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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酉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分册刊行面世，这是

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 。。．。

。，’

0 这垂丛书．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民族到

文化．从人物到风貌．从历史到现实，多侧面、多角度、多

层次地勾勒出了我州概貌j其中，有兴有衰．有起有伏，有

成功，有失败．有顺利。有挫折。所记述的各族人民共同刨

造的历史，如幅幅画卷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古人

．云：。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一。这套丛书．亦是一面古镜，

使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中把握其兴替．探索其规

律．吸取其教益，并进而获得资治的依据，化为前进的力

量．．二卷志书在手，州情昭然若揭。耐州情了解得越具体

越真切；我们治穷兴州工作就会更加实在，更加充满必胜

的信心。 ．

．

·

’

．

、 这是一套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具有崭新的风貌．独具

的特色。我州从明武宗正德年间起至民国初期止．共纂修

了府志、厅志、县志、卫志等约30余部．作为历史的记录．

这些旧志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有参考借鉴的

价值。然而它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无处不深漾烙上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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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印记．在历史条件局限下．编纂者不可能不抱

有阶级的偏见，也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事物的本来

面日及其发展轨迹．目为他们箱纂地方志的目的乃是为

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我们夸日修志．其目的性与旧时

代迥然不同，即为社叁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请大

家读读州志丛书就明白了．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7

实事求是的原则．略古详夸，略同详独，注重体现时代特．

色和民族特色’资料较为翔实。体例颇为新颖I可为我州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较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

况，可用以向各族人民进行州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一

会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可积累和保

存地方文献．海内外一切关心湘酉自治州建设的人士也

能够由此增进对自治州的认识和了解．新编的州志丛书，+

绝不是旧志的续篇，也不是现有档案资料的简单摘录和

汇集I而是在马到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认真研

讨、撰写、总纂而成的严谨朴实的资科性著迷．我们相信．

这套丛书对于我州挂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

25c挥的作用。将会与日俱增；不仅服务当代．而且惠及后

世。
1

‘

几年的实践证明，编修方志．绝非易事．资料难拢，经

费拮据，经验不足．真可谓难度很大，步履最辛。广大修志

工作者．在困难面前并没有畏缩，而是最苦奋斗，默默奉

献．经过广征博采，加工整理，考核棱正，精心总纂．字斟

句酌．反复磋磨，数易寒暑，几经修改，终于写成一千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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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综合性著作．殊为一大贡献。州志丛书的出版，是

全体修志工作者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条战线、

各个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辛勤劳动创造的

成果．字字句句皆蘸汗，节节章章总关情。欣值出版之际，

让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丛书的

编纂者、采访者和参与者致以衷心的谢意1．

丛书的出版．并不意味侈志工作便告结束，而是应当

以此作为良好的开端，把修志工作更加扎实地开展下去。

我们要认真地总结过来几年的实践经验，肯定成绩，看到，

不足I要进一步开展方志理论特别是民族方志学的研究，一

提高编纂水平l要积极利用已收集整理的资料提供州情

咨询履务；要努力创造条件．采用一些现代他的科学手段

储存资料，为下届修志打下紧实的基础．任重道远，仍须
继续努力．-路漫浸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

这套丛书的出版．虽然经过多次修改、评议、审定·但

疏漏之处、不足之处，甚至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望方志界

专家、同仁与广大读者不吝指教．我们将在总纂{：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志l时加以补正，以臻完备． 、

让我们遵循党的_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爷的基本路

线，同心同德．踏实工作。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民族经

济发展。为建设一个文明、昌盛的湘西自治州而努力奋

谨以为序．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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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卅卫生局局长；梁巨澜、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志，历经四个寒暑，终于面世。这

是偏远闭塞的少数民族聚居的湘西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卫生专

志．她的诞生。标志着贫穷落后的湘西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已进人

了卞个崭新的时代，值得我州各族人民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庆幸．我

感到t出版这本志书．把我州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历史记录下来．

-为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觉得内心踏实。但愿这本志书能为今

后我州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 』． 一。
· 古人云，以锕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I以史

为镜，可以知兴衰．一部卫生志．就是一幅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画，

卷．我们奉献给大家的这部州卫生志，就是湘西地区劳动人民同疾

病和瘟疫作顽强斗争的全部历史结晶，可以说是一部寓存史、资

治、教育于一炉的卫生百科全书．这部志书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

民族特色．乡土气味浓郁．时代特色和专业特色鲜明；重点反映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就}以资料性、科学性、知

识性和实用性为其基本特征。全面记述了我州医疗，卫生，保健、医

学教育、医药科研、药政药检和卫生行政等各个领域工作的发展进

程．但愿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医务工作者，能从中受到启迪和救

益．

o+．一

L^一

P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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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卫生志全体编修人员在缺乏修志经验、资料严重不足的情

况下，勇于克服困难。多方搜集资料，四载寒窗，辛勤耕耘，终于获

得了丰收喜悦之果。修志虽苦，然苦中有乐．且其乐无穷。在此，我

谨向州卫生志全体编修人员和支持协助过修志工作的单位和全体

人员表示衷心感谢I

。一九九一年十--I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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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例 j

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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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

原则，对州境内医疗卫生工作进行客观地记述·

二、从湘西自治州卫生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力

求突出州卫生志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专业特

色和时代特色·． 一

三、本志记述事物，一般从事物发端记起，下

限至1988年底止，个别特殊事物则稍有突破。．

四、坚持贯通古今的编写原则，具体编写中

则以今为详，以古为略，以当代为重点。 ”

五，严格遵循逻辑规律，按照卫生部门工作

特点，采取横排竖写的科学方法，进行篇目设计。

．根据少数屁族地区医疗卫生工作特点，特设立民

族医药专章。 r

六，本志资料及数据来源，全部系各级各类
‘

档案资料及有关报刊，文献和旧志资料．、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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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仅作佐证资料。
。

七、本志设大事年表和人物表·大事年表完

全采用编年体。人物表分为已故著名医林人物和

副主任医(药、技，护)师、高级讲师及以上技

术职务的人物。 一
，．“ ，

J‘

八、凡在自治州工作，对湘西自治州卫生事

业做出了贡献，即便是在某一个侧面有所发明，有

所创新，推动了湘西卫生事业的发展的人，均以

以事系人的方式，在各有关专章中记述。

九、时代称谓，本志中所称_建国前井或

_建国后捧．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建国

前以帝王年号或民国年号记年，括号内加注公元

、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年。．

十、本志所称“湘西地区一特指现湘西自治

州所辖lO县市之范围·各县市名称一律以当时名

。称为准。其中乾城县、永绥县后来分别改为吉首

县和花垣县，吉首县、大庸县又分别改为市．

十一、本志中个别须多处记述的事物，记述

1时．坚持以其本质特点为主。重要章节详记重记，

其他有关章节则略记或不记。
。

十二，有关单位历届领导人员表之_籍贯一一

栏的记述．凡湖南省籍人氏．只填县名，外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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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氏，只填省(市i．。区)’名；党内职务，均指中

国共产党组织内担任的职务。．，，一。 ．

¨一．-十三、本志所设“中医"、“西医"章，特指

中医医疗和西医医疗。为了。突出某项工作，全面
反映该工作的发展脉络及工作进程，相应地提高

其地位与作用，部分内容作了升格处理。，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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