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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代政治家，史学家视志书为社会历‘

史的脚印，安邦冶县的鉴镜。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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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卫生，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各族入民长期在生产、生活中同疾病斗争 。

实践的经验总结。它具有自己的特色，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o ’．：
一

历史表明，医药卫生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它的理论和技术要不断革新，’不断．进

步；．要在不断清除谬误中达到新的水平。思格斯说：’“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清除

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看待医

药卫生发展史的准则。 ． 。．
。，

，。 ‘，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医药卫生同社会物质生产在发展过程

中的辩证关系，记述各个历史时期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状况；反映社会结构、文化状况与

社会意识形态对医药卫生发展的影响，揭示慑药卫生发展规律，达猫“资政、存史、教
。

化"，这是编写卫生志的目的。+ o ·1

’《巴中县卫生志》本着上述要求，着重对医疗卫生的机构沿革、卫生管理、卫生防， ，

疫、医疗保健，妇幼卫生、中医事业、医教科技等方面的历史发展作了翔实的记录。它

记载了我县1911年至1985年医药卫生史上的兴衰起伏i经验教训。是我县首部较为完整．’

的系统的反映卫生部门各个时期的业务活动和职能作用的“百科全书"o ． 。，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本志记百载沧桑，+立足予存真 ．。

求实之原则，继承创新，如实地总结了我县医药卫生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 ，

探索卫生事业发展规律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当政者制订卫生工作决策提

i，‘ 供了历史鉴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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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本志全面地收集、整理、记述了我县医疗，卫生防疫、妇幼保健、教学科研、

爱同卫生等卫生工作中主要事件的发生，发展史。

2、上限自民围元年(1911年)，下限至1985年。

3、本志共12篇，39章，123节，26万余字。

4、称渭；中华民国称民阔或称怒目前，建尉后称人民政府。

6、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报纸杂志，座谈走访、lZl碑，书信、争题凋查以及我局

所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志摘录，经核实、定稿o

6、本志以白话文为主，兼文白必叙，辅以图裘，以达文图并茂。
‘

7，局编鬃领导小组将卫生志初稿交县，区各医疗卫生啦位领导，顾问、知情人士

充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后，又经编纂领导小组成员、顺问、知倚人一L三次复审，再交

县志办审核验收。 ·

8、计划’皂育工作，巴列入“人广：志》，j&志不再赘述。

9，县委地方病领导小组办公室、除害灭瘸办公室，县人民政府爱卫会办公室、公

费医疗办公室，虽非卫生局商属机构，但工作～体，老∈为密切，故纳入本志叙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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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县卫生

概 述

=b
．．龄

我县位于大巴山南麓，达县地区西北邴。东南与通江、平吕两县接壤；正南和仪陇

县毗邻，西连苍溪、闽中两县，北同南江山水相依。 ．

地理座标北纬31。307-'-'32。047，东经106。21 7～107。077。县境东西长72公里，南北

宽62公里，幅员砸积2558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及西北向南倾斜绵延，分丘陵、

低山地、河流和平坝，丘陵占总面积的67％。境内河流都从北、南、西向东南方向汇

集，均属巴河水系，其流域而积3225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1052252人，平均每平方公

里411入。汉族为主，另有少屋回，藏，满．苗，壮、彝、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耕地面

积960294亩，平均人平耕地面积0191亩，主产水稻，小麦、红苕，玉米。
’

我县属于亚热带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气温随地势升高而逐渐降低，年平均气温

17．1℃。全年无霜期约280天，年平均降雨最1117．9毫米，常年雨量分布不均，七√k．

九月份较多。 ：

全县行政区划共辖1 24"区，1个区级镇，80个乡(镇)，817个村，5085个村民

组。
一

。
i

县人民政府驻巴州镇。县卫生局于1983年从县人民政府内迁出，设于民主街。

我县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是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33年建立川陕

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及苏维埃政府制定卫生计划，办理清洁防疫，推广医药卫生，

积极组织，阳大胆吸收地方中医药人员加入红军医院和川陕工农医院，采取多种形式普及

卫生知识，改变卫生面貌，推行禁烟政策，为保障人民的建康，促进革命率业的发展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建国前，我县交通闭塞，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加之统治阶级极不重

视，把本来发展缓慢的医药卫生，变为他们发财致寓、“延年益寿，，的工贝，阻碍了卫

生事业的发展。其时，全县仅有几家私人诊所，数十万人民的赫患奎赖民间少数中草药

医诊治。迟至1943年才成立县卫生院，至此公立医疗机构才有所建立，然而设备简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医疗技术水平蝎劣，广大人民群众缺医少药依然如故一·?：～：．_。⋯一c．．，’=j 矗 ，

‘． 一 ． -·-一 -。
· ·， ： !⋯ I．· {J、

一’

．，⋯二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变革了社会生产关系，；人民当家作主入，．医学服务‘于少数人 √’．，

的历史转移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方面来，正因为如此，，卫生工作才得以迅速发展。

1950年县人民政府接管县卫生院，．几易其名变为今天的县人民医院。1951年组建卫生工

作者协会，组织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加入公立医疗机构，先后成立各区卫生所，发展成为

现在的区卫生院，1953年后，各乡陆续成立联合诊所，：是现今乡卫生院之前身，1952年

成立县卫生科，后名县卫生局。今卫生局下辖县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

中医院．卫生进修学校，药检所、结核病防治所(均驻巴9、1,1镇)以及12个区卫生院、80个

乡卫生院。全县8】7个村均建立了村卫生站，县境内另有厂(矿)j企事业单位医务室

(所)31个，计划生育指导站93个。 ．

。⋯
∥，

。

。二 1949年前，全县有中西医药人员数百人(含个体开业医生)0 1 985年底医疗卫生机

构有医务人员1909人(不含厂矿企事业单位54人，县、区，乡计划生育指导站178人，i

村卫生员1 394人，乡村医生740人，个体开业95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642人，．?占

，87．7％。卫生技术人员中；副主任医师2入，主治医师1 3X，中医主治医师、主篱药师

各1人，主管护师3人，中医师17人，巾药剂师1人，西医师98人，西药齐l师3人，。检验

1师2人，护师3人，其它技师6人，中医士203人，西医士165人，西药剂士22入，中药

j剂士11人，助产士44人，护士182人，检验士26人，其它技士12A．，初级卫生技术人
●

员827人。一 ，
，’ ．。

．‘一1952年全县有病床30张；1 985年全县有病床1804张(不含厂矿?企事业单位医务．：。 、’

室、训j划生育指导站)。。．。’．、．≯
。

、? 0，，‘? 。0‘ ， ’一。 ，j
i

‘建同前，’缺医少药十分突出，广大人民群众无医疗保证，．有病无处求医j无钱枣

医，只好把疾病看作是天命所定，7而迷信于封建鬼神的摆布，轻疯拖蟊；霆病拖死，‘毒
“

旦瘟疫流行广造成不少人家田园荒芜、家破人亡的惨境。 _。⋯一．一i ． ～．．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群众匏卫生费册逐年增加，公费医疗、．劳

保医疗、．合作医疗制度不断麓立健全0 1985年全县卫聋事业费2085lB5、元，公费医疗袁

，出851434元。全民所有制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费用财政拨款，厂矿企业及集体所有制事 。

．业单位职工的医疗费用由单位负担，职工子女的医疗费用也由单位承担一部分。1985年

县、区、乡医疗机构(不含厂矿，企事业单位医务室叶村卫生站)诊治病‘人203604薹大

+次，住院籍人累计24057人次。日均门诊6675．55人次，日均出院66．08人次，日均急诊

～13人次，，病死率0．75％。 o‘‘ 一一i’，j 4|．． ：’．，一．o．，+

’．￡全县药品丰富，房屋、设备和人员基本配套。所需的中、西药品，、医疗器械，分另《

‘由中药材公司、医药公司直接供应i 0
．，r ： 、t!o．： ·：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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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国民党统治30余年，素不重视人民健康，卫生机构残缺不全，‘人民饱受缺医少药之
‘

苦。i“肘疫刀猖獗，巫医迷信盛行，卖淫；吸毒泛滥，‘环境卫生极差，．垃圾粪便举目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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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致病媒介到处孳生，大部分人饮用河、沟，塘以及被污染之水，食具不讲消毒，无

食品卫生设施，人民穷困潦倒，体质甚差，平均寿命很短。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重视卫生建设。一开始就

大力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取缔“巫医’’迷信，禁食鸦片I组织个体医生走社会主义道

路，建立四级卫生网，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加强环境、饮食卫生的监督监测，加强饮水

卫生和粪便的管理，消灭“四害”(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治理工业“三废"

(废水、废渣、废气)污染j实行功：境保护，开展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党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城乡居民生活：水-'F口jj矗提高。农村“两管，，，“五改，，，卫

生村建没初见成效，城镇栽花种草，建造舒适环境，对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1 979年，

我县确：城守公社五大队开展卫生试点，大搞卫生村建设，1980年全县推广，至1985年底

全县共建卫生村235个。改水、改厕、改灶、改良畜圈、改变环境、管粪、管水的群众

运动蔚然兴起，城乡环境卫生大为改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口益提高，我县人口平均期

望寿命由1949年前的35岁(依据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数)上升到1981年的男65．37岁，

女69．65岁。

四

建国前，中华民族受尽凌辱，被称为“东亚病夫”。民围30余年问，我县发生过三

次“伤寒”(中医病名，俗称窝儿寒)人流行，其它如霍乱、天花、疟疾、麻疹、痢疾

反复出珊．发病高峰，枷毒(乜：病)、结核、疥疮、钩虫病发疯十分普避。仪1924年“伤

寒"流行，死者逾万，不少之家十人九病，更有全家毙命者，荒坟遍野，万户萧条。
‘

建困后，我县广大医务工作者认真贯fl：l执行党的“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推

行预防接种，计划免疫，开展四大卫生(劳动，环境、学校、放射)监督监测，普查职

业病，对饮食行业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开展卫生宣传，普及卫生知识，控制传染病、职

业病、寄生虫病、虫媒昆虫类疾病的发生，开展十万人长期疾病监测，加强地方病、传

染病的管理。195]年后，各级医疗，防疫机构加强预防措施，各类传染病迅速下降，建

国前流行最广，危害极大的天花、霍乱于1953年绝迹，1966年消灭了伤寒，副伤寒，斑

疹伤寒、性病，1979年起未发现脊灰、疟疾病例d

自1 979年开展计划免疫以来，7岁以内儿童建卡135000人，建卡率S3．1％o对麻

风、地氟，地甲，结核等地方病进行流行病学凋查，建立厂矿企业工人健康档案6837个’

实行防疫工作分级承包、分级管理，四级卫生防疫网日益健全，传染病总发病率由1980

年的258．4／十万下降到1985年的130．69／十万。近年来除流脑、钩体、肝炎，麻疹、

痢疾外，其它传染病只零星发生。
’

五
‘

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妇女受“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桎梏，地位十分低下，儿

8
‘



女生多活少，’。“娃娃-坟．"比比皆是。’接生婆多用不消毒芝剪力、一陶饔稃片我参雇片断
，脐，难产、破伤风，产褥热屡见不鲜，母子俱亡者甚多：至1943年后垒县才有2名从事
接生的助产士，’哪有妇幼保健可言．o‘． 。。|。，． 一

一
1‘’ 1，；■

‘·1953年，我县成立妇幼保健站，自成立到1956年共培训接生员611人。1956年各乡

成立接生站，推广新法接生，此后逐步健全了四级妇幼卫生网，1985年底全县有专业妇

幼人员137人。自推广新法接生以来，接生率逐年增高，1952年新法接生率5．7％，1985

年达到98．4％，产褥热，．新生儿破伤风趋于零，守产程分娩率87．9％，产妇死亡率

3．1‰，新生儿死亡率4．9‰，妇女实行四期(月经，怀孕，临产、哺乳)劳动保护，妇

女两病(尿瘘，子宫脱垂)全面普查治疗，1985年查出子宫脱垂2610人，治疗1579人，：

尿瘘病25人，治疗20人，学龄前儿童免费健康检查62525A，检查面65．3％，建卡55049

人，缺点矫治5319人，驱蛔治疗61072人，儿保试点92个，试点内O～7岁儿童10025

人·有力地保护了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 ‘．。

民国年间，我县无正规医学教育，医学知识的延续均以家传师授的方式进行。1949

年前全县数百名中西医药人员中，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仅有8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中医师公会曾议决举办中医学校或补习班，结果成了泡影。 ．。 6： ．．

‘为解决医学后继乏人乏术，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建国初开办预防医学班、接譬人员

训练班，中，，西医进修班，培训医务人员500余人。采用传统的中医带徒方法'l 0一年

间(1952——1961)中医学徒结业347人。1958年成立县卫生学校，为开发医药技术人

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建校至1985年共办各种培训班62期，·培训卫生技术人员3320人

次。1979年恢复县医学会，广泛开展学术活动，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组织学术报告会，‘

组织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医药卫生人员赴全县开展巡回讲学，通过请进来辅导，送出去进

修，‘在职学习，专题讨论，函授教学等方式，使全县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

高，在职称考核晋升中，通过考试、考核，全县240人晋升为医士，45人晋升为医师级，

19人晋升为主治医师级，2人晋升为管理副主任医师。 一|。

V，j， · 。r．。j
。?。 嚷o

j ．-： =。。，。．h’ 。、’七一

一E

Ⅲ／l

“， ．

。

建国前，我县医生奇缺，而且多为个体开业，1943年虽成立了县卫生院， 但限于设 ⋯'

备和技术力量，仅勉强靛应付常见的疾病，医学科研更是空白。’ ．

．建自后，_大批大中专毕业生译年分配来县，充实蓟医穸卫生机构之中，‘文化譬
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童·医疗卫生的新技术蓬勃发展，新项目不断开展。

1958年自制的康氏，波氏抗原的准确度达到北京生物制剂厂同类产品的标准，革新医疗

器械16种，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脑、传染性肝炎，痢疾收到良效，同年开展“三献磅．



(秘、验、单方)运动，收集整理秘，验，单方8054个i’1974年开展病毒分离，三年

(1974——1976)共分离出上呼吸道病毒49株j为防治感冒。慢性支气管炎提供了科学

依据’1977年肿瘤死因回顾调查，三年恶性肿瘤死亡率64．44／十万，消化系统癌居首

位’1978年中草药资源普查，收集标本1071件，1980年鼠类种属，密度及钩体带菌型别

调查i摸清了家、野鼠都是钩体的主要传染源，1981年开展十万人口长期疾病监测，提

、 供了我县人口变动规律，居民健康状况，疾病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计划生育，．妇幼保

健，人群死因动态等信息，1985年一例断臂再植手术成功，填补了我县显微外科空白。

几年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勇于钻研，刻苦攻关，有6项科研获得省，地重大科研成果奖，

其中获省级奖三项，获地级奖三项。

i---一

八．

民国时期，西医数少质羞，祖阿的传统隈’浮又遭到排斥、歧视和摧残，消灭中医的

政策给祖国医学带来巨大灾难。政府历次歧视、’排斥中阪的种种措施，遭到全国人民和

中医界的强烈反对，虽未能达到淌灭中医的目的，却使祖国医学受到严覆的摧残。中医

处于自生自灭、濒临灭亡境地。
。

新中罔成立后，祖同医学才有了转机。党制订了“团结、教育，使用”的中医政

策，吸收中医药人员加入公立医疗机构，设立中医研究机构，开没中医药院校。建国

初，我县即采取一些于{僦鼓励钇老中医带徒，开没中医进修班、轮训班，每年均对中医
药人员进行业务技术培训，为乞老中医陀侨助手，收娥‘黔理名老·川装的学术经验。1978

年以来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巾医政策，纠正平反中医队伍中的冤，假、错案38人，恢复

了镨下放的22名中医药人员的公职，60多名中医药人员进入了各级医疗单位领导班子，

9名中医当选为政协委员。1979年通过全省统考，我县择优录取4名集体所有制中医人

员加入到全民所有制医疗单位，1983年5月成立县中医院，1984年成立县振兴中医领导

小组办公室，标志着我县振兴中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
蓐

人民是创造、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医务工作者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中积累了极为

丰富的经验，对推动我县医学的发展，为人民的康强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领导下，他们精神焕发，工作兢兢业业，活人济世，救死扶危，弱彻党的卫生工

作方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医学服务于人民，

做出了旷古未有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全县广大医务人员在

防病治病，保护人民健康方面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全县卫生工作在分配方式，管理

体制，人事制度和领导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单位增加了活力，社会效益和经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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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大增，医德医风教育普遍开展，一批文明单位涌现出来。与此同时，卫生部门坚‘

。持党的实事求是，_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中、

医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吸收知识分子入党f选拔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进入领导岗_

位。干部职工精神振奋，知识分子吐气扬眉，卫生工作生机盎然。在实行国民经济调整

．中，1983年我县被列入全省第二批三分之一卫生事业重点县建设，健全各级指挥系

’统，加速基本建设，狠抓人才培训，技术发展，引进开展新项目，改善服务态度，提高

‘医疗质量，提高管理水平，达到人员、房屋，设备三配套，使县级医疗卫生单位成为全

县医疗，教学，科研基地和人才培训的中心，进一步巩固农村四级卫生网，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 ’。、

-
、

一

． 备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是卫生工作的宗旨。我县卫生工作每取得一点成绩，党和

政府都十分重视。1958年我县被评为全国除“四害"讲卫生先进集体，1959年被评为省

卫生工作先进单位，1982年被评为全省农村卫生工作先进单位，1985年被评为省爱国卫

生先进单位。医疗卫生单位的医务工作者多次出席全国、省、地先代会，县防疫站、曾

口区卫生院分别受到国务院和中央卫生部嘉奖。 ?
。

· ．新时期给卫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四化眠建设的宏伟目标激励着广大医务人员

：奋发努力。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保健。"为此，全县白衣战士正在

奋力拚搏。 一

。～■～ ^，
。 ～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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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67年——1 968年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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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々‘ ，十

。巴中县县、，区．乡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人员统计
●

，

(注1967年二一1968年缺资料)
＼。

＼。 牵-。j，。项?汰、 1959 1960 196l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一、机构数 89 89 89 89 91 9】 9l 91

二、床位数、‘ 210 497 125，
1

196 287 337 595

=．同帘人麓澍’ 762 — 791 841． 952 941 948 936， 965‘

1、卫生披小八贝 725 734 774 917 894 875 898 903

其中t副主任医师’
．主冶医师

’一——芏管技师：
主管护师
主管医师
主管药师 ．

中医王治医师
：．． 中医师

西医师 4 6 7 8 23 25 27 28

中药师，

：： 护一～师
。。

一：： 检验师 1 1 3． 3

． 西药师 1 1 l 1 2 2 ’2 2

其他技师． ⋯1

甲医士

陵一医士 17 15 24 37 28 36 42． 45一

。： 助一芒一士 10。 10 10 ·10 10 ．8 8 ，lO
‘

护 士 20 25 ·26 31 31 34 37 34

西药剂士 ⋯
6 5 5 6 5 6 6 6

中药剂士，
检验士，， 3 3 3 ‘ 6 8

、

7 7

其他技士 2 5 1

中 医 ． 329 330 412 607 596 51 0 547 —482

护理员 21 28 29 32 29 24

妇幼保健员 8 25 ．28 34 26 35 29
。

35
：’ 中药剂员 。． 60， 64 51 21 2 52 55 81

西药剂员．
“

10 10 1l “10 14

检验员．， 6 ‘

8 9 7

其他初级卫生技术人员 230 203 158 124、 125 113 · 135 169

2，行政管西灭员 13 27 29 2l 14 17
‘

16 2l

3、工勤人员 24 30 38 24 ’33 56 22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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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中县县。区，乡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人员统计
‘

(注1967年一1968年缺资料) ，

，

10

、、

¨

，

．

h

，一

●

＼≮、 ，＼窄。 ‘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泌
一一、机构数 97 97 97 97 97 、．q7 P7 98 98

—

—2■]莱俯狮 2029 2216 2258 1997 1943 1756 1594 1659 、1804

三、固定人员数 1390 1430 1553 1633 1752 】901． 1883 191 2 1909

、 l、卫生技术人员 1242 1257 1325 1387 1496 1662 1623 1652 1642

其中：副主任医师 ，。2 2 2

主治医师 2 8 12 12 】2 ’12

主管技师 1 1

主管护师． 3 3 。 3．
： 主管医师． 1 1 l

主管药师 l l 1 1 l
‘ 1

中医主治医师 ～ 一 】 l l 1
：”

中医师’ 18 20 19 18 1 7r

西医师 57 ， 。63 68 76 84 ．83 83 91 98

中药师 1 1 1 1 1 1 1 l 1

护 师 4 4 7 3 3

检验师 3 1 2 6 4 3 1 2 2

西药师 2 2 5 4 5 6 4 3 3，

———其砸技师 1 1 1 5 6

中医士 ’30 30 ‘44 188 199 209 219 199 203

西医士+ 114 123 ]02 138 187 195 194 159 165
—

助产士 16 16 18 33 46 45 51 47 44

、 护 V士 93 85 103： 125 140 182 186 176 182

四约行U士 11 12． 16 20 19 18 19 20 22

’ 中药剂士 11 11 11 ． 1l 12 11

+检验士 11 13 12 】7 19 ”13’ 24 2耋 26

其他技士 3 3 3 7 7 lO’ 8 15 12

中 j医 576 589 579 456 432 444 534 261 228

护理员 ．‘
‘44 25 24， 45 54 62 58 54 45

一一
—_一妇劲保健员 70 78 80 91 101

中药剂员 62 73 84 95 112 120 123 1】．9 11Q
—

’西药剂员 42 64 52 46 72 88 92 9l 95

‘检验员 16 14 19 16 26 41
—

38 42 38

其他初级卫生技术人员 195 179 210 181 254 353 276 29】= 311

2、行政管理人员 78 69 90 78 85 72 79 85 78

3、工勤人员 70 96 138 158 168 168 184 175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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嶷谁嫌蠼



1 984年11月省卫生厅厅长顾德承(前排左三)来我县视察

原成都军区p’￡郎副部长李维安(前排左三)1984年1 2

月率成都军区陆军总医院离休军医到巴中传授医疗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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