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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子

《离石卫生志》是全面记述离石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史的一部专业性

志书，是经卫生局精心组织，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悉心指导和提供史料，经

编篡人员辛勤收集、梳理，终将岁月尘封了的光荣历史载入史册。志书今出

版面世，再现于生活，我颇感欣慰。此乃是离石医疗卫生战线广大工作者值

得庆幸的一件盛事，也是矗立在医疗卫生行业的一座精神丰碑。

这部志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溢美，不避过，力图体现出地方特点、

时代特点、专业特点，着意揭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和历程。全书内容较

丰，资料详实，文字简朴，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的志书，

它集中反映了旧社会反动政府对医疗卫生工作和民众的生命健康漠不关

心，传染病肆虐流行，地方病连年扩散，病患者缺医少药，九死一生。解放

后，在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引

下，逐步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医技人员，多层次，多渠道办医格

局稳步形成。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日臻健全，医疗卫生服务质

量不断提升，危害群众的多种传染病、地方病有了高效对策控制，部分病已

悄然灭迹，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目标实现了基本保障。同时，该书在

秉笔直书，以古喻今的基础上，既体现出各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者辛勤劳

作和奉献精神，又客观地总结了卫生事业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医疗



卫生保健服务取得的工作经验和成就。我想，以飨读者，资政育人，传承文

明，必将对未来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起到些潜移默化的思想启迪和教化作

用，亦可给卫生行政领导提供些科学决策依据和移植借鉴些工作经验，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蕴含着承前启后意义的卫生文化宝典。

我深信，该志将会激励着当代与后代医疗卫生战线的广大干部、医技

人员能传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更好地为人类生命健康事业谱写新篇

章而不懈努力，为人民群众能享及更科学、更优质、更使捷、更低廉、更贴近

人生需求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而继续奋斗。

闰长有

2012 年 12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本着详今咯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认真记述了离石区医疗卫生事业的

历史与现状，使之居今而知古，鉴往而开来，发挥"资政、存史、教化"之作

用 O

二、本志时间段限上至清·咸丰年间 1851 年，下限 2011 年。侧重记述

建国以来，特别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变化，力求概而

全、简而明 o

三、本志采用述、记、传、图、表、照片等形式，全志为分章平列式结构。

概述置于前首，统摄全书;大事记，纵述事物，以明时序脉络;本志设章，章

下设节，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志前有领导题词、彩照、表格随文插入，篇未

有附录、编后记。

四、本志采用语文体、记述体。概述夹叙夹议，全书用第三人称记述，行

文按国家规定的简化文字。

五、本志所用的历史纪年、单位名称、人名、职称等，均以当时的历史习

惯称呼。

六、本志所用的历史数据、文献数据，经考证后载入，大部分数据以政



府部门的统计为准。计数和计量，一般都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人物篇采用传、表形式，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国家

或地方有较大贡献、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本区工作过的人物，收录在

本志界定时间内 O "表"为市级以上的先进工作者名录。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各级档案、有关志书、报刊、书籍和实地

调查，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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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昆 主笔

概述

盛世修志载盛世，传承文明泽后人。追溯离石医药发展历史，从

清·咸丰年间(1851 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的八十六年时间

里，在离石城内开设中药店、药铺的只有五、六家，多数系河北省武

安县人。他们以售药经营为主，坐堂行医看病者少。如粟生堂开办的

天裕成药店，出售川广地道药材和自制丸、散、膏、丹，有店员 7 名。

1930 年，离石城内最早开设诊所的是山西汾阳人郑淑静二诊所没有

病床，只有两名医护人员和昕诊器、注射器、刀剪银子等简易医疗器

械。其时社会上梅毒性病患者较多，以注射德国"606"和法国"914"

为主，兼治常见疾病和包扎外伤等。 1938 年 2 月日军侵占离石城

后，仅有的几家药店、药铺都先后倒闭。 1938 年侵华日军在县城设

有日军医院，可作各种手术，但不对外。 1940 年，日伪县政府在县城

开设医院，院长何天明兼医生，仅有护士 1 名，名为医院，实为诊所，

其规模、设备十分简陋，医术上只能治疗常见疾病。 1945 年 9 月离

石获得解放，这座日伪医院也跟随日军撤走。

解放以前的离石人民，由于深受阎锡山反动政权的长期统治和

日寇侵占时的惨重蹂躏，生活极端困苦，食不饱腹，衣不遮体，室不

避寒。加之反动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漠不关心，就是已开业的诊所、

药铺也横遭摧残。更为严重的是广大农村群众缺医少药，得病只能

E-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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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为数不多的半农半医乡村医生诊治。他们医术有限，往往耽误病

情，造成悲剧。更为甚者的是，由于农民的愚昧和封建迷信，得病求

神拜佛，不少神汉巫婆乘人之危，骗钱害人，遇有疫病流行，死亡惨

重。天花连年不断，病者九死一生。生长在大小东川山林地区的不

少农民，长期以来身患甲状腺肿和大骨节地方病得不到医治，有的

终生残废，有的过早离开人世，有的甚至灭门绝户，其惨状实不忍

睹。

1944 年 5 月，晋绥边区第三军分区协助政府在抗日政权所在

地临县磺口镇开办了离石县民众医院。从此，离石人民有了自己的

新型医院，揭开了离石人民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新篇章。那时全院

同志发扬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许多难以克服的

困难，边学边干，努力钻研医疗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 1943

年至 1948 年，抢救部队、地方民兵伤病员 460 余人，为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此外，他们除坚持门诊、出诊外，还经

常深入到根据地的村庄扎营，向群众宣传卫生科学知识，破除迷信，

教育群众自觉抵制神汉巫婆的骗人丑行，开展群众性的防病治病工

作，为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国后，离石卫生医疗事业迅速发展。 1951 年 3 月，县政府设

卫生科，县卫生院设防疫妇幼股。 1951 年至 1952 年，相继成立了离

石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离石县医药联合会、离石县卫生工作者

协会、离石县红十字会，各会按照自己的宗旨和章程开展了有效的

工作，团结了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离石卫生组织机构的设置对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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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对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

主、团结中西医"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引下，逐步建立和发展了

卫生医疗机构，不断扩大和充实了卫生技术队伍。使各项医疗卫生

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到 1965 年，全县卫生医疗机构有县级医院、

地区医院、卫生所 6 个，公社医院 7 个，中心保健站 24 个，一般保

健站 44 个，医务人员 473 人。 1954 年县医院第一例阑尾切除术成

功; 1957 年和 1958 年，又分别首次做宫外孕、脾切除术获得成功;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著名老中医孙文整用针刺治疗地方性甲

状腺肿获得显著疗效;不久还能做胸腹腔手术O 所有这些，都标志

着离石的医疗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O

进入七十年代，虽经"文革"动乱，但由于加强了党对卫生工作

的领导，混乱局面很快得到扭转，医疗卫生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

道路。加强了防疫妇幼机构、队伍建设，恢复了巡回医疗制度，发展

农村合作医疗，开展农村"两管''''五改"狠抓传染病、地方病防治，

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重点在农村。

1983 年以来，卫生事业进入历史上更加快速发展的时期。离石

城区连续八年被省爱委会评为爱国卫生红旗县城。 1983 年县人民

医院被山西省卫生厅授予文明医院称号。由于有效开展了劳动卫

生，食品卫生，建立健全了疫情报告网，使传染病发病率与死亡率

大大下降，计划免疫达全省先进县标准，地方病防治达省级标准。

县防疫站于 1986 年，妇幼站于 1985 年分别被评为全省、全区"文

明站"。到 1990 年，全县卫生医疗机构发展到 248 个，其中县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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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5 个(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职工医院、县防疫站和县妇幼保

健站)、乡镇医院 15 个、村级医疗点 238 个。全县各医疗院站占地

面积 5.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有房屋 758 间，病床

262 张。全县有城乡医务人员 738 人，其中有技术职称的 434 人。

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建立和健全，基本做到小伤小病不

出村，一般疾病不出乡，普通危重病人不出县，基本上解决了群众看

病难的问题。

2∞9 年一-2011 年，区人民医院临床医技科室扩展到 25 个，

拥有病床 186 张，医技人员 259 名，其中:高级技术人员 38 名，大型

先进仪器装备有双排螺旋式 CT 机、CR 计算机成像 X 光机、彩超、

脑超、全自动生化仪、手术室层流净化设备等，达至二甲医院标准。

十二个乡(镇)、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病床 172 张，各类医技人员

321 名，新一代 X 光机、B 超、心电图机、生化仪等常规设备装备齐

全，房屋条件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善。在国家卫生体制改革有关政

策的指导下，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

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在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乡镇、社区卫生机构

人员的工资待遇实行了全额预算，并招聘充实了 110 名医技人员，

乡村医生按中专、大专学历分别给予 4∞元和 8∞元的月补贴。为

了减轻群众的医药费负担，乡镇、社区和村卫生所药品统一实行"零

利润"经营，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由各级财政予以保障。全区 193 个

行政村卫生所新聘了乡村医生，开展医保工作的房屋条件大部分达

标，并装备有出诊箱、冷藏箱、无菌柜、治疗车、基本医疗保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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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区、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医技人员、仪器设备、房屋条件

实现了三配套、形成了有机的医疗卫生保健运作网络和服务能力，

辖区人民群众基本能享及便捷、高效、低廉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

务。同时区内有突出专科特色的民营医院及健康体检机构 10 家，

个体诊所 133 家，为群众就医看病起到了补充作用。

纵观离石卫生事业漫长的发展过程，雄辩地证明，只有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发展

壮大起来。当然，历史毕竟还会前进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

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离石的医疗卫生事业工

作定会向着更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道路迈进，谱写出更新更

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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