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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医学院发展概况

包头医学院是一九五八年九月一 H建立的，至今年九月

T 日整整三十年了 . 三十年来，包头医学院经历了艰难曲折

的发展历程。从无到布，从小到大，从下马到上马，历经坎

坷，在调整中不断充实提高 、成长壮大，经过多次泯变和发

展，如今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高

等医学院校， -成为包头市和自治区阴郁三盟二市医学教育和

科研的一个基地，为地养合格的高级医学人才，为|如病、治

病、促进人民健康作出了一定贡献。

编写校史，就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免

今后再走弯路，把高等学校办好，以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掀起了技术

革命和文化革命高潮。当时，一方面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要

求 ， 另一方面也从包头的实际情况出发，需要建立一所高等

医药院校。

一九五八年五月， 在包头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医务界代表底子铮 . 崔跃宗等八人联合发言，提议

在包头办一所医学院，以便培养和l充实我市的医疗卫生队

伍，改变我市卫生落后面貌。在当时大跃进的形势-r ，包头市

委决定在包头建立医学院、师范专科学校等四所高等院校。

接着包头市卫生用32组提出创立~包头医学院的方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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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设钮，设置医学系，学制五年，4j年招生120人.经自治

区党委批准后正式结()I\o

六)J.市委决定出去平、耿世·大、周画 ff}j组成但头医学

院络备处 ， 二十三 日在今包头市绵五医院 (口[J 当时的妇产科

医院 )开始了筹建工作。

经过好建组同志们的紧张工，什 ， 四处奔跑 ， 到处求援 ，

落实招生J旨标 ， 1úHJ主教师 、 经挺、干部 、 校舍、仪器设备、

图书资料等问题。山于包头市委直接领导和有关单位大力支

援 ， 通过两个月的努力， 络建工作基本就绪，于九月一 日，

医学院等四所院校，在包头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举行了开学

典礼。一所新的医药院校诞生了。

九月七日， 医学院第一届学生开始上课，安平同志做了

关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对医学院的

教育革命提出了许多"左"的安求，过分强调学生参拥政治

斗争，过分强调参加体力劳动。提出要把学校办成共产主义

风格的学校，把教学尽母做到从课本引j实践到生产三结合 ，

要大办工厂、公园化、公社化、工农商学:兵都有一点 .

九月十五日全院 J20名师生到自主-采矿，共共.采 0矿'.丁7 Oω1211吨电。

医学院由于是"先上马后备鞍

校舍严重不足， 教学设好极其简陋，教师寥寥无几 ， 内蒙古

医学院大力支持，根据区党委指示， fb包医抽调台赞良等五

名讲师，十名助教，使一年级课程按计划开课。只能开外

语 、 物理等几门课。开始 ， 校址在东河区 巴彦特J拉立大社街J和公

囚附交叉路口东侧f白的!白甘一座 "拐把f楼姿

所，暂借做校舍的。

十一月 ， 经报珩内蒙党委同志。包头市委正式任命包头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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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的领导班子。院党委书记为安平同志，院长义乐图同

志，党委付书记是耿世大，付院长由周画肪同志担任

包头医学院创始叶期只有医疗系一个专业，招收一百六

十余人。学制五年。那时学生来源不足，除内蒙分配高中学

生40余人外，不足部分由调干生和l社会青年补充。

新生入学后不几天，就卷入"大跃进"的狂热中，随即

怦曰:，几乎全体师生投入采矿和大炼钢铁的运动。

为了适应大炼钢铁的需罢，十月组成钢铁司令部，安

干、耿世大、周画 !Yi参予了领导。前JE砌成 1 . 5立方米小高

炉四十座，炼铁280余吨也额元成了任务。 当时的 口 号是

"红旗飘驯，铁水滔滔"。因炼铁成绩突出，十二n 向市委

和 l人委报捷， ~1iJrli里表 扬， 并荣获锦版。月底又组织一百

余人赴京参观教育革命展览。

一九五九年提出以贯彻党的敦育方针为纲，实行Jì院教

学同时并举。由于Jl"TiJî理解，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

"开辟广泛的劳功茸地"的口号下，掀起了"大办工厂、大

舟、农场、大办科研"的运动，提出难以实现的口号，什么办

"万人大学

五九年囚月， 为府决包头l玄学院:虫学设备等困难，市委

决定包头市卫生学校 ( 2 15名学生 ) ，包头市第二医院 ( 200 

张病床 ， )市制药厂 (70名职工)划归我院 ， 改称为附属卫生

学校、附属第二医院、附属制药厂。 十二月附属制药厂去四

市卫生局。

为了贯彻党的"教育为元产阶级政治 !ji号子，教育与生产

到动相结合"的方针 ， 学校办起了农场 ， 种地 1 i 01坷 ， 养 猪

2 00头，养鸡 150 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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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开办细菌肥料厂、化工厂、电于仪器修配厂、标本

模型厂、!去用动物饲养场、家俱修配厂、鸡猪饲养场，形成

了初步的芳动基地，六0年又在前旗开辟新的农场(称西农

场) ，非Ir J也3000余亩。在当时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基本

解决了学校千余人的此菜和l部分付食 i;;rlDU豆。但是生产任务

章 ， 主要靠师生员工轮流到农场尖功。广大师生虽然经受锻

炼，但因劳动过多，负担过茧， Jj~响部分师生身体健贱，{也

学校教学受到严重冲击 ， 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加上农场

管理不善 ， 年年亏损 ， 六二年随着学校调整，农场及其它工

厂即被撤销。

与此同时，学校开展科学研究 ， 提出要向国庆十周年献

礼。

七月包头市人委批准组成!先务委51会，义乐图同志任主

任。

九月底学校由东问区搬迁到昆区棉麻厂福利区新的校

址，直到现在。卫生学校也搬到新校址。

一九六0年，把科研推向新的高潮，以超声波为 1-1二1 心，

大搞科研运动。提出"人人有科研，个个有创造，月月有成

绩，季芋'有献礼"的口号。 要创造出一门新医学疗法一一超

声波疗法。科研项目花样翻新，除了大捎超声波外，还搞什

么"人工降雨"、 "人造蘑菇"、 " ør&边酒精"、 "动物杂

交"、 "土火箭上天"。这些大办非常幼稚可笑，但当时却

搞的轰轰烈烈，吸引了许多人来 It~参观。六0年夏，中共中

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付总理陆定一同志在包视察期

间， rÈl自 治区党委候补书记、 宣传部长胡昭衡陪同，前来医

学院参观视察。这些所谓"大办"的新事物，却巧是成了头

. 4 



脑发热，浮夸风的见证。

六0年学校实行春秋i从J季招生。共招收本科学生627名，

中专学生:394名。当时学生来源不足，就从社会上招收。这

样，超过计划五百余人。

手i1 T!r卫生用联合举办但又·业余l炎'于:ji，右， 4 )J 5 日开芋，

入学82人，取得毕业证51 名。

这 一年又成立了药学系，不到\气.::x.将该系问挂给医学

系

这年又搞现场教学， JLJj , rll专!但届毕业生98名 同学到

哈林格尔、 f~lm城关镇、四斗制if;二jAj f现场教学。

IL! Y'招收学生过多， :xJ超 ~l'划出 !11.: (19 ìfJr ~主边行处缸，以

各种名义和I不适当的政治归于沾边学生。经过一年多的工

作， :'止血了五六 íT学生。被iJ1Jj丛的这些学生，在落实党的政

策的 ilJ役，纷纷来信或来校要求落实政策，丰!、反毕业ìÆ 二目。

为此，学校抽出专人，接待和i办理 î'~~实政策工作。给学校工

作带来极大困难和麻烦，给 [. ill 东造成不少经济损失。

'- jL六一年，内 蒙.卫生n决定把自治区卫生干部边修学

Wúl\ 1I于手n浩特迁往包头， -~g 包头医学院合并。九月，六百余

名学生、六十余名教职工并入包头医学院。这样，但医的师

资力址、教学设备进一步增强，经费来说有了仪证。此时，

学仪成了 4套班子，三个的!于一包头医学 i元、内蒙卫生干部

边传学院、包头市卫生学校。 i!近扫负着培养高级医务人员的

任务，又 jJ[负着培养 r[-l 级民务人员和!卫;1:. ~l二部进倍的教育任

务。

))~ '(内蒙古卫生干部311位学院的lJU身可以迫溯到解放战争

时期，因战争的需要，一九 p!，[九年五月内蒙古军区创建内蒙

. 5 . 



古军区卫生技术干部学校 ， -jL Ii.O年 1 1 月该校移交地方 ，

改名为内蒙古医士学校 ( 乌兰浩特 )。 一九五四年夏蒙绥合

井，自治区首府迁呼和浩特 ， 该校也随之搬迁，与原绥远省

卫生学校合并 ， 更名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卫生学校 。 一九五七

年，自治区卫生厅历属卫生干部训练所与呼和浩特卫 校合

井，改为H于和1浩特医学专科学校 ， 交由 H于市领导。呼和浩特

医专建立后 ，因人力物力不足难以继织维持，不久改为卫生

干部进修学院，仍由卫生厅领导。一九六一年与包医合并。

一九六二年自治区党委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我区高等院

校，决定撤销包头医学院 ， 改为内蒙古卫生干部进修学院，

招收在职高、 rl:t级卫生干部。包头医学院牌子和在校学生继

续保留， 直到毕业。同时 I~l 治区卫生厅调整全区中等卫生专

业学校，决寇将与医学院合并的包头卫生学校分出来，由卫

生厅领导，组织上与进修学院合署办公。

一九六三年一月医学院召开首届党代会，随后市委决定

由九位同志组成新的党委会，安平同志养病期间，由耿世大

同志代理书记。

九月医学院，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出各种规草制

度，使学院沿着正规方向前进。 -1'- )J 经过民主选举，我l克

正式建立了院工会委员会，刘一舟同志任主席.

一九六四年医学院开展"五反"( fiB张 浪 费、官 惊 .~ ì~

义 、 分散主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领导干部下楼

洗澡 ， 群众洗手洗脚放包献。运动搞的东轰烈烈， 持续时 间

半年多。九月耿世大同志调离学校。十月市委任命刘哲同志

为我院党委代理书记 。

一九〉、{五年 ，包头卫校根据卫生部在关于加强农村医药

. 6 • 



卫生工作的报告中提到的一部分有条件的卫生学校 ， 可改为

医学专科学校 ，为农村培养医生的精神 ， 向上级提出把卫生

学校改为医学专科学校的申请 ， 自 治区卫生厅转报中央卫生

部，经国务院批准，内蒙古包头卫生~Jt:校升格为包头医学专

科学校， 学制三年 ， 同年秋季招收了LiJ 一期学生。

正当学校在贯彻"调整方针"、 "高教六十条"以后 ，

各项工作顺利发展 ， 教育事业向前迈进的时候史无前

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在全国刮起来了。学校首当

其冲停下课来 ， 杀向社会 "闹革命" 。 在 "横扫一切牛鬼盹

神"口号的蛊惑下，学校领导干部和许多敦职职、工被戴 上 了

"三家村

神"等政治帽于，揪出斗争，关入"牛棚强制劳改。据

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全校受到各种形式批判的(包

括学生 )共五百五十一人 ， 其中校一级领导的百分之百，中

层干部几乎百分之百，教师达百分之六十。一九六七年，在

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学校党政财文大权被夺去，群

众组织代替了原来的各级领导班子. 学校是遭到摧残 、 破坏

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除了给许多同志的精神和肉

体造成严重的创伤外，医 专的物质破坏也是严重的z 图书资

料、仪器设备大量散失;门窗玻璃、课桌课凳丢失 损坏 殆

尽;校舍、场地以各种名 日 战侵占 ; 树木花卉砍伐变除，一

个花香凹溢的校园，被*自踏的jf1ì j也瓦砾，满目疮质。

一九七一年 ，高等学校恢复招生 ， ;住荐工农兵学员上大

学 。 医专招收了医学系试点班46人，以后又连续招收五届学

生共七百一十一人;招收了两期医学和卫生专业的进修干部

学员。这些学生中，很多人入学 前 在 其 层当 过"赤脚 r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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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红工医从事过医疗卫生工作，有一定实践 经

验。但是，他们中的多数文化基础差，给教学和进一步培养

带来很大困难。这段时间学校的党委书记、草委会主任，先

是王纯宁 ， 后为于峰。

这期间，各种政治运动连续不断， 工宣队再次 进驻学

校，这次进驻时间较 l乏，对稳定学校秩序起了一定作用，总

的说，工宣队还是执行了当时"左"的错误政策。学校进行了所

谓"反回潮"、 "反右倾"、 "反复辟"等等，对学校的工

作干扰破坏很大。但是， 学校绝大部分教职员工努力排除干

扰 ， 克服困难，坚持办学，学校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步恢复。

一九七四年开始走"开门办学"之路。七五年学习"朝

农"经验，又在伊盟办分校。从总体而论，是"左"倾错误

的产物。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 后，一九七七年三 月包

头医专在市委领导下，开展了揭批查"四人帮"运功。由于

"左" 的错误指导思想 ， 运动受到了很大干扰。校党委书记

于峰同志被停止检查 ， 党委一班人进行正风 ， 日协是增强团

结 ， 搞好运动和各项工作。市委派以曹法同志为首的工作组

来校领导运动 ， 清查了不该清查的同志。 一九七八年十月恢

复了于峰同志的党委书记工作。

一九七七年巾央决定改革招生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包

头医专参加了全国统→招生。并决定增设卫生系，积极进行

筹备工作。还举办了一期鼠防学习班。

一九七八年八月教育部正式批准恢复包头医学院，学1M

五年。

一九七九年初自治区党委任命以李莲同志为首的新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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