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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县卫生志》的编修，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现在付印出版
了。

合川原名合州，是一个有古老历史的县，医疗卫生活动源远流

长，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有建树的医家。但历代州志、县志对其业绩

记载甚少，更无一部专门记述医疗卫生事业历史发展全貌的专志。 当

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建设蓬勃

发展。盛世修志是我国优良的历史传统，同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也需要我们具有广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特别需

要了解和吸取各类专业在每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提

供借鉴和依据，起到古为今用，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作用。为此，我们
决定编修一部记述合川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史和现实全貌的专志。
1985年6月组建了《合川县卫生志》编修领导小组和编辑委员会，主

持并具体承担修志任务。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于I 988年8月编写

出了合川县的第一部卫生专业志。

我们在志书的总体设计和具体编写过程中，虽然主观上力求做到
观点正确，史料翔实，特点突出，文风端正，尽可能为合川卫生事业
的发展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和便于察考的系统资料，以及对青

年卫生人员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但由于历时久

远，有的时期政局极不稳定，资料散失，许多史实无从察考；加之我
们缺乏编写经验，知识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各级
领导和史志赛、卫生界的前辈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在编修过程中，各种图片、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承蒙各有关
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合川县卫生局局长

游树先
1 9 8 84-8月



凡 例

一、《合川县卫生志》(以下简称本志)，是记述合川县卫生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专

业志。坚持用新观点，新资料和新方法编修。全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为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四川省县志编纂方案

(草案)》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规划纲要》的精神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力求观点正确，资

料翔实，重点突出，繁简得当，具有时代、地方和专业特色，能客观地反映历史与现实的全

貌，较为充分地体现存史、资治和教育作用。

二、本志上限起自1912年(民国元年)，下限断至1985年。坚持略古详今的原则，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实要详述，以前的适当简略。

三、本志按事业立志，分章，节、目横排，按各项事业发展历史的时序纵述。务求结构

严紧，层次清楚，文笔简练，文风朴实，符合科学体系和逻辑要求。除卷首的概述、大事

记、卷尾的附录外，设机构沿革、卫生队伍、行政管理、卫生防疫、爱国卫生运动、医疗护

理、妇幼保健、医教科研、医林人物等9章，为本志主体。既展现历史，又把握现实，反映

其发展规律，在全志中起支柱作用。

四、本志体裁，采用志、记、传、述、图、表、考、录等形式，以志，记、述、传为

主，图、表、考、录辅之，相互结合，汇为一体。

行文用语体文，记述体。不加评论，让事实说话，寓是非、功过、得失、褒贬、经验、

教训于记述之中。

文笔要简练，文风要朴实，表达要准确、通俗、流畅。语言、文字、标点符号要符合规

范。

统计数据要准确可靠。实数约数用阿拉伯字，序数、代号、番号用汉字表示。数字后的

量词，一律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标准和字符。

对封建朝代和民国年号直接书明，括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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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纪年．

对专有名词、专业术语一律采用法定通行的正式全称，须简称者，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

全称后，括注“以下简称×X X”。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列出本专业在志书断限期内发生的大事、要事，既要体

现以时系事的原则，又要把事件的来龙去脉用简洁的文字交代清楚。

六、本志医林人物，本着方志的一贯原则，坚持生不立传。立传和简介的范围，为在本

志断限期内对全县卫生事业有卓著贡献，学术上有一定建树，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已故卫

生工作者。对于健在的主治医师或相当于主治医师以一L技术职称的卫生人员和从事卫生防

疫、妇幼工作30年以上荣誉证书获得者予以列名。

七、本志资料的搜集利用，以档案图书等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广

采博搜，严格考证，求实存真，力求达到“志为信史"的要求。

八、本志编写出版，由本志编修领导小组和编辑委员会制定凡例、篇目，组织编辑人员

搜集整理资料，写出志书初稿，送交卫生局邀请党政领导机关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负

责人以及卫生人员代表组织会审，广泛征求意见，认真研究，进行补充修改后形成送审稿，

报经合川县县志编修委员会审查验收，认可后由卫生局出版，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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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合川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北部。东邻江北、岳池，南连北碚、壁山，西界铜

梁、潼南，北毗武胜、蓬溪。幅员2356平方公里，境内有大小江河溪流99条，纵横交错，流

经12个区(镇)、52个乡(镇)，总长1990公里；公路四通八达，襄渝铁路穿境而过，水陆交通方

便。人口142．24万，为汉族聚居区。辖14个区(镇)、90个乡(镇)。因县城合阳镇座落在渠、

涪、嘉陵三江汇口处，故名合川。全县地处川中丘陵、川I东平行岭谷交接地带，东西北高，

南面较低，微向三江河谷倾斜。地形主要为平行岭谷和平缓丘陵。土壤以紫色冲积土为主，

土层较厚，土质肥沃。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年平均温度18。C，年降雨量1130毫米，日照1316

小时，无霜期330天以上。适于农作物生长，盛产水稻、玉米、小麦、红苕、油菜、花生、甘

蔗、茶叶、蚕桑、柑桔和中药材等，也利于各种生物病原体的孳生繁殖和传播各种疾病。

合川古称合州，历史悠久，医学源远流长，历代以来曾出现过不少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

学遗产方面有一定建树的人物。《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即载有清末民初名医传略13篙(卷五

十五·方术上)、医家著述16种(卷三十四·艺文二)。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次年辛亥革

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夺，接着军阀纷争，战火连年，民生潦倒。疾病猖獗；抗战时期，日机9

次轰炸县城．死伤惨重，合川人民深受其害。1940年(民国29年)始建立合川县卫生院，仅

有卫生人员8人，El平门诊不足50人次。抗日战争中期，长江下游不少中西医生陆续迁来合

川，到1949年(民国38年)，中西医生增至于人以上。有的开设诊所、医院，有的独立行

医，但因设备简陋，药价高昂，卫生事业落后的状况仍无多大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下简称“建国”)后，1951年4月，合川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成

立，逐步开展了卫生事业建设和各项卫生工作。到1956年．县、区(镇)、乡(镇)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相继建立，为全县医疗卫生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的10年(1957--1966年)中，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59年至1961年发

生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卫生事业建设曾一度出现过曲折，但随着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毛泽东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深入

贯彻和全面执行，医疗卫生网的建设初具规模。“文化大革命"1b年(1966--1976年)，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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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建设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破坏，但卫生部门绝大多数干部和卫生人员仍然坚守岗

位，不但坚持开展日常医疗业务，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全县

14个区(镇)卫生院的新建和扩建任务；培训了数以千计的“赤脚医生”，普遍建立了农村合

作医疗站，使医疗卫生网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卫生事业全面开

展了整顿和改革，医疗卫生网更加健全和完善。到1985年底，全县境内平均每12．5平方公里

内就有一个医疗卫生机构；机构总数与1935年相比增长2．7倍，与1945年相比增长2．3倍，与

1955年相比增长192％；每542人中就有一名专业卫生人员，人员总数与1935年相比增长22．18

倍，与1945年相比增长20．88倍．与1955年相比增长23％，每666人就有一张病床，病床总

数与1935年、1945年相比增长212．3倍，与1955年相比增长25．3倍。医疗设备从无到有，陆

续更新，有的区、镇还装备了部分大、中型医疗器械设备。医疗技术、医疗质量不断提高，县

人民医院不但开展了呼吸、循环、血液、消化、神经、泌尿、内分泌系统各种内科疾病的诊

治和危重病人的抢救，而且还能作一些难度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妇产、泌尿、骨关节、腹

腔、颅脑、上腹部等外科手术。农村常见的肠梗阻、阑尾炎、嵌顿疝和异常产等有的’司就近

在当地区(镇)、乡(镇)卫生院治疗。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的防治已见成效，天花已

经消灭，白喉、流感、头癣、麻风、伤寒副伤寒、脊髓灰质炎等已基本控制；其他各种传染

病的发病率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县内农村已建成卫生村284个，城镇已建成卫生单位351个。

人民群众健康状况和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妇幼保建工作有了新的突破．新法接生率大幅

度提高；产妇死亡率、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和死亡率逐年下降。妇幼保健工作有些项目已达

到或接近全国农村孕产妇、儿童保健甲、乙类地区的质量标准。医学教育逐步形成体系，开

始走向正规。医学科研取得多项成果。全县医疗卫生事业，无论从机构、队伍的发展，设备、

设施的增加，医疗技术、医疗质量的提高，或是疾病防治、群众卫生习惯以及卫生面貌等方

面，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有显著的差别，同四、五十年代相比，其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的。

建国36年来，合川县卫生事业建设和各项卫生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卫生部门认真

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并努力掌握县内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趋利

除弊，充分发挥全县卫生队伍比较雄厚，防疫、防治专业机构比较健全的优势，集中主要力

量，解决主要问题，从而在疫病防治、洪旱灾害医疗救护和卫生基本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的胜利，为全县卫生工作开创了一个较好的局面。

合川气候温和，交通方便，商业繁荣，人口流动频繁。但传染病也易于发生并扩大流

行。t957年春，流行性感冒发生世界性大流行，国内首先在各大、中城市发生，不久波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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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带来县境内大面积散在性流行，发病58000余例。卫生部门当即组织上千名卫生人员赶赴

疫区开展防治，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较快地控制了流行，仅死亡11人。1951年至1972年，

县内先后出现8次麻疹大流行，尤以】959年发病最多，i盘．26000余例。Eh：e及时采j取措施防

治，并对7岁以下儿童普种麻疹疫苗，1973年后未出现大的流行。1980年秋，钩端螺旋体病大

面积暴发流行，发病1600余例，分布在全县13个区、79个乡。由于及时采取了紧急防治措施，特

别是对高发病区人群进行了钩体菌苗接种，因而在1981年特大洪灾后也未发生钩体病流行。

合川地处渠、涪、嘉陵三江汇合口，受东亚季风环流影响，具有“岁岁有洪”的特点。

灾害频繁发生，疫病猖狂流行，人民颠沛流离，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据《合川洪灾浅议》

称，清同治九年(1870年)发大水，全城街巷尽淹，至水断无路．民骑屋背呼救．哭声终夜

不绝，大水后污淖充塞，腥腐逼人，历两月之久稍可居人。民国21年(1932年)，洪水4次

入城，灾后疫病死亡千余人。建国后，党和政府责成卫生部门随时注意洪旱灾期中的医疗救

护和灾后的疫病防治工作。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失误，

加之部分区、乡遭受干早，粮食欠收，副食品缺乏，水肿病大面积流行，先后发病150000

余例。卫生部门及时组织卫生人员1800余名，生活服务人员1286名，开办肿病医院1042所，

设简易病床38201张。突击抢治，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的生命，减少了人口死亡。1981年7

月，合川遭受百年罕见的洪灾，洪峰高达33．1公尺，全县沿江两岸大部分被淹，受灾人口达

20余万。卫生部门发动卫生人员336人，组成81个巡回医疗组，深入灾区抢治伤病。洪水刚

一消退，又组织防疫专业人员107名、“赤脚医生”738名、不脱产卫生员2536名，积极投入

饮食、饮水、环境卫生管理和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发动并带领群众清除淤泥、垃圾和废弃物

15800 O多吨，地面消毒300多万平方公尺；喷洒药物杀灭蚊蝇面积670多万平方公尺；淘洗

水井1467日，水井消毒1543日，送服预防药汤193293人次。并广泛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严格

疫情观察、报告和管理制度。到8月中旬，城乡卫生面貌基本恢复到灾前水平，有力控制了

疫病流行，避免了历史上“大灾之后必发大疫，尸横遍野，腥秽逼人”的悲剧在合Jil重演。

合川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县，地多浅丘，山区甚少。农民习惯于大面积种植玉米、红

苕等作物，常以新鲜人畜粪下早地，是钩虫病的重感染区，发病率曾高达80％以上，严重损

害农村劳动力。1959年秋，全县组织T400多名专业防治人员，调集显微镜47台，逐区逐社

普查普治钩虫病，受检60多万人，治疗15万多人。同时．落实预防措施，动员并指导生产队

修建公共厕所和粪便密封发酵池，实行粪便统一管理，经密封发酵减少钩虫卵后施用。1975

年9月，又组织县、区、社专业防疫人员130多人，在广贤公社开展建造“三结合”(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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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圈与沼气池相连)沼气池现场练兵．然后在全县推广．以更新公共厕所和粪便密封发酵池。

还先后在南屏、沙坪、钱塘、思居、大石等地设立钩虫病防治试点和科研试点，特别是钱塘

钩防科研试点一直坚持了10年。摸索出了一套在粪便处理后不可能完全杀灭寄生虫卵的情况

下，大面积降低钩虫病感染率和感染度，减少现症病人的较为有效的措施。

卫生基本建设是改变了城乡卫生面貌的重要措施之一。近几年，卫生部门还重点抓了打

井改井，以改善群众饮水卫生。1965年9月，组织专业卫生人员、半农半医医生和农村不脱

产卫生员100余人．深入张家公社开展改水试点。在8个生产大队，146个院坝打井改井138

口，并随即在全县推广．到1966年底，全县共打井改井5700余口。1981年又持续开展了一次

较大规模的改井活动，到1985年，改井打井达4400余口，改造和新建了自来水厂(站)50余

个，从而城乡饮水卫生有了很大改善。

一“此外，在防病治病中，卫生部门还注意发挥了中医的优势。中医在全县卫生队伍中占有

相当大的比例，1950年中医中药人员占卫生人员总数的90％。以后，虽然西医(药、技、

护)数量不断增加，但中医中药人员发挥作用仍然较大。且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乡(镇)

一级，直到现在还是中医处于优势，是广大农村防病治病的主力军。特别是老中医以他们的

独到专长，治疗了不少危重病、疑难病，有的还受到海外侨胞的赞誉。

建国36年来，合川卫生事业建设和各项卫生工作也出现过曲折和失误。

1958年，在“大跃进"中建立的“四级医疗保健网”，网进了部分不合卫生人员条件的

闲杂人员，导致一些医疗卫生机构负担过重，影响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质量。“人民公社

化”运动中，又把由卫生人员联办的乡(镇)联合诊所，全部纳入各人民公社统一核算和管

理， “包得过多，统得太死”， “大锅饭”的弊端至今尚未肃清。

1973年以后，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在离退休职工补员中，补进了大量文化程度偏低的

非业务技术人员，违彳亍了医疗卫生队伍应由卫生技术人员组成的客观规律。这个“包袱”，

严重影响了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集体所有制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壮大。

中医队伍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趋向。在“振兴中医”的号召提出后?虽正在发生变

化，但改变这种局面的行动和步伐，还远远跟不上改革的形势发展。

长期以来，卫生事业经费不足，防疫检测设备落后，医疗设备设施短缺；不少青年卫生

技术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不高；群众看病挤、住院难的问题依然存在。

回顾历史，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在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方

针、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积极而稳健地开拓前进，进一步为实现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搞好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建设，让百万合川人民体质健壮的为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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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18年(民国7年)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纂成。载有名医陈启予、刘善述、蔡阳和、朱正立、张汝鼎、

莫国仿、刘肇鹏、杨进蕃、蒋鸿模、李成举、胡开均、邓德敏等传略13篇。其中在陈启予传

略中兼有医家吴光慧的事迹记述，刘善述传略中兼有医家刘绍熙的事迹记述。

医学著述载有《伤寒金匮附翼韵篇》、《本草歌括》、《仲景书十则》、 《草木便

方》、《公余医录抄》、《指迷医碑》、《针灸大全》、《河洛图经》、《证治药例》、

《本草便读》、《医林辑要》、《针灸真诠》、《长沙串注方歌》、《奠氏方歌》、《伤寒

论翼评语》等160P。

1921年(民国IO年)

渠、涪、嘉陵三江洪水暴涨，县城主要街巷被淹没。灾后痢疾、霍乱流行，死人众多。

1926年(民国】j年)

合川县医学研究社成立。

1929年(民国18年)

3月，合川中医界发出快邮代电，声援各地中医团体在上海举行的联合大会，抗议中央

卫生委员会通过的《废Ij二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议案。

1931年(民国20年)

县人秦静明从日本爱芝医科大学毕业回县，用西医西药治病。西医西药从此传入合川。

1932年(民国21年)

合川县医学研究社解散。

合川县国医支馆成立，并在民国28年(1939年)举办义勇救护训练班，学员144人，结业

后组成抗日救亡义勇救护队。

合川县救济院施诊所成立，所址设在高石坎陈姓私宅内；后迁太平门外烟墩寺。

1934年(民国23年)

合川县国医支馆举办中医讲习班，有中医5 0余人参加。

1935年(民国24年)

5月，合川县救济院设育婴所，雇请乳媪，收养被遗弃的男女婴儿。同时，设孤儿所收

养孤儿。

1937年(民国26年)

码头乡中医周方寸，

1938年(民国27年)

龙市乡中医喻跃成、

1940年(民国29年)

首创中医讲习所予邻水，纳徒3 0余众。

自沙场(今宝华乡)中医杜琼林创办济生国医学校于会龙场。



7月27日，县城遭日机轰炸，义务救护队与在城医疗单位抢救伤员2000余人。

合Jil县卫生院成立，院址设太平门外烟墩寺，后六易其居，1948年(民国37年)始定址

营盘街。

合川县国医支馆撤销。

合川县国医学会成立。

1942年(民国31年)

合川县中医师公会成立。

1944年(民国33年)

小沔、云门、铜溪、太和等四个镇卫生所成立。

1945年(民国34年)

1’月，有关当局从去年5月办理中医师检核，参加者至为踊跃，迄今已办理5次，检核

合格者32名。对于未参加检核或检核不合格者有的被停止行医。

6月，中医师公会换届改选，发生派系斗争。经县政府出面调停，延至8月，刘俊明当

选为理事长。

7月，成立合川县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此时，霍乱在县城及近郊暴发流行，死人甚

多，造成市面萧条。

1946年(民国35年)

中医师公会办理会员登记，并规定“非国民党员不能入会，菲会员不能开业行医”。

中华红蛹字会合川分会成立。

1947年(民国36年)

合川县西医师公会成立。

合川县医事人员联谊会成立。

合川县各界人士救婴委员会成立。

12月16日，县政府加委县卫生院主任医师沈文明兼任卫生督导员，专司卫生行政、公共

卫生之责。

1949年(民国38年)

11Yl 3日，基督教悯爱会在县城举办家庭妇女卫生讲习班，有90余名妇女参加。

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合川解放。

12月18日，合川县人民政府成立。

1950年

4月，合川县人民政府接管县卫生院，成立合川县人民卫生院。

5月，县人民卫生医院首次懑行剖腹取异物手术成功。

12月，合川县医务工作者协会成立。

1951年

l至4月，天花在全县发生散在性流行，发病321例，死亡51人。

4月，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成立。县人民卫生院改为县人民卫生医院。

10月10日，卫生科抽调医卫人员33人组成土改医疗队，分赴三，七、八、九、十等5个

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区开展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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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4月，合川县妇幼保健站成立。

5月，合川县人民卫生医院首次施行截肢手术成功。

10月，开始在一些区组建区卫生所、乡(镇)组建联合诊所，到年底有双牌坊、云门、

渠家、天星、太平、思居、渭沱、南津街、东津沱等9个联合诊所成立；三、四、七、八、

十、十一、十二、十三等8个区卫生所成立。

1953年

1月

3月

4月

5月

分置合川市(属专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分别设卫生科。

合川市、合川县分别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县人民卫生医院划归市辖，更名为合川市人民医院。

合川市卫生防疫站成立。

市、县分别实行公费医疗，由市、县人民政府公布《管理办法》，制发《公费医疗证》。

8月，合川县实验医院成立。

10月，合川市人民医院首次施行下腹部手术。

12月，乡(镇)联合诊所发展到51个。

1954年

4月，合川市门诊部成立。

5月，县人民政府召开卫生行政会议，批判贺诚、王斌轻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全

面贯彻党对中医的政策。

1955年

1月，四川省南充钩虫病防治工作队来合川，首次在市、县境内开展钩虫病检查和治疗。

2月，盐井区卫生所成立。

7月，各区卫生所、乡(镇)联合诊所开始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培训不脱产卫生员、

接生员。

9月，市卫生科付科长，率卫生技术人员赴大昌铁厂，辅导和协助医疗卫生工作。

1956年

4月，市卫生科抽调卫生人员与省卫生厅派来的钩防工作组在合川市区6万多人口中开

展钩虫病的检查和治疗工作。

5月，合川市门诊部划归县辖。

6月，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保健室。

7月，合川县卫生防疫组成立。

10月，铜溪区卫生所成立。

12月，乡(镇)联合诊所发展到81个。

1957年

1月，合川县除四害委员会成立。

1至5月，‘流感在全县普遍流行，发病5万余例，死亡11人。

2月，三庙区卫生所成立。

3月j全面整顿乡(镇)联合诊所，建立管理委员会，制定《组织管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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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1月，合川市。合川县合并，市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并入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

2月，市卫生防疫站改为县卫生防疫站。撤销市门诊部和县卫生防疫组。

3月，3至5日全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村停止生产，全民投入歼灭“四害”的突

击运动。

4月，市人民医院改为县人民医院。

10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乡(镇)联合诊所分别纳入各公社统一管理和核算，

改制为人民公社医院。

城关镇联合医院成立。

12月，城关镇青龙桥居民委员会荣获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发的“卫生模范”奖状。

1959年

2至5月，麻疹在全县发生散在性流行，发病26148例，死亡Ii3人。

3月，全县11个区卫生所分别并入各区所在地人民公社医院，实验医院并入县人民医院。

5月，整顿公社医院，9月底结束，全县公社医院调整为77个。

10月，组织县、区卫生人员452入，组成四个钩虫病防治大队，集中显微镜47台，逐区

逐社检查治疗钩虫病，并发动生产队修建公共厕所和粪便密封发酵池，统一管理和处理粪便。

11月，中央、省卫生检查团来合，对合川县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和粪管工作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

12月，省卫生厅在合川召开粪便管理工作现场会，向各专、州、市、县提出了粪便管理

合川化的要求。

城关镇粪便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副镇长罗模金被邀出席全国群英会。

十塘、官渡等区、社发现水肿病人，卫生科派医生前往调查后提出防治意见。接着其它

区、社也陆续发现，发病人数逐日上升。

1960年

1月，县委、县人委召开各区、社党政分管卫生工作的负责人会议，部署突击抢治水肿

病。

2月，县、区、社党政，特别是卫生部门，集中人力、物力全力以赴抢治水肿病。

6月，合川县麻风医院成立。

1961年

水肿病、妇女子宫脱垂、小JLl'旬偻病在全县范围内，特别是农村扩大蔓延。县委、县人

委决定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分别成立肿病医院，集中在公社，收治重度病人，中度病人集

中在生产大队治疗。

1962年

5月，各区、社小春收割后，水肿病人逐渐减少。

8月，大春收割后，水肿病基本控制。

9月，卫生系统开始调整机构，精减人员，到10f]底止，全民所有制机构精减职工61

人，占职工总数的24．2％；集体所有制机构精减职1547人，占职工总数的38．2％。

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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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全县68个公社医院恢复为1958年以前的联合诊所并进行整顿，9月整顿结束，

实行“三权所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劳分配’’，医疗业务逐步趋向正常。，

6月，贯彻执行四jII省商业、化工、卫生厅通知，县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停止购用麻醉药

品，历存麻醉药品清理造册后封存，由县卫生科统一处理，可以使用的调拨给县人民医院，

其余全部销毁。

1964年

1月，恢复太和、万古(今燕窝)、小沔3个区卫生所．

8月，恢复云门、龙市、渭溪3个区卫生所。

1965红

8月，恢复官渡、铜溪区卫生所。

9月，恢复盐井区卫生所。

县人委召开卫生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的指示。

lO月，从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抽调卫生人员56人，组成两个巡回医疗队，分赴万古(今

燕窝)、渭溪两区的社、队开展巡回医疗。

12月，小沔、万古(今燕窝)、太和区卫生院成立。

1966定

1月，龙市区卫生院成立。

3月，县内首次办理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晋升。县人民医院1名医士晋升为医师、5名护

理员晋升为护士。

8月，各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四清”开展“文化大革命”。

1967红

3月， “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后，党政领导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停止行使职

权，先后由驻军支左办公室所设生产办公室、“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所设“抓革命、促生产

指挥部”总揽一切。

1968年

“文化大革命”进入邦派斗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干扰，但广大

卫生人员仍然坚持坚守工作岗位，保持医疗业务的正常开展。

12月，云门、剃泽区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成立。

1969年

4月，太和、万古、龙市、小沔、渭溪区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成立。

9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其办事机构设一级组四个，其中的生产指挥组下设文卫组掌

文教卫生行政。

1970年

1月，县人民医院配备南京牌救护车1辆。合川县始有救护车。

2月，开始普遍培训赤脚医生，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3月，抽调卫生人员36人，组成支援襄渝铁路医疗队，赴达县参加合川民兵团的医疗卫

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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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钱塘区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成立。

5月，，县革委文卫组分为学校、卫生两个独立的二级组。卫生组掌卫生行政。

9月，广贤公社七大队建立起全县第一个合作医疗站。

1971往

1月，开展矽肺普查，二季度普查结束，受检查者达1730余人，为历年受检人数最多韵

一年。

10月，县卫生防疫站组织专业组到钱塘建立钩虫病防治科研试点基地。

1972往

￡月，太和丝厂食堂误用氯化钡炸油条，食后引起74人中毒，死亡3人。

7月，钱塘公社平桥大队二生产队，因食病死耕牛肉，108人食后全部中毒。

8月，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在云门区召开全县卫生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巩固发展合作医

疗，‘搞好农村各项卫生工作。

1973盔

3月，合川县卫生局成立。

6月，四川省除害灭病工作会议在合川召开，会议由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赵宝

凯等主持，有全省各地、州、市、县除害灭病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与会人员参观了钱塘钩

虫病防治科研试点工作。

1974年

6月，县革委在钱塘区召开全县卫生三级干部会议，县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提出了“年

内实现合作医疗一遍红”的要求。

1975矩

9月，卫生局组织县、区、公社卫生防疫专业人员130余人，在广贤公社开展建造“三

结合”沼气池的现场练兵，年底结束后，在全县推广。

11月，卫生局派员协同中共Jk J,l地委路线教育工作队在沙溪公社进行整顿合作医疗试

点，后在全县推广。

1976年

5月，卫生局派出工作组深入盐井、尖山、太平等公社调查合作医疗大搞“三土四自”

(即土方、士法、士药，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经验，为省召开计划生育、合作压

疗、“赤脚医生”先代会准备材料。

6月，由县革委统一组织，欢送官家明、邓小恒首批参加四川省永川地区援藏医疗队被

派赴西藏类乌齐县。官渡区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成立。

8月，卫生局组织工作组开展三年回顾性死因调查，年底结束。

1977年

5月，县革委召开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讨。

11月，肖家公社卫生院剐院长汤进益应邀赴’』匕京参加全国传染病管理工作会议。

1978年

2至5月，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全县范围内发生散在性流行，发病1231例，死1：E78人。

4月，盐井、铜溪区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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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月，欢送李树明、林兴贵参加四州省永川地区第二批援藏医疗队。

奄月，士主区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戒立。

7月，开展中草药资源普查，年底结束。

11月，县防疫站钱塘钩虫病防治科研试点组荣获四川省重大科研成果奖。
197睥

1月，开展中药计量改革，统一以克计量。

8月，对各区(镇)卫生院的工作进行现场考核，经总结评比，钱塘、云门、万古(今

燕窝)区卫生院分别评为一、二、三名，由卫生局发给了奖旗、奖状和奖金。

6月，县内再次办理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晋升，计有9名医(药、技、护)师晋升为主治

(管)医(药、技、护)师，5名医(药、技、护)士晋升为医(药、技、护)师。

9月，卫生系统开始进行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工作。年底，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101名。

弼划的右派分子全部改正。

11月，卫生局配合城关镇革委对县城个体行医人员进行调查，34名个体开业人员中有t17

名无照行医，18名有违法、违纪、违章行为，分别作了处理。

1980年

1月16日，县防疫站张代兴参加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议，主要总结30多年卫生防疫工

作的成就，制定“六五”规划，加强自身建设。

2月上旬，接省卫生厅通知，合川被列为全省“三分之一"卫生事业整顿建设试点县之

一。卫生局及时作了研究，安排从二季度起，对全县医疗卫生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整

顿建设。

合川县卫生进修学校成立。

4月，经省卫生厅去年9月统考合格，从集体和散在民间的中医药人员中择优录取13

名，分配到全民医疗卫生单位工作。

6月初，开展头癣普查普治，9月结束。

7至9月，钩端螺旋体在太和、大石、铜溪、土主等区发生暴发流行，发病1679例，

死亡26例。

11月9日，县人民政府发布扑灭狂犬病的布告。

12月初，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晋升考评工作全面展开。

1981年

1月10日，县人民政霄发布《关于狂犬病疫区家犬管理条例》的布告。

4月29日至5月3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卫生三级干部会议，县长杨如松到会作了

报告。

7月中旬，合川遭受特大洪灾，16日10时县城洪峰最高达33．1公尺。卫生部门全力以

赴，投入抗洪抢险、医疗救护和灾后疫病防治工作。

9月中旬，在县城开展医药市场检查。

11月上旬，卫生局组织力量到十塘公社开展合作医疗现状调查，月底结束。

12月1日县中医院成立。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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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县府发布《合川县城镇公共卫生十条规定》。

4月23日至28IEI，县委、县府召开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表彰先进集
体66个，先进个人222人。

9月20日，卫生局派工作组到云门公社调查研究大队办医问题。

9月下旬，古楼公社食物型副霍乱暴发流行，发病19例，省、地、县有关机关组织力量
赴疫区就地及时扑灭。

lob 10日至12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卫生三级干部会议，布署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事

的设问题。

11月5日至10日，四川省卫生厅派工作组来县检查验收卫生事业“三分之一”试点县的

整顿建设工作。肯定了合川卫生事业三年整顿建设取得的成绩，宣布基本达到整顿建设的标
准。

12月20日至月底，卫生局组织县直医疗卫生机构和区(镇)卫生院负责人赴遂宁参观学

习县、区、社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经验。

1983年

3月中旬，出动宣传车到各区(镇)宣传贯彻国家《食品卫生法》。

4月上旬至中旬，各区(镇)、公社卫生院成立行政组，主管所辖地区的卫生行政管理

工作。

6月，县卫生局开始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提出了以提高社会效益为目的的卫生改

革方案，要求年底见成效。

1984年

1月中旬，县级机关机构改革基本告一段落。卫生局重新组建领导班子，设局长一人、

副局长2人、调研员2人。

3月初，持续开展卫生改革，实行院、站、所长负责制，进一步调整充实领导班子，

建立健全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

10月中旬，药品检验所成立。

12月下旬，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合作研究项目，为合川提供的“冷链”建

设装置基本到齐。

1985年

i月中旬，卫生局制订和下达年度创建文明医院规划，要求年底有70％以上的县直医疗

卫生机构、50％的区(镇)卫生院、30％的乡(镇)卫生院建成文明医院。

8月上旬，县府召开振兴中医工作会议。

3月中旬，卫生局对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提出了进～步深化改革的意见，重点强调完

善管理体制，实行目标管理，提高管理水平，要求年内收到实效。

6月中旬，《合JJI县卫生志》编修领导小组和编辑委员会成立。
、

7月20日，县府发布《关于合阳镇地区市容卫生管理暂行规定》。

9月23日，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合作研究项目合川大石钩、蛔虫防治试点

组成立。

12LI下旬，经县府检查验收，卫生局年初制订的刨建文明医院规划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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