变，实现了上一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获得了

党和人民的不断赞扬。 现在医院已在规模、质量和效益三方面走出淮阴，赶超

省内先进水平，向着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迈进。 这不但有老一辈人的汗水和光

荣，更有新一代人的奋斗与自豪。

院志工作自 1987 年开始以来，就作为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处于院部

直接领导之下，在市志办和卫生局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克服

各种困难，排除各种干扰，潜心钻研，团结协作，为医院和市卫生界今后的资政、

存史、教化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为富民兴淮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也是

编篡者的初衷和祈望。 不足之处，敬请补充和教正，披阅之余，谨为之序。

龚 一 鸣

一九九六年三月





凡例

一、本志书记述时间上限为 1950 年 5 月，下限为 1990 年 12 月

底 。

二 、按志书要求和编写需要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并根据专业

特点，分别采用志、记、图、表、录。

三、本志书采用章、节、目 三个层次，横排竖写，依次展开。

四、按照新编地方志要求: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重点记述现状，

力求以简洁的语言记述发展进程。

五、有关医学名词采用国际统一疾病分类名称及行业习惯简称。

六、资料来源有:院历史档案、省市及南京军区档案馆资料、报刊

杂志、口碑材料及科室资料。

七、"文革前"指 1966 年 5 月前"文革后期"指 1971 年至 1976 年

10 月之间 O

八、科室编排序列按 1990 年所属行政和业务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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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淮阴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拥有 600 张床位的全民所有制市属综合性医疗教学医院。

地处淮阴市北郊淮阴县王营镇北京路 71 号 。 全院占地面积 10.5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

73 万平方米，南北长、东西窄呈不规则矩形，北京路街道横穿其间将医院一分为二，南部为

医疗区，北部为生活区，东侧临徐淮公路，西侧为淮阴县人民政府，医院大门朝北，门内有

1700 平方米停车广场和五层门诊大楼，气势雄伟引人注目 。

医院担负着全市 13 个县市区 1100 万人口的三级医疗任务和南京、徐州、扬州三所医学

院、淮阴卫校大专班、护士班及省内医学院校的临床教学任务，医疗辐射波及扬州、盐城、连

云港、徐州、安徽、山东等邻近县市约 1500 万人口，素有收治农村病员、危重病人和疑难杂症

病人多的特点。 医院位于苏北中心地区，地理位置突出且交通便利 。 淮阴是苏北水陆交通

枢纽和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1990 年门诊人次 54.28 万人次，平均日门诊量 1761 人次，高

峰时日门诊 3188 人次，年平均住院病人1. 2 万余人。 在职职工 927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725 人，副主任以上高级医师 84 人，中级职称 102 人，设置临床科室 25 个，医技科室 27 个，

行政管理科室 11 个，院内设有淮阴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法医验伤所，防盲技术指导中心，临

床医学检测中心，急诊抢救医疗中心等。 固定资产 3000 余万元，年业务收入 1800 余万元。

其规模、医疗业务能力和专科技术水平处省内同级医院上游，为淮阴市各医院之首。

1950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后勤卫生部根据华东军区、苏北军区关于实施

全国整编的命令和压缩机关、充实连队的编制草案精神，决定撤销原军区直属医疗一、二队

建制和番号，以其为骨干，抽调军区直属医疗室、华中野战五院部分人员组建苏北军区医院。

5 月 30 日在扬州正式宣布成立。 初期人员仅 200 余人，设计科室内有内科、外科、传染科、

妇产科、接诊室和病床 500 张 。 除医疗队原有 3 匹骤马和四只木箱外，仅从苏北医院调拨

30 张铁制病床及帐蓬 、马灯、汽灯等物。 人员仅有 13 名军医， 1 名护士等 30 名医务人员，余

系卫生员及工勤粮株保卫等。 护理人员多为男性。 6 月部队进驻扬州丁家湾，始接收各部

队转运伤病员 。 时内科只能诊治一般消化、呼吸系统常见病及结核等。 外科除一般扩创、换

药、缝合、骨折固定外，只能进行截肢、战伤处理等简单手术。 所有医疗设备仅有美制

30mAX 光机一台，显微镜两台，均为上级调拨之战利品。无院址和房屋，院部驻何园，各科

分散居征集民房中。 每日正常上操学习，外科手术用布幌在汽灯下架设门板上操作，不对外

门诊，首任院长章绍卿、副政委张辉主持和负责全院医疗行政和思想组织工作。

1951 年 4 月 29 日，医院按照上级命令转移淮安， 5 月 1 日抵达淮安鱼市口，大部分人员

暂驻群众家中，部分人员开始在湖心寺选址建设，时上级任命王兴寿为继任院长。 9 月 3 日

全院迁入湖心寺。 至 1952 年初，建成医疗用房 13000 平方米，生活用房 7000 平方米，同时

从淮阴、盐城、南通、泰州四个军分区疗养所抽调人员充实力量。 设有临床科室内科、外科、

接诊室、传染科及理疗科、检验、药局、营养等医技科室。 行政科室有院部办公室、协理处、供

给管理股及管理排、统计、文书、通讯警卫班、勤杂等。 各科配有炊事员、招夜员 。 新任副院

长张江水、易良华。 至此，基本建成以野战外科为主和以一般常见病、多发病为主的大型部



队后方医院，收容和诊治各部队和军分区转诊伤病员，休养员 。

1952 年 5 月，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和平会议在中国召开，亚非拉和苏联等 86 个国家外宾

来苏北参观水利设施，由周恩来总理选择医院为接待单位和住地。《苏北日报》曾以《美丽的

湖心公园》为题对医院和这次接待参观活动作了专题报导，从此医院为苏北民众所注目 。 7

月 5 日，医院正式接收来自朝鲜前线及国内转诊病员，以结核病员和慢性病 、冻伤、枪伤为

主。 7 月 28 日，苏北军区后勤部将医院移交苏北行署康复医院管理委员会，8 月初宣布医院

集体转业为地方建制，316 名军职人员包括 131 名医务人员脱下军装，医院任务编制不变，

名称仍称苏北军医院，又称湖心寺陆军医院，行政上;属苏北行署及淮阴军分区双重领导。 至

此，医院完成了由部队向地方，由军人到行政事业单位性质的转变。

1953 年至 1957 年，是医院业务建设和思想组织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在江苏省卫生

厅康复医疗管理局的领导下，通过人员培训和文化学习，建立了一整套康复医院体制和以胸

骨科、呼吸科、结核等为特长的诊疗体系和包括气管镜、心电图、放射检验在内的基础诊疗技

术，为向更全面的综合医院迈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准备了充分的组织条件及物质基础。

1953 年 2 月 9 日，医院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命令改编为"江苏省第十康复医院"， 6 月 6

日接收从无锡第四康复医院一个所建制 82 名医务人员，充实各科与临床。 7 月又接收上海

军医大学和华东野战四院转来的伤病员 200 余名 。 最高时收容总量达 550 余名分三大科七

小病区，并于此时成立了医务处、政治处、秘书室。 着手制订各项规章制度，选派人员赴上

海、南京进修专科业务技术。院内组织开展各层次的文化学习、业务学习、政治政策学习，以

学习促进工作，边干边学，组织性、纪律性和业务水平都进一步得到提高。 当年，首先由郭

云、张致中在临床开展人工气腹、人工气胸治疗肺结核成功，并将气管镜检查用于临床;丁儒

等进行首例阑尾炎手术;陈炳龙、周杰士等在外科成功进行首例剖腹产手术，同时在全院推

广动静疗法，保护性医疗制，标志着医院的业务建设和整体水平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同时

购入苏制 200MAX 光机一台， 11 月医院经过调整将所有床位人员分为三个所、七个病区，初

步建立了完整而全面的管理体制和八小时工作制 。

1954 年 7 月 8 日，江苏省卫生厅康复医院管理局下发核编计划，定床位 500 张，人员

350 人，经费管理按每人每月办公费1. 27 万元，休养人员 每人每月 2100 元，补助公杂费

3500 元，伙食费、医药费、宣教费由院统一掌握报销，实行包干制 。 食堂按待遇级别分为大

小灶。 1955 年 2 月撤销所建制由院部直接领导病区，并成立了院技术审查委员会、供应室、

修建职工浴室、幼儿园 。 4 月 30 日改称省第七康复医院，并接收了康复一院、三院、九院工

作人员 74 人 。 医院规模进一步增大。 大批休养员出院后， 1956 个 2 月按床位撤销了一个

病区的建制，成立总务处、门诊部，并试开放门诊。 3 月 21 日改称江苏省第二干部疗养院。

同时开始在病区开展百日元差错、无事故活动。 6 月，继院长王兴寿调出后，政委张辉调省

卫生厅，由易良华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1957 年 5 月，撤销了院政治处，建立人事办公室。 临

床上建立体养员入院后 24 小时完成病历书写制度， 3 一 7 天内完成常规检查，明确诊断的规

定。 当年首次邀请上海南洋医院副院长吴善芳，南通医学院李额教授来院讲学并施行肺叶

切除、脾、胃、胆等上腹部手术 、胸科手术。 随着进修人员的回院和慢性病员的减少，对外开

放门诊的扩大，医院开始逐步改变结核病 、慢性病和康复医疗的特点，恢复向综合医院的发

展进程。 至 1957 年底，全院 313 名职工中，卫生技术人员已由建院初的 30 人增至 1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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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增至 41 人，从一般感冒到发烧和战伤处理到能够进行胸骨科中型和较大型手术，上下

腹部手术，从慢性骨结核、肺结核的疗养到急症处理的初步配套医疗系统、管理系统和保障

工作，基本奠定了医院在淮阴和苏北地区的水平、规模和地位。 随着湖心公园时期的结束和

兴办医学专科学校，医院叉开始了新的发展和创业阶段。

从 1958 年至 1966 年，是医院建设和创业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在中共淮阴地委和行

署的领导下，依靠淮阴人民的支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勇于探索，不怕流血流汗的光

荣传统，走勤工俭学和面向农村、面向病人的道路，在完成教学任务和基本建设的同时，建成

了基本配套的临床医疗、诊断、教学设施和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教学骨干队伍。 1958 年 2

月 15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将医院交清江市改名为"淮阴干部疗养院"， 5 月 3 日清江市

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医务处组建住院部，5 月 5 日经上级批准正式对外开放门诊，并划出 30

张病床对群众开放。 6 月 19 日经整编核定床位 400 张，调整人员 254 人，其中卫技人员 147

人，疗养床位 284 张，治疗床位 142 张，实际床位 426 张，同期，淮阴地委行署因大运河计划

拓宽遂决定放弃湖心公园院址，以医院之技术力量与设备条件为基础，组建淮阴医学专科学

校和附属医院，迁址清江市王营镇， 11 月 1 日首批人员抵达王营即开放门诊。 12 月 26 日淮

阴地委行署正式命名医院为"淮阴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易良华任副校长、党委书记兼附

院院长，隶属于淮阴专员公署，医院对全民开放门诊和病房。 遂即开始全面的基本建设和业

务建设。 1959 年 3 月 16 日设立医务部，9 月 28 日造价 15 . 6 万元，面积 2503 平方米的门诊

楼竣工后，又投资 55 万元兴建了 1058 平方米的手术楼和 3992 平方米的病房楼，添置手术

床、无影灯、电话总机及水t菁、锅炉等配套设施， 50 余名医疗骨干担任教学任务和医专兼职

干部，一些新技术从教学走向临床，并陆续接收苏南各医药院校师生为教学医疗骨干，开展

了食管癌、脾肾静脉吻合等大型手术成功，五官科首次应用针灸麻醉施行白内障手术和内镜

检查。 当年还设立了办公室护士，编写了 3 万字的护士手册，设立门诊部和 11 个门诊科室，

建立了门诊 24 小时值班制，在当年开展的技术革新运动中，医院的改良麻醉机被选送北京

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会议展览。 1960 年 6 月增设中医科，内有中医食道、妇儿、正骨科和小

儿内科，大五官科，床位恢复到 352 张。 1961 年至 1962 年底，医院在省卫生厅整院小组指

导下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建立了院查房制度和院科两级管理体制，将

原有的 6 个病区改为 7 个，设立门诊部办公室和一号门诊，将药房、化验、X 光室均分为住

院、门诊两部分， 1962 年 5 月医院第一次在体禁区一一心脏施行了狭窄性心包炎、二尖瓣狭

窄、动脉导管未闭等手术均获得成功，并开始接收来自淮阴、淮安、灌南等县来院进修内、外、

儿及麻醉、妇产科医技人员。并不定期派出人员赴各县辅导手术和讲学。 1962 年 6 月 17

日淮阴医学专科学校停办，医院改名为淮阴专区人民医院。 8 月 21 日地委任命易良华为院

长兼淮阴卫校校长，党委书记， 11 月 9 日设立院务委员会和住院总医师制，年底，全院职工

总数达 428 人，年门诊 20 余万人次，住出院 4∞0 余人次，成为淮阴和苏皖一带群众心目中

的"王营大医院"。

1963 年 1 月 23 日，撤销了党委办公室和人事科，成立政治处，与 1962 年 10 月改设的

医务处，统称三大处，统一协调管理医院的人事党务、医疗、教学和后勤财务各项有关工作。

2 月增设 9 病区为中医及干部疗养病区，成立急诊观察室和床位以及三班制等一整套急诊

抢救制度和设施，另设避孕指导室和传染病门诊。 医院担负着淮阴卫校 207 班和两个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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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临床教学任务和省内医学院 76 名实习医生\98 名护士的临床教学任务，职工中住院医

师以上增至 98 人，护士以上技术人员 157 人，一年中上级拨款 2. 16 万元，门诊住院收入

60 . 5 万元，病人欠费达 11 万余元。 1964 年 1 月 8 日，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工会，并在

急诊室实行 24 小时在班制，并健全了三配套，即一套设备 ，一套程序，一套班子，对急诊病人

真正做到三配套，门诊挂号实行汉语拼音病历索引，在门诊对面创办农民旅社，对远道而来

住不起院的观察病人每天派出医生护士前往看病、打针和喂药，每天只收一角钱住宿费。 8

月，医院按照江苏省卫生厅的指示精神，制订了《关于加强门诊技术监督指导，提高门诊医疗

质量的若干规定~， 12 月又制订了《关于病历书写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并开始按照标准对

外科医师手术进行分级管理，定期考核， 1965 年 10 月，医院开始派出大批医护人员去农村执行

巡回医疗、计划生育宣传和手术、普查地方病，培训乡村医生，四大任务，至 1966 年，全院有教

授 1 人，主治以上高级医师 16 人，职工总数达 438 人，居省内同级医览前列。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医院的整体建设陷于混乱，领导班子瘫痪，一度分裂为两

派三个群众组织， 1968 年 9 月 25 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改设政工、医教、办事三大组，开始

大规模下派医疗队和针刺麻醉手术， 1969 年 12 月至 1970 年分两批下放 173 名医务人员和

部分床位设备，床位仅开放 280 张，全院仅剩 36 名护士，行政实行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班排

连制和业务上的医护工一条龙，医疗质量和正常秩序均受到影响， 1970 年 5 月院针麻手术

小组一行 4 人代表江苏省在上海全国针麻学术交流会上成功施行 4 例子术，成为医院领先

国内的学术成果，当年医院还建成了本地区第一个烧伤和脑外伤专科。 1972 年 3 月医院改

名为淮阴地区医院，5 月恢复建立医院党委会。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床位、人员逐渐增

加，规模逐步扩大，新建胃镜室，同位素室，井新购进 200mA、400mAX 光机各一台，并开始

派出人员外出进修心血管、内分泌、消化泌尿等各专科。

1978 年 6 月，淮阴地委派卫生局副局长颜太发，医政科长唐维新等一行 11 人工作组进院。

继续清理整顿医院的组织、思想、制度和医疗秩序，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上，恢复和建立

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充实人员设备和基础设施。 1979 年 12 月 15 日，撤销原革委会办事

机构，改设院办公室和总务处、政治处、医务处，增设护理部，保留门诊部。 从 1980 年开始，医

院开始举办护士、医技等三个专业提高班和医务人员的外语培训学习班。 针对门诊脏、乱、差

和病人排长队现象，采取扩建门诊三室，建筑急诊楼，扩大儿科门诊，老干部特约门诊的措施，

修建干部病房建立老年病科，扩大儿科病区，新建肿瘤内外科和培训楼，库房楼以及职工宿舍，

水电设施以及花园水池，植树 2300 株，同时采取提前挂号，增派门诊医师压高峰等，缩短病人

候诊时间。 1982 年 3 月 16 日首次引进日本 B超诊断仪，二维扇超和多导生理记录仪等 15 万

美元的医疗设备，为医院的基本建设和医疗、教学科研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1983 年至 1990 年，是医院发展史上最快的时期，以创建文明医院为核心的各项建设事

业带动和大大促进了医院在心胸外科 、显微外科、肿瘤研究治疗和器官移植、血液内科等领

域的持续快速发展，以门诊楼、病房楼和引进设备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和专科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一起在成为医院向现代化和革命化迈进的主旋律。

1983 年 4 月 8 日，医院改名为淮阴市第一人民医院。 1984 年 3 月在创建"文明医院"的

活动中，医院率先在门诊设立问询服务台，解答病人提出的各种咨询和疑难。 调整诊断室布

局，减少病人走弯路和延长看病时间，中午不停诊，建立简易门诊。，增设急诊室护士，规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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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医师门诊制度和责任制护理，统一全院病床标牌、蚊帐架式和护士办公室设置，正式设

立急诊科，增加治疗点和输液床位、观察床位，开设家庭病床科等，为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

改善服务环境态度创造了条件。 大大方便了病人就诊及完善了医疗设施和管理。 对部分医

技科室实行管理制度的改革和经济责任制，为全院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基础，为医院的全面发

展铺平了道路。 当年完成的体外循环下的心内直视手术 5 例为淮阴之首，内科利用食道心

房调博消除窦房颤是医院业务建设的最新成就，标志着医院的业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

期，迈上了新台阶。

1985 年，医院领导班子换届完成，当年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嘉奖令。 在创建文明医院

的同时，不断加快医院专科业务建设和基本建设的进度和规模，先后引进日本岛津

1250mAX 光机，消化和吸收了当代世界全新的医疗技术项目，引进美国进口人工肾和德国

西门子全身 cr 机，体外震波碎石机，进口内窥镜和全套监护仪，自动生化分析仪以及微机、

电脑等万元以上门诊大型先进技术设备 34 台套。 1986 年 11 月建成 6990 平方米门诊大楼

后，相继建成淮阴市急诊抢救中心，临床医学检验中心，防盲技术指导中心，肿瘤防治研究所

和 ICU 病房和一座综合楼、三幢宿舍楼 、配电间。 1987 年床位增至 600 张 。 基础设施的进

步和配套，为医院临医学水平和科研能力跨上新台阶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 骨外科断腕

再植成功，填补了市显微外科的空白，心胸外科成功地开展了心脏人工瓣膜置换术，眼科的

角膜全层移植，肾内科的血液净化技术和血液科的自体骨髓移植术，肿瘤所的介入放射治疗

和化疗，手术治疗三大指数均已跻身于省市先进行列，形成了以心血管内外科、神经内外科、

血液、泌尿、肾、呼吸消化 、烧伤整形 ~)L 、妇 、大五官为特长的配套齐全i综合平衡的集诊断、

治疗、康复 、急诊抢救和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医院，截止 1990 年底，获得国家和省、市

级科技进步奖 32 项，居淮阴市之首。

80 年代后期，医院党委在淮阴市政府领导下，以改革为动力，坚持开展不同形式的思想

政治工作，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和方法，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和深度，贯彻岗位责任制，科主任

负责制和经济技术承包责任制，广泛开展医德教育、质量教育，提高全体员工的质量意识，服

务意识，注意发挥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统战，工青妇及群团组织的作用，

，发展医疗联合体，加强与各高等院校的横向联合，签订联合办医，联合办学协议，把业务建

设、经济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和内部改革结合起来，先后获得卫生部"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

进集体"， 5 次被省、市授予"文明医院"的光荣称号。 1990 年业务收入 1800 万元，是 1965 年

的 25 倍，人员是 1965 年的 2 倍，其中高级人才增长 4 倍，有近 30 名员工获得省市劳动模范

和市以上表彰的先进个人。

人生四十而不惑，40 年来，经过几代医务工作者和全院职工的艰苦创业和勤奋努力，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淮阴人民的关怀爱护下，医院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走过了一条艰难而

又充满希望和辉煌的道路，逐步发展为一个拥有初步现代设备，较多高级人才，功能齐全分

科合理的大型综合医院，实现了创业者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尽管医院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前

进的道路上仍有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只要坚持党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坚持老一辈人光荣的

革命传统和牺牲奉献精神，和对医药科学的不懈追求，不断把握发展的机遇和方向，一定能

够在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现有的物质基础上，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淮阴人民的健康和富裕作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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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50 年

5 月 30 日，苏北军区医疗一、二队人员，军区直属医疗室人员，华中野战第五医院部分

人员约 220 余人在扬州召开军人大会，宣布成立"苏北军区军医院军区卫生部长宣读命

令，首任院长章绍卿作医务人员责任讲话。

6 月，部队及部分伤员进驻扬州市丁家湾开始征集民房、用具、粮袜，院部驻何园，内科

驻一盐商宅，外科驻今民政招待处，妇科驻小人堂。

1951 年

1 月 14 日，中共苏北军医院党委会成立。 原支部书记张辉任副政委，设 3 名委员， 5 个

支部。

4 月，苏北军区按华东军区领导指示，命令医院(除产科外)向淮安转移，留群纪小组在

扬州负责清理赔偿，清还民物计门板 700 余张，椅子 900 余件，方桌 100 余件。

4 月 29 日，医院在副政委张辉、副院长章玉德、张江水带领下，计员工 316 人，伤病员 40

人，携物资四万二千斤，乘小轮船沿运河西行，于 5 月 1 日上午 9 时抵淮安鱼市口 。

5 月，苏北军区命令王兴寿为军医院院长。

9 月 3 日，医院由鱼市口群众家中搬出转移至城北湖心寺。

1952 年

1 月至 3 月，从淮阴、盐城、南通、泰州四个军分区疗养所调集医务人员来院充实各科

室。

5 月 14-16 日，世界工联和全国工会太平洋区域国际和平会议召开，86 个国家和地区

和平代表百余人来苏北参观导淮工程三河闸接待工作由苏北行署惠浴宇主任及民政厅长

王汝光、淮阴军分区赵海风司令共同负责，将医院作为驻地。 深得外宾称赞。

5 月下旬， {苏北日报》以"美丽的湖心公园"为题专题报道了湖心寺陆军医院的接待、盛

况和美丽景色。

7 月 5 日，正式接收病员 。 首批病员来自江苏省内各行署军分区(时江苏省尚未成立)

和志愿军伤病员 490 余额，其中内科 180 人，外科 170 人，其余收入肺科、传染科;

7 月 28 日，苏北军区后勤部将医院正式移交苏北行署康复医院管理委员会。 8 月由董

铁山 、周时月、童希林宣布医院集体转业。

12 月 26 日，中共苏北军区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有委员 9 人，张辉任主任 。

1953 年

2 月 9 日， 奉江苏省人民政府卫生厅秘字第 54 号命令医院改名称为:江苏省第十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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