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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吏志是综合性历史记载。总结医院历史的经验和教

训，是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遵循“十三大"精神

是编写医院院志的指导思想。根据市卫生系统及公司的布

署结合本院三十五年的实际，编写出《沈阳二四二医院

院志》。 “院志"共分十篇即．：医院创建与发展，医疗护

理，予防保健，工业卫生，医技科室，科研教育，人事劳

资。经济管理。后勤总务；党、工会、团。

第一篇 医院创建与发展为综述，第二至第十篇分别

叙述。为了体现企业职工医院的特点，“工业卫生”“予

防保健"单列为两篇。为了适应医院改革的需要，对Ⅱ医

院体制改革一、教育培训一、 靠人事劳资"等篇和党组织

建设，历次政治运动也做了较详细的记述。

本着科学、写实、横排竖写，力求严谨、朴素、简洁

并寓意于事中，且观点明确又不妄加评论。志书共十五万

字其中：照片122张，图表47张。记录了自1 95 1年～l 985年

间，医院的重要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和后果。医院是航

空工业部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所属的基层单位，经过3 o多年

不断发展，完善，已经从一个卫生所建设成为一个较现代



化的市级综合医院。医院为公司职工、家属的医疗、保健

服务。长期艰苦奋斗，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保障职工，家

属健康的光荣任务，有力的配合军工生产为国防建设作出

了贡献。几十年来在实践中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今立志成册，但愿志书能对医院的未来建设与发展有点滴

补益，幸甚!

沈阳二四二医院院志编辑办公室

1 99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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