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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滦县卫生志》历时近三载，今将问世，这是滦县历史上编修

的首部卫生志，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喜事。值此，我

谨向全县广大卫生工作者及社会各界表示祝贺。

滦县建制于辽代(923年)，始称滦州。地处京畿，地理位置

得天独厚，是京、津、唐通往东北三省的必经之门，也是物产资源

丰饶之地、人才荟萃之方。本县医学建置始于明洪武三年(1370

年)，滦州始设惠民药局，专司中医管理事务。随着历史的发展，

曾有许多有志之士于民间问病诊脉，采药行医。名医许庄

(1456--1542年)，平生好医，政务之余著有《养心鉴》一书，为中

华传统医学做出了有益贡献。至1913年，秦丽楠在县城开设

“丽记医院”，第一个把西医传入滦县。他们是滦县卫生事业的

奠基者和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卫生工作不断得到加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县卫生事业空前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健康水平显

著提高o 1994年滦县被河北省爱卫会评为“省级卫生县城”，

1997年被河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爱婴县"o同时涌现了大批

忠诚党的卫生事业，情系人民健康的领导者和救死扶伤、攻克疑

难病症的杏林工作者。所有这些都在小康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
～。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o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滦县卫生局组织编修的这部卫生志，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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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明、清

以来六百多年间滦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现状，反映了卫生

系统改革开放的新面貌、新探索、新成果和新经验。它的出版发

行，必将对全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全县广大卫生工作者要以史为

鉴，立足长远，把握现实，勇于开拓进取，为振兴滦县、造福人民

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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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滦县卫生志》经数易其稿，今付梓出版，它是卫生战线的一

大丰硕成果，是留给后人珍贵的社会财富。

滦县历史悠久，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有医学建置，星移

斗转，风雨沧桑，六百年来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卫生战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缺医

少药到医学成果累累，一座座医疗、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县、乡、

村三级医疗、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网络星罗棋布，医疗队伍不断

壮大，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各类传染病、地方病被消灭或被控制，

人民健康水平逐年提高。滦县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

站、滦县卫生协会等单位分别受到国家卫生部的表彰和奖励。

为了记述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在成功中总结经验，在失败中汲

取教训，我们于1997年4月成立了《滦县卫生志》编委会，组建

了编写班子，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广大编写人员

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广征博采，勤奋工

作，克服了严寒酷暑和资料短缺的困难，完成了送审稿和修

改稿。

全书设11编37章141节，共36万字，资料翔实，考据严谨，

基本上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史料性相统一。在《滦县卫生志》

评稿会上，国家和省市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部志稿客观真实

地记述了滦县卫生事业的发展，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风貌、新成

就和新经验，资料翔实，编排合理，语言文字简练，具有浓厚的时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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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为集资政、教化、存史作用于一体的资料性著述，内

容涉及全县卫生事业各个领域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反映

全县卫生事业发展客观规律及其与人民健康相互关系的志书。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的有机统一。

三、本志上限为明洪武三年(1370年)，下限至1997年底，个

别记述有所延伸。客观真实地记述了滦县600多年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史。

四、本志采用分类编纂法，设编、章、节三个层次，全志共设

11编37章141节。文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相结

合，以志为主。

五、内容上贯穿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重点记述解放后

滦县卫生事业的发展与重大变化。

六、本志民国以前(不含民国)的年代，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

元纪年的方法，以后采用公元纪年。使用的“解放前(后)"、“建

国前(后)"等时间概念，均指1949年本县解放前(后)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o．

七、本志所用数据都经反复核实，准确可靠。

八、本志资料，源于本市、县、局档案室的文献，专题材料，

《滦县志》，《滦县年鉴》，口碑资料，基层单位志稿等。

九、文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

字总表》为准，力求规范、准确。

十、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的使用，遵照国务院1984年发布

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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